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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化背景下，伴随互联网技术进步，C2C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基于此，本文重点围绕云物流模式在

C2C电子商务中的运用展开研究。先是阐释云物流的定义和基本原理，点明其借助先进信息技术整合资

源、实现协同运作的特性。进而详细说明其在C2C电子商务里的应用，涵盖整体构建，像数据整合、仓储

分配模型等；商品订单整合的共同配送方式，包含订单数据处理、相似度计算等内容，希望能为行业突

破C2C电子商务物流困境、提升物流效益提供部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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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background, with the progress of Internet technology, C2C e-commerce is boom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loud logistics mode in C2C e-commerce. First, 
it explains the definition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cloud logistics, and points out its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ng resources and realizing collaborative operation with the help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n, the application in C2C e-commerce is described in detail, including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such as data integration, warehouse distribution model, etc.; The common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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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of commodity order integration, including order data processing, similarity calculation and 
other contents, hope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industry to break through the C2C e-com-
merce logistics dilemma and improve logistics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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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C2C 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然而，物流环节却成为制约其进一

步发展的瓶颈。传统物流模式存在配送效率低、成本高、资源浪费等问题。云物流模式作为一种新兴的

物流理念，为 C2C 电子商务物流困境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2. 云物流模式的基本概念 

2.1. 云物流的定义 

云物流是一种基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整合各类物流资源，实现物流信息共

享、物流业务协同运作的新型物流模式。 
从资源整合角度来看，云物流将分散在各地的仓储、运输、配送等物流资源汇聚到一个虚拟的“云

端平台”。这些资源包括不同规模的物流企业、个体物流从业者、闲置的仓储空间、运输车辆等，可提高

资源的利用率，避免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在信息共享方面，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云物流平台实时收集、存储和分析各类物流信息，如

货物的位置、运输状态、库存水平等。物流企业、货主、消费者等相关方都可以通过平台获取这些信息，

实现物流信息的透明化。这样一来，货主能够随时掌握货物的运输进度，物流企业可以根据实时信息优

化配送路线、安排仓储空间，消费者也能及时了解商品的物流状态[1]。 
从业务协同运作层面讲，云物流实现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订单处理、运输调度、仓储

管理、配送服务等各个物流环节不再是孤立的运作，而是通过平台实现无缝对接和协同作业。例如，当

客户下达订单后，系统自动匹配最合适的仓储中心进行货物分拣，同时安排最近的运输车辆进行取货和

运输，最后由距离收货地址最近的配送网点完成配送，整个过程高效有序，进而缩短物流时间、降低了

物流成本。 

2.2. 云物流的基本原理 

先将仓库、运输车辆、配送人员等各类实体物流资源，都被纳入云物流体系。再详细收集这些资源

的具体信息，例如仓库的地点、面积、存储条件，车辆的类型、载重量、行驶里程限制，配送人员的专

长、工作时段等，并转化为数字化信息录入云物流平台。随后，平台将这些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构建

成一个虚拟的资源集合体。这就好比把众多零散的拼图碎片拼接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在这个虚拟资源池

中，所有资源都能被平台统一管理与调配，突破了资源归属的限制，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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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2C 电子商务云物流模式的应用 

3.1. 整体构建 

3.1.1. 数据来源 
卖家数据指卖家发布商品时提供的商品信息(如尺寸、重量、品类等)、发货地址、预计发货时间等。

这些数据对于后续的物流规划至关重要，例如商品的尺寸和重量决定了所需的包装材料和运输空间。 
买家数据包括买家的收货地址、联系方式以及订单信息(购买商品种类、数量等)。准确的收货地址是

确保货物能够准确送达的基础。 
物流资源数据包括仓库信息(位置、容量、存储条件等)、运输车辆信息(车型、载重、行驶范围、当前

位置等)、配送人员信息(工作时间、配送区域、技能水平等)。 
云物流平台需要将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数据进行整合。例如，通过数据接口将电商平台上的卖家和

买家数据同步到云物流平台，同时与各个物流服务提供商的系统对接，获取物流资源数据。在数据整合

过程中，需要对数据进行清洗和标准化处理，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例如，统一地址格式、规

范商品品类名称等。 

3.1.2. 仓储分配模型 
为了实现仓储资源的合理分配，设共有 n 个仓库，m 个卖家订单。对于每个订单 i ( 1, 2, ,i m=  )，有

商品重量 wi和体积 vi。每个仓库 j ( 1, 2, ,j n=  )有可用容量 Cj (包含重量容量和体积容量)。定义变量 xij，

若订单 i 分配到仓库 j，则 xij = 1，否则 xij = 0。目标是最小化总运输成本(这里简化为只考虑仓库分配带

来的运输成本影响)，约束条件如下[3]： 
重量容量约束： 

 
1

m

i ij wj
i

w x C
=

≤∑  (1) 

