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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discussing energy saving problem 
of the large energy consumption logistics industr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
ficance.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energy-saving potential of logistics, it finds that op-
timizing the transportation/distribution proces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of logistic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loading, joint distribution mode and their influ-
ence on energy consumption of logistics,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loading mode optimiza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and an example is given to analyze. It is concluded that by optimizing the load-
ing mode and implementing joint distribution model, logistics can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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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节能减排的背景下，探讨作为耗能大户的物流业节能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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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节能潜力分析，发现对运输/配送过程进行优化是降低物流能耗的有效途径。文章介绍了配载、共同配

送方式的概念及其对物流能耗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配载方式优化模型，并进行了算例分析，得出

通过优化配载方式、实施共同配送模式，可以降低物流能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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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9 年 l2 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召开引发了人们“倡导低碳，呵护地球”的呼声，“遏制气候

变暖，拯救地球家园”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使命，我国政府为此做出了庄严承诺：到 2020 年完成单位 GDP
减排 40%~45%的目标，并将此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在此背景下，

节能减排成为了被关注的焦点。 
物流业是指以物流活动或各种物流支援活动为经营内容的营利性事业，是物流资源产业化而形成的

一种复合型或聚合型产业。物流资源包括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平台

等。物流业包括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与运行、社会物流运营、企业内部物流运作以及日常经营管

理等几个方面，在其各种活动中，需要消耗相应的能源。在节能减排的背景之下，作为耗能大户的物流

业，探讨节能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 
通过从不同纬度分析物流活动，可以找出物流节能的切入点。探讨可以提高车辆满载率、减少配送

车辆数量的配送及配载方式优化问题，是降低物流能耗的有效途径。 

2. 相关概念界定及分析 

通过优化配送及配载方式，可以达到节约物流能源的目的，下面介绍配送配载方面的概念以及其对

物流能耗的影响。 

2.1. 配载的概念 

配载又称配装是指为具体的运班选配货载，即承运人根据货物托运人提出的托运计划，对所属运输

工具的具体运班确定应装运的货物品种、数量及体积。配载的结果是编制运班装货清单。装货清单通常

包括卸货港站、装货单号、货名、件数、包装、重量、体积及积载因素等，同时还要注明特殊货物的装

载要求。 

2.2. 配载方式的优化对物流能耗的影响 

物流系统集约化、一体化的发展使物流配送越来越彰显其重要性，它不仅可以降低商品的物流成本，

更加可以提高对客户的服务水平。配送系统的优化，主要包括集货线路优化、货物配载、送货线路优化，

以及集货、配装、送货一体化的优化。对其中配载问题进行优化研究，是提高物流公司保障能力和资源

利用率的重要课题。 
货物配载方式的优化能为物流企业以及社会带来巨大的效益，具有双重意义。 
从公司的层面看，如何组织货物搭配装载来充分利用车辆的有效空间，是提高运输效率和减少运输

费用的重要因素。正确合理的安排货物装车，可以提高车辆装载率，减少车辆的空驶率，减少货物损坏，

降低运输成本，进而降低了物流运输环节的能耗，同时提高客户服务质量和公司经济效益，最终达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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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物流的科学化管理。 
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合理的装载能够提高车辆的利用率，减少车辆对道路的占有率，并将货物及时

准确的送到客户手中[1]。 

2.3. 共同配送的概念 

共同配送，又称共同配送或者协同配送，是经长期的发展和探索优化出的一种追求合理化配送的配

送形式，也是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采用较广泛、影响面较大的一种先进的物流方式。它对提高物

流工作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共同配送(Joint Distribution)是指为提高物流效率对某一地区的用户进行配送时，由许多个配送企业联

合在一起进行的配送。它是在配送中心的统一计划、统一调度下展开的。它有两种运作形式一是由一个

配送企业对多家用户进行配送。即由一个配送企业综合某一地区内所有多个用户的要求，统筹安排配送

时间、次数、路线和货物数量，全面进行配送；二是仅在送货环节上将多家用户待运送的货物混载于同

一辆车上，然后按照用户的要求分别将货物运送到各个接货点，或者运送到多家用户联合设立的配送货

物接收点上。 

2.4. 共同配送对物流能耗的影响 

共同配送改善交通运输状况，减少社会车流总量、缓解交通拥挤。由于在途车辆的减少，从而减少

了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共同配送有效提高了车辆的装载率，从而减少了能源消耗。 
共同配送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运输活动统一管理，从而降低运输能耗。共同配送使用共有的车辆和路线，对运输活动实施统一

管理，可实现运输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提高车辆的装载率与周转率[2]，从而降低运输能耗。 
2) 社会资源共享，运输状况改善，从而降低了社会物流能耗。通过社会资源的共享，改善交通运输

