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25, 14(3), 613-620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se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5.143069  

文章引用: 孔妍妍, 周慧慧. 低碳视角下城市快递业共同配送体系构建[J].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25, 14(3): 613-620.  
DOI: 10.12677/mse.2025.143069 

 
 

低碳视角下城市快递业共同配送体系构建 
——以济南为例 

孔妍妍，周慧慧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2025年4月20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12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22日 

 
 

 
摘  要 

在传统的配送方式下，快递企业拥有自己的车队以及配送员等基础配送设施，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资源

上的浪费以及配送效率低下并且会加重对环境的污染。我国对于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每个行业的企业

都应该为改善环境做出贡献，所以物流业也应贡献一份力量。因此要在低碳环境下建设共同配送体系，

以提高物流配送的效率，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情况。目前济南市的共同配送正处于建设初期，许多物流企

业由于一些原因仍然选择单独配送的方式。本文从低碳的视角下建设共同配送体系，主要是从共同配送

三级网络体系、共同配送中心规划、共同配送体系的体制以及共同配送网络信息平台5个方面去构建共同

配送体系。最后给出济南市共同配送模式发展的建议。通过构建共同配送体系，可以提高配送效率，改

善环境以及提高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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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traditional distribution mode, express delivery enterprises have their own fleet of vehi-
cles, delivery personnel and other basic distribution facilities, which to some extent will cause a 
waste of resources, low distribution efficiency and increa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nterprises in each industry should make contributions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so logistics industry should contribute. Therefore, a joint distribution 
system should be built in a low-carbon environment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ogistics distribu-
tion and re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t present, Jinan City’s joint distribution is in the early 
stage of construction, many logistics enterprises for some reasons still choose the way of separate 
distribution. This paper builds a joint distribu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w carbon, 
mainly from five aspects: three-level network system of joint distribution, joint distribution node 
and quantity, joint distribution center planning, system of joint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infor-
mation platform of joint distribution network. Finally, the paper gives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
ment of Jinan joint distribution mode. By building a common distribution system, distribution effi-
ciency, environment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can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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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流行业是主要的“碳排放”行业之一，实现“碳中和”和“碳达峰”与低碳物流有关。为了应对气

候变化，促进向绿色低碳能源转型，中国已向世界宣布，将增加公共投资，采取更严格的政策和措施，

到 2030 年达到二氧化碳峰值，到 2060 年争取实现碳中和。整个国家经济的各个部分都能对“双碳”目

标作出贡献。物流业是能源和碳排放量的主要来源，中国在 2020 年的物流业中，其碳排放量约为 21%，

因此，发展低碳物流是实现“双碳”的重要手段之一。 
根据中国国家邮政局的监测数据，截至 4 月 6 日上午 8 时，2023 年中国快递业务量达 300 亿件，比

2019 年达到 300 亿件提前了 99 天，比 2022 年提前了 18 天。数据显示，当前快递业日均揽收和投递包

裹量均超 3 亿件，在方便消费、服务民生和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随着国内经济的逐渐

复苏，我国各产业在奋力发挥他们的效能。尤其是快递业。快递业不断提高自身服务水平，满足用户的

个性化需求。但是在快递量快速增加的背景之下，也应关注快递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

在济南市同样存在此类问题，大多数的物流企业选择自营配送，建立自己的配送中心，拥有独立的车队，

人员以及客户，这就造成资源不能充分利用以及配送效率低等问题。 
因此根据上述背景，济南市的快递服务企业可以采用共同配送的模式，通过建立具有共同配送机制

和共享信息平台的智能化共同配送体系，提高济南市快递业物流配送的效率，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减

轻对环境的污染，实现与城市建设的共赢。 
本文在低碳的视角下，从济南市的快递量现状以及配送业务中所存在的问题入手去构建共同配送体

系，在构建共同配送体系的过程中构建了三级网络并运用最短路径法以及节约里程法来进行路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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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配送节点以及服务范围的确定，运用时空消耗理论利用公式确定共同配送中心的合适规模并利用

SLP 对共同配送中心进行功能布局，建立共同配送机制比如实体操作标准化以及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等

以保证共同配送体系的长远发展，建立由基础设施层、数据资源层、数据服务层以及应用实现层四部分

构成的共同配送网络信息平台来提高共同配送中心的信息化，加大企业间信息共享的力度，实现共赢。

在共同配送体系中的这四部分构成缺一不可。最后根据济南市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些建议和策略以更好的

实行共同配送模式。 
李珍萍等[1]对北京市地区乳品配送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合作配送的选址–路径优化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一种联合配送网络布局–路线问题模型，这种模型以混合整数规划为基础，并对该模型进行了三

阶段求解。孙虎等[2]建议将快递末端区域共同配送中心和自提网点设在居民区中，使用 AP 算法与改进

引力模型等方法来划分城市配送区域，并且在每个划分区域中，确定快递末端共同配送中心的位置，并

运用 Voronoi 图来划分各个末端网点的服务范围。李国栋[3]根据所选问题，采用了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