其中，Cwj是仓库 j 的重量容量。 
体积容量约束： 

 
1

m

i ij vj
i

v x C
=

≤∑  (2) 

其中， vjC 是仓库 j 的体积容量。 
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每个订单必须分配到一个仓库，如下： 

 
1

1, 1, 2, ,
n

ij
j

x i m
=

= ∀ =∑   (3) 

3.1.3. 运输路线规划与算法 
在 C2C 云物流中，运输路线规划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如多个卖家订单的合并配送、交通状况、车辆

载重限制等。常用的算法是改进的 Dijkstra 算法结合遗传算法。Dijkstra 算法用于计算图中一个节点到其

他所有节点的最短路径。在物流运输场景中，将各个地点(卖家地址、仓库地址、买家地址)看作图的节点，

道路看作边，边的权重可以是距离、行驶时间或运输成本等，公式如下： 

 ( ),G V E=  (4) 

其中，V 是节点集合；E 是边集合。对于每条边(u, v) ∈ E，有对应的权重 w (u, v)。源节点为 s，目标是找

到从 s 到其他所有节点 v ∈ V 的最短路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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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始化。创建一个距离数组 d，d[s] = 0，对于其他节点 v ≠ s，d[v] = ∞；创建一个集合 S 初始为

空，表示已找到最短路径的节点集合。(2) 循环。在未访问的节点中选择距离最小的节点 u，将其加入集

合 S。对于与 u 相邻的节点 v，如果 d[u] + w (u, v) < d[v]，则更新 d[v] = d[u] + w (u, v)。(3) 结束条件。当

所有节点都被访问或者目标节点已被访问时，算法结束。此时 d 数组中存储了从源节点到各个节点的最

短距离。 
但由于实际物流运输中存在多个订单和复杂的约束条件，单纯的 Dijkstra 算法可能无法找到全局最

优解，所以需借助遗传算法模拟生物进化过程来寻找最优解，步骤如下： 
将运输路线表示为染色体，例如将经过的节点顺序编码为基因序列。接下来，定义适应度函数来评

估每条染色体(即运输路线)的优劣。适应度函数可以综合考虑运输距离、运输时间、车辆载重利用率等因

素如下： 

 
( )

1
1 u

Fitness
a distance b time c load tilization

=
× + × + × −

 (5) 

其中，a、b、c 是权重系数，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distance为运输距离；time 为运输时间； uload tilization
为车辆载重利用率。最后，通过选择、交叉和变异等遗传操作不断迭代优化种群，直到找到最优的运输

路线。 

3.1.4. 配送时间预测模型 
准确预测配送时间对于提高 C2C 电子商务的用户体验至关重要。配送时间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运

输距离、交通拥堵情况、天气条件、配送人员工作效率等。我们可建立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预测配

送时间，如下： 
 0 1 2 3 4weatherT distance traffic efficiencyβ β β β β= + × + × + × + × +  (6) 

式(6)中： 

0β 是截距项，表示在理想情况下(距离为 0、无交通拥堵、天气良好、配送人员效率为平均水平)的基

础配送时间。 

1β 、 2β 、 3β 、 4β 分别是距离、交通拥堵程度、天气状况、配送人员效率的回归系数，反映了这些

因素对配送时间的影响程度。 
distance 是运输距离。 
traffic 为交通拥堵情况，可以通过交通指数等量化指标衡量。 
weather 为天气条件，可根据天气状况进行分类编码(如晴天为 0，雨天为 1 等)。 
efficiency 为配送人员工作效率，通过配送人员历史配送数据计算得出的效率指标。 
 是误差项，用于表示模型未考虑到的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 

3.2. 商品订单整合的共同配送方式的具体构建 

3.2.1. 订单数据收集 
在实施共同配送之前，需要全面收集各类订单数据。这些数据来源广泛，主要包括：(1) 订单基本信

息。每个订单包含卖家 ID、买家 ID、商品清单(商品名称、数量、重量、体积等)、下单时间、预计发货

时间、收货地址等。这些信息是后续订单整合和配送规划的基础。(2) 物流相关信息。涉及卖家所在地、

潜在仓库位置及容量、运输车辆的类型(载重、容积)、配送人员的工作时间和配送区域等。 
需注意：收集到的数据常存在格式不统一、数据缺失或错误等问题，所以需要进行预处理。例如，

对地址信息进行标准化处理，统一地址格式；填补或删除缺失值；纠正明显错误的数据。通过数据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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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转换，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为后续分析和处理提供可靠支持[5]。 

