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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物流园区中送提货车辆的综合提升进行研究，分析了智慧物流园区的建设与运作，着重于车辆
管理系统的高效应用。通过对S公司物流数据的深入分析，本文探讨了预约管理、车辆排队优化及资源可

视化管理对提高物流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改进车辆预约系统、优化作业流程和排队算法，

以及实施资源可视化管理，可以显著提升物流园区的运营效率和决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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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delivery and pickup vehicles in logistics 
parks,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smart logistics parks, and focuses on the efficient 
application of vehicle management systems.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S Company’s logistics 
dat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of appointment management, vehicle queuing optimization, and 
resource visualization management on improving logistics efficiency.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by improving the vehicle reservation system, optimizing work processes and queuing algo-
rithms, and implementing resource visualization management, the operational and decision-making 
efficiency of logistics parks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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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物流业迅速扩展，物流园区的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日益增强。在物流的实际应用中，这些园区

不仅需要严格管理车辆的进出，对于人员、车辆和货物的实时监控也有更高的要求。为了提升管理效能

和运营效率，对智慧园区中的车辆进行持续的监控、定位和指引可有效提升物流管理和运作效率。 
搭建智慧物流园区，可实现园区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业务与业务之间深度融合，体现数字资

产价值，提升运营效率。本文从物流园区中送货和提货的车辆作业环节入手，通过阅读智慧物流园区车

辆管理方面的大量文献，以及分析国内出库量规模最大的 S 公司的车辆作业数据，得出了一系列提升优

化建议。 
关于智慧物流园区建设的理论研究已经相对成熟，黄小敏[1]提出了构建“一中心，两平台”的建设

方案，其中的智慧作业管控平台阐述了物流和仓储相关的构想；林振强[2]提出了物流园区的规划设计，

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平台、信息平台和运营平台三大平台的规划和设计，其中信息化是关键；任芳[3]指出

在智慧物流园区信息化建设中，与 5G 信息技术可以产生紧密结合；马良[4]指出要站在整个产业链的高

度去规划和设计智慧物流园区；唐少麟[5]提出了在物联网时代下智慧物流园区企业管理的新模式和新解

决方案；李茜[6]结合产业园区政策，对智慧物流技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技术与完善广西物流产业基础

规划进行了研究；孙刚[7]提出了通过整合“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打造四流合一的供应链综

合服务平台；葛军萍等[8]通过构建物流布控元节点模型，提出了基于人工智能的智慧物流园区建设意见；

张龙[9]提出了基于智慧物流园区建设的路径优化方法，可有效提高管理效率；钟冬梅[10]以烟草智慧物

流园区为例，提出了通过 5G 技术赋能智慧物流园区建设的方法；孟一君[11]提出了要不断对物流技术进

行转型升级，促进加工、存储、流通等各个环节的优化。但由于技术、成本等原因，大多数企业在实际

运营中并没有应用高度智慧化的物流园区，本文将根据某知名服装供应链公司的物流园区数据分析，探

索信息化建设对供应链整体效率的提升效果。 

2. 研究内容 

1) 智慧物流园 
智慧物流园区是一种基于先进技术如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现代物流中心。这些园区的核心

特征包括网络互联、智能化运作、可视化管理、自动化流程和系统化结构。在这些园区内，采用了 GIS
服务、综合系统技术、无线 RFID 技术、视频监控和传感器技术等高端技术手段。这些技术能有效预测

物流行业的发展趋势，并在全面分析后提供最佳物流运输方案。智慧物流园区的目标是依托智能化策略，

打造全面而高效的物流基础设施。 
2) 园区管理 
园区管理系统是智慧物流园区的关键组成部分，专注于对进出园区的送提货车辆进行高效管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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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通过先进的识别技术，如车牌识别和 RFID 标签，实现对车辆的自动识别和登记，极大地提高了进

出园区的速度和准确性。同时，系统内置的智能调度功能能够根据货物类型和目的地优化车辆的排队和

装卸顺序，确保物流的高效流转。此外，系统还可配备实时监控功能，可以对园区内的车辆动态进行全

方位跟踪，确保安全和顺畅的物流操作。通过这些智能化的管理手段，园区管理系统不仅提高了物流效

率，也保障了园区的安全与秩序。 

3. 研究方法 

1) 假设检验 
假设检验是统计学中一种用来决定数据是否支持某个假定的方法。假设检验在科学研究、医学、工

程等领域都非常重要，它帮助研究者从样本数据推断总体参数。该方法可能出现第一类错误(错误地拒绝

真实的零假设)和第二类错误(错误地接受假的零假设)，因此对样本大小的依赖程度较高，本文的样本来

源于真实数据，准确性较高。 
2)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一种广泛应用于统计学、经济学和工程学等领域的方法，主要用于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

其核心目的是理解一个或多个自变量(解释变量)如何影响因变量(响应变量)。回归分析的关键在于理解和

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预测。它能够提供关于变量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彼此的洞察。回归分

析可揭示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其准确性受到数据质量、所选模型类型和所用统计方法的影响。 