的 AHP 层次分析法，以选出更适合的共同配送模式。司昊[4]拟将共同配送模式引入到终端配送网络，重

点关注终端共同配送设施的选址、车辆的分配路径等关键问题，基于已知的配送需求，建立基于共同配

送的末端共同配送设施选址、车辆的分配路径优化模型，并通过实例验证和优化方法的有效性。肖林功

[5]将物流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商业模式创新的有关理论为基础，对低碳物流商业模式创新的内涵和特

点进行了归纳，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低碳物流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归纳和识别。赵越[6]研
究考虑到碳排放的冷链物流配送路径问题的数学模型及其求解算法，建立了碳交易机制下的碳排放成本

货币化估算模型。冷龙龙[7]在深入分析低碳物流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对低碳物流的路线选择问题进行

深入的建模和优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路线选择问题的建模和求解，提出基于超启发式的求解方法，

建立路线选择问题的三维整数规划模型。 
综上所述，上述研究以共同配送模式应用于末端配送点和配送中心布局为重点，未构建一个完善的

共同配送体系。基于此，本文从低碳视角对济南快递业共同配送体系的构建进行研究。综上所述，上述

研究以共同配送模式应用于末端配送点和配送中心布局为重点，未构建一个完善的共同配送体系。基于

此，本文从低碳视角对济南快递业共同配送体系的构建进行研究。 

2. 济南市快递业共同配送体系构建 

2.1. 基于低碳视角的共同配送体系构建思路 

在济南市的大部分快递企业都拥有各自的配送设施，比如配送车辆和人员。在配送过程中会有配送

路径上的重合，这样就会造成资源上的浪费也会带来交通和环境方面的问题，最终都会增加济南市的碳

排放量。 
基于此，结合国家提出 2030 年“碳达峰”与 2060 年“碳中和”目标，和《“十四五”现代物流发

展规划》提出的重点工程——绿色低碳物流创新工程，本文以济南市为研究对象，提出快递业的共同配

送，具体思路如下： 
(1) 开展快递业共同配送，可以精简济南市的快递配送基础设施。在当前的配送模式下每个快递公司

都有自己的配送中心、配送站、配送网点，这样就会造成网点多，占地多以及资源浪费的现象。在共同

配送体系中可构建共同配送网络，各企业共同投资建立统一的配送站、配送点等实现对资源的整合，减

少资源的浪费。 
(2) 开展快递业共同配送，可以实现济南市的快递配送降本增效。物流企业的目标就是降低成本，提

高效益，降低成本是企业永恒的主题。通过共同配送的方式进行配送，对多个企业的资源进行整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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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配送效率减少资源浪费进而降低成本。每家的快递公司和快递员只配送本公司的快递，会有重复

配送的路径，开展共同配送，减少重复配送。 
(3) 开展快递业共同配送，可以提升济南市的环境质量。通过构建共同配送体系，合理安排送货可以

减少传统配送模式下配送路径的重复同时减少配送车辆，使城市配送车辆通行更加有序顺畅，减少车辆

尾气的排放，提高环境质量并且改善交通堵塞的情况。 

2.2. 济南市快递配送网络示例 

本文以城市配送中心向各区配送站为例。城市配送中心建设在董家镇物流园区，因为董家镇物流园

区位于青银高速和济广高速附近，交通便利，并且董家镇的地理位置较好。城市共同配送中心将发到济

南市的货物进行集中分拣，将货物进行配装，发往下一站目的地。 

2.3. 济南市快递配送网络示例 

共同配送中心是大批量货物位移的集中地，因此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并且对城市布局，环境以及交

通状况都会有影响，因此在济南市这样的省会城市，更应该规划好共同配送中心的规模，以提高土地的

利用率，减少配送中心对济南交通带来的影响。共同配送中心的规模设计要依据物流生产区，辅助生活

区，办公生活区以及发展预留区四方面进行细化。本文以物流生产区的规模设计为例。 
首先物流生产区包括入库区，存储区，拣选区，集货出库区。确定物流生产区的规模一般运用时空

消耗理论。当物品在各工作区进行作业时，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的资源，通过一定的方法将各作业

区所需时空资源计算出来，该理论是建立在时空消耗供需平衡的基础上，根据这个原理建立的数学模型

如下，公式中的符号解释如表 1 所示： 

1
n i i i i
i

i i

V T Q FA
T a S=

∗ ∗ ∗
=

∗ ∗∑                                 (1) 