状况，减少社会车流总量、缓解交通拥挤。由于在途车辆的减少，从而减少了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通过集中化处理，有效提高车辆的装载率，减少空驶车辆，降低车辆运输过程中的能耗。 
3) 共同配送达到配送作业的经济规模，提高物流作业的效率，从而提高了物流能源的利用率。共同

配送集中建设物流设施设备，将分散的物流设施设备的建设集中化，从而降低企业运营中不需要的物流

设施设备建设过程中的物流能耗。 

3. 配载方式优化模型 

前提条件：车辆类型为普通厢式货车，需配载的货物均为外形规则的货物。 
符号说明：xi 表示第 i 种货物所装的件数，vi 表示第 i 种货物的货物体积；V 表示配送车辆的有效容

积；wi 表示第 i 种货物的货物重量；W 表示配送车辆的额定载重量；式(1)表示配载目标函数， 
即尽可能多的装入货物；式(2)表示装入的货物总体积不超过车辆有效容积；式(3)表示装入的货物总

质量不超过额定载重量；式(4)表示装入的货物件数为整数。 
建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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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说明：本模型主要用于研究一辆货车如何尽可能多的装入货物，使其装载率尽量提高。 

4. 算例分析 

假设有甲、乙、丙三个配送中心，分别为 A1，A2，A3、B1，B2，B3 以及 C1，C2，C3 超市配送冰

箱、微波炉、电饭煲以及洗衣机，四种电器的尺寸以及配送用车规格如下： 
冰箱：外包装尺寸(cm)：99.2 × 99.8 × 186(长，宽，高)，重量(kg)：85，体积(立方米)：1.84。 
微波炉：外包装尺寸(cm)：54.8 × 35.0 × 43.5(长，宽，高)，重量(kg)：14.8，体积(立方米)：0.084。 
电饭煲：外包装尺寸(cm)：28.4 × 28.4 × 26.2(长，宽，高)，重量(kg)：3.1，体积(立方米)：0.022。 
洗衣机：外包装尺寸(cm)：50 × 51 × 88.8(长，宽，高)，重量(kg)：28，体积(立方米)：0.23。 
厢式货车：参考家电配送公司的车辆载重，以“福田奥铃捷运小型 103马力厢式货车 BJ5041V8BEA-S3”

为例计算，此种厢式货车额定载重：1.49 t，容积：15 立方米。 
将数据代入模型，可得： 

1 2 3 4in[15 - (1.84 0.084 0.022 0.23 )]Z m x x x x= + + +                        (1) 

s.t. 

1 2 3 41.84 0.084 0.022 0.23 15x x x x+ + + ≤                            (2) 

1 2 3 41.84 0.084 0.022 0.23 15x x x x+ + + ≤                            (3) 

}{1 2, 3 4, , 0,1, 2,3.....x x x x n∈                                 (4) 

用 excel 对上述函数进行规划求解可得，一辆货车装载 3 台冰箱，25 个微波炉，25 个电饭煲，25 台

洗衣机时，装载率较高。 
又，已知各超市对各家电的需求量如下表 1。 
实行共同配送之前，甲需要向 A1-A3 共配送 12 台冰箱，75 个微波炉，75 个电饭煲，75 台洗衣机，

由前面计算的结果可知，共需要 4 辆厢式货车完成配送。乙需要向 B1-B3 共配送 9 台冰箱，100 个微波 
 
Table 1. Supermarkets home appliance demand 
表 1. 各超市家电需求量 

超市名称 冰箱(台) 微波炉(个) 电饭煲(个) 洗衣机(台) 

A1 3 10 40 30 

A2 4 30 20 30 

A3 5 35 15 15 

B1 3 30 30 20 

B2 3 40 30 20 

B3 3 30 15 35 

C1 3 20 30 40 

C2 0 20 50 40 

C3 6 35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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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75 个电饭煲，75 台洗衣机，共需要 4 辆厢式货车完成配送。丙需要向 C1-C3 共配送 9 台冰箱，75
个微波炉，100 个电饭煲，100 台洗衣机，共需要 4 辆厢式货车完成配送。甲乙丙三个配送中心共需要 4 
+ 4 + 4 = 12 辆货车完成配送。 

实行共同配送之后，由同一个配送中心对 A1，A2，A3，B1，B2，B3，C1，C2，C3 超市供货，此

时，只需要 10 辆厢式货车完成配送，比分别配送少用了 2 辆货车，即车辆使用数量减少了 16.7%。 
由此可见，对配载方案进行优化后，实行共同配送可以减少配送过程使用的车辆数量，从而降低配

送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5. 结束语 

能源问题一直是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物流节能问题更是实际物流运作领域中值得探讨的问题。通

过改善配送方式，合理的进行车辆配载，可以减少物流配送环节的车辆使用数量，从而降低配送过程中

的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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