4. 模型构建 

1) 车辆预约管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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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车辆排队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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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车辆资源可视化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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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案例研究 

S 公司是一家中国的在线零售服装品牌，以其高效的供应链、仓储和物流系统而闻名，这些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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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商业模式的核心部分。 
1) 供应链管理 
S 公司的供应链管理策略突出了灵活性和速度。它通过与数百家独立的供应商和制造商合作，能够

迅速响应市场趋势的变化。这种模式允许 S 公司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新款式从设计师的草图转变为可销售

的产品，从而在快速时尚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2) 仓储系统 
S 公司的仓储系统是其物流网络的关键环节。它通过全球分布的仓库实现了对不同市场的快速响应。

这些仓库通常位于关键的物流节点，如港口城市或主要的航空枢纽附近，以便于快速分发商品。S 公司

采用先进的仓储管理技术，包括自动化和智能化系统，以提高效率并减少错误。 
3) 物流和配送 
S 公司的物流策略集中于快速和成本效益。它利用一系列的物流伙伴来确保全球范围内的快速配送。

这些合作伙伴包括国际快递公司和地方配送服务商，它们共同确保了从仓库到消费者手中的顺畅运输。

此外，S 公司的物流系统还包括跟踪和管理订单的能力，这使得消费者可以实时查看他们订单的状态。 
本研究以 S 公司在国内的 19 个物流园区两个月约 95,000 条车辆数据为基础，进行空值、无效值的

剔除后，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得出了较为显著的结果，并根据数据结果提出了相

关的建议。 

6. 结果分析 

1) 预约管理对车辆整体作业时间的显著性分析 
 
Table 1. Analysis results of t-test 
表 1. t 检验分析结果 

t 检验分析结果 

分析项 项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差值 差值 95% CI t df p 

车辆作业时间 

0 45,834 0.28 0.29 

0.11 

0.103~0.111 48.674 

10420.3 0.000** 1 4163 0.17 0.11   

总计 49,997 0.27 0.28   

注：*p < 0.05，**p < 0.01。 
 
利用 t 检验(全称为独立样本 t 检验)去研究是否预约对于车辆作业时间共 1 项的差异性，从上述表

1 可以看出：不同样本对于车辆作业时间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p < 0.05)，意味着是否预约对于车辆作业

时间均有差异性。具体分析可知：是否预约对于车辆作业时间呈现出 0.01 水平显著性(t = 48.674, p = 
0.000)，以及具体对比差异可知，0.0 的平均值(0.28)会明显高于 1.0 的平均值(0.17)。总结可知：是否预约

对于车辆作业时间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差异。 
2) 园区资源运作及任务管理 
根据车辆停靠时间、车辆释放时间计算出车辆实际在月台停靠的时间，根据车辆入园时间和车辆出

园时间计算出车辆实际在园区内作业的时间，根据模型计算得出车辆月台停靠时间占总作业时长的比例

Sdow约为 68.5%。 
3) 车辆排队效率分析 
根据模型计算出每辆车的作业时间作为因变量，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计算出当天出入园车辆总数，作

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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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Coefficients 标准误差 t Stat p-value 

Intercept 0.236504656 0.02747 8.609435 7.83E−18 

X Variable 1 2.29337E−05 2.38E−05 0.961601 0.336261 

 
观测到，p 值小于 0.01，因此可以认为当天出入园区的车辆总数对每辆车的作业时间存在显著影响。 
4) 车辆资源可视化分析 
车辆排队系统的优化是否会影响车辆入园时间问题，取排队系统电话提醒司机入园功能应用前后的

入园时间作对比，得出结果为车辆可视化后及时点的提醒能够有效缩短入园时间；入园的平均时间缩短

26 秒(由 5 分 31 秒缩短至 5 分 5 秒)。 

7. 结论与展望 

结合上述结果及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1) 园区管理车辆预约系统的完善将极大地提升车辆作业效率 
有预约的车辆整体的作业时长将会缩短；完善车辆预约系统，对园区的硬件资源设施进行合理的分

配，可以较大地提升效率，系统能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如交通延误、紧急装卸需求等，提供快速调整

预约的能力。 
2) 完善园区作业流程机制 
车辆实际月台停靠的时间约占总时间的 2/3，表明实际作业时间占据较大部分，但实际送提货流程中，

考虑送货车辆入园后可以进行提货任务，这样避免需要再次出园的流程，也可以提升物流效率。 
3) 车辆排队算法优化 
数据表明当天入园车辆的数量对每一辆车实际完成作业的总时间存在显著性影响，对车辆排队进行

合理规划，尽可能避免车辆在某时段的拥堵，将有助于建设智慧物流园区，并提高园区物流效率。 
4) 资源可视化管理 
对车、货、人等主要资源进行可视化管理，通过可视化展示物流园区的资源配置(如仓库使用情况、

车辆动态、人员分布等)，管理者可以快速、准确地做出决策。这种直观的信息展现形式比传统的数据报

表更易于理解和分析，从而提高决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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