3.2.2. 订单相似度计算 
为了确定哪些订单适合进行整合配送，需要计算订单之间的相似度。这里采用基于多维度特征的相

似度计算方法，考虑以下几个关键维度： 
1) 收货地址维度 
将收货地址划分为不同的地理区域，例如城市、行政区等。计算两个订单收货地址所在区域的距离，

距离越近，相似度越高。可以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获取地址之间的实际距离。 
2) 商品属性维度 
考虑商品的重量、体积、品类等属性。对于重量和体积，可以计算两个订单商品总重量和总体积的

差值，差值越小，相似度越高。对于品类，如果两个订单中的商品属于同一类或相似类别的商品，给予

较高的相似度评分。设订单 i 的商品总重量为 wi，总体积为 vi，订单 j 的相应值为 wj和 vj，则商品属性相

似度计算如下： 

 1
1 i j i j

s
w w v vα β

=
+ × − + × −相似度  (7) 

其中，s相似度 为 α商品属性相似度； 和 β 是权重系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用于平衡重量和体积对相似度

的影响。 
3) 发货时间维度 
计算两个订单预计发货时间的差值，差值在一定范围内(如同一天或相近的 n 天)，则认为发货时间相

似度较高。设订单 i 的预计发货时间为 ti，订单 j 的预计发货时间为 tj，发货时间相似度 s 时间可以表示为： 

 
1,

1 ,
1 i j

i j

s t t t
t tγ


=  − ≤ ∆ + × −

时间  (8) 

其中， t∆ 是设定的时间阈值； γ 是权重系数。 
根据上述三个维度，订单 i 和订单 j 的总体相似度可以通过加权求和的方式计算： 

 1 2 3ijS s s sω ω ω= × + × + × 时间实际距离 相似度  (9) 

其中， ijS 是订单 i 和订单 j 的总体相似度； 1ω 、 2ω 、 3ω 分别是收货地址、商品属性、发货时间维度的权

重，且 1 2 3 1ω ω ω+ + =  [6]。 

3.2.3. 订单聚类算法 
基于订单相似度计算结果，采用聚类算法将相似订单聚合成不同的簇，每个簇对应一组适合共同配

送的订单。本文选用 K-Means 聚类算法，其具体步骤如下： 
在初始化中，选择 K 个初始聚类中心，每个聚类中心代表一个潜在的共同配送组。对于分配阶段，

遍历所有订单，根据订单与各个聚类中心的相似度(使用上述计算的总体相似度 ijS )，将每个订单分配到

与其相似度最高的聚类中心所在的簇中。接着重新计算每个簇的聚类中心，通常是计算簇内所有订单在

各个维度特征值的平均值作为新的聚类中心。例如，对于某个簇 Ck，新的聚类中心在收货地址维度的坐

标可以是簇内所有订单收货地址坐标的平均值，在商品属性维度和发货时间维度同理。最后重复分配阶

段和更新阶段，直到聚类中心的变化较小，达到收敛条件。此时，每个簇中的订单即为适合共同配送的

订单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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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共同配送成本模型 
共同配送的目标之一是降低配送成本，因此需要建立成本模型来评估和优化配送方案[7]。 
1) 运输成本 
运输的成本与运输距离、车辆类型、燃油消耗等因素相关。设车辆 k 的单位距离运输成本为 ck (单

位：元/公里)，负责配送的簇 i 的总运输距离为 Di，则运输成本 TCi为： 

 i k i
k

TC c D= ×∑  (10) 

2) 仓储成本 
仓储成本涉及订单在仓库的存储时间、仓库租金等。设仓库 l 的单位面积单位时间租金为 rl (单位：

元/平方米·天)，簇 i 的订单在仓 l 占用的总面积为 Ail，存储时间为 til (天)，则仓储成本 WCi为： 

 i l il il
l

WC r A t= × ×∑  (11) 

3) 装卸成本 
装卸成本取决于订单商品的数量、重量和装卸难度等。设每次装卸操作的平均成本为 h，簇的订单装

卸次数为 ni，则装卸成本 iHC 为： 

 i iHC h n= ×  (12) 

4) 共同配送的总成本 
共同配送的总成本为所有簇的运输成本、仓储成本和装卸成本之和，即： 

 ( )i i i
i

TC TC WC HC= + +∑  (13) 

其中，TC 为共同配送的总成本； iTC 为运输成本； iWC 为仓储成本； iHC 为装卸成本[8]。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云物流模式为 C2C 电子商务物流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通过整合资源、信息共享与协同

运作，可以有效提升物流效率、降低成本。同样的，文中构建的模型与算法，为实际应用提供了理论支

撑。然而，该模型在实际应用中仍将面临诸多挑战，如数据安全、各参与方协调等。展望未来，还需进一

步完善相关机制，加强技术创新，才能推动云物流模式在 C2C 电子商务领域更广泛、深入地应用，进而

助力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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