 
Table 1. Interpretation of formula symbols 
表 1. 公式符号解释 

符号 释义 

Vi 作业区内单位货物平均所占体积或面积 

Ti 货物在作业区内的平均作业时间或平均停留时间 

T 作业区所提供的时间资源 

Si 作业区内空间资源的利用系数 

Qi 作业区作业时间内的平均作业数 

Fi 作业区内货物 i 的时间相关系数 

ai 作业区内对时间资源的利用系数 

A 作业区所需的规模 

 
对于不同作业区模型的变量会有一定的区别。对于储存区，模型中的 Qi 应该取 1 年里某货物的周转

量；Vi 取单位货物所占据的体积，Ti 应取货物在作业区的平均停留时间，T 取 1 年为单位，ai 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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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共同配送中心功能区布局 

共同配送中心的内部布局利用系统布置设计(SLP)方法进行规划。具体过程如下： 
(1) 各功能区物流关系相关性分析 
考虑到共同配送中心中产品的多样性以及作业的复杂度，将搬运难易程度划分为：难、中等、容易，

赋予权重依次为：3，2，1。通过统计分析共同配送中心的业务量与作业流程，得到各功能区之间的物流

量，绘制物流从至表，统计结果为：1~2：680；1~4：15；2~3：135；2~4：546；3~4：135；4~5：694；
5~6：694。把物流强度设定为产品物流量与搬运难易程度的乘积。通过计算得到各作业对之间的物流强

度，并划分各作业对之间的等级，A、E、I、O、U，强度依次降低，各作业对物流相关图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orrelation chart of logistics relationship of each functional area 
图 1. 各功能区物流关系相关图 

 
(2) 各功能区非物流关系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配送中心的布局规划时，非物流关系也影响配送中心的效率。 
通过配送中心从业人员的建议确定非物流关系的评价理由，具体如下：操作的连续性、管理的方便

性、设施设备共享、环境关系、人员沟通。通常用 A、E、I、O、U、X 来划分非物流关系的密切程度，

它们的意义依次为：绝对重要、特别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不靠近。通过研究分析，绘制各功能区

非物流关系的相关图，如图 2 所示。 
字母表示关系密切程度，数字表示原因代号。 
(3) 综合相关图分析 
在进行综合分析前要确定出物流关系和非物流关系的权重。以配送中心的特征为依据，在配送中心

的运作中，物流关系占主要地位，从而确定物流关系与非物流关系的权重比值为 3:1，通常设置等级取值

A = 4，E = 3，I = 2，O = 1，U = 0，X = −1。根据各功能区之间的物流关系和非物流关系，得到综合相关

图，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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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rrelation chart of non-logistics relationship of each functional area 
图 2. 各功能区非物流关系相关图 

 

 
Figure 3. Comprehensive correlation graph 
图 3. 综合相关图 

 
(4) 确定配送中心平面布局方案 
根据上述分析，共同配送的功能区布局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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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Layout of functional areas 
图 4. 功能区布局 

3. 济南市快递业共同配送模式发展建议 

(1) 建立共同的物流信息和站场平台 
通过共同的物流信息和网站平台，加强供应链枢纽企业之间的信息提供和交流，实现济南流通领域

关键信息的收集、发布和共享。目前，高效、完整的信息系统在物流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在企

业内部，不同类型的企业建立信息平台，同一类型的企业建立站点平台。通过企业间信息平台和站点平

台的共建共享，可以极大地促进物流流程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传统的物流运作转变为从生

产到消费的系统化物流链，实现了物流过程中各个环节之间的无缝衔接与高效运作。 
(2) 制定引导和激励政策 
如今我国许多城市已出台了一些有助于共同配送发展的政策，但是其中一些制度内容比较笼统而且

在出台之后实施的力度不够强，因此实施的效果差强人意。共同配送的实施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花

费的成本，因此一定额度的政府财政补贴用来帮助济南市物流企业共同配送体系的构建以及企业绿色物

流项目的启动是非常有必要的。济南市政府应考虑一些引导和激励济南市物流企业采用共同配送模式，

并去落实这些政策。一些企业不愿加入共同配送的原因之一是防止公司机密的泄露，因此政府应注重这

方面加大市场监管力度。 
(3) 快递企业制定共同配送相关的标准化流程 
首先，国家应制定标准化的技术政策，增加对共同配送网络的投资，使共同配送网络成为公共资源，

减少每个快递公司对共同配送网络的投资。其次，快递公司应制定适应整个共同配送体系的配送标准并

共享标准化的设施设备以提高共同配送企业的对接水平。三是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共同配送技术人员的培

训，企业要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在快递企业中要提高操作人员的标准化操作熟练度，以提高人工作业效

率和准确度。 
(4) 快递企业与共同配送中心做好权责的划分 
首先，政府需要完善有关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框架，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分配边界，明确共同配送站和

快递公司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原则和依据；第二，共同配送点与快递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应以法律为

依据，双方可以约定权利和义务；第三，完善风险承担制度，风险分担应遵循货物流动的顺序，配送是

物流最后一个环节，因此，随着运输时间的增加，风险也随之增加，应进一步完善权利和责任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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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学分配原则和公平分配原则相结合 
“公平”是分配原则的核心。让共同配送企业进行长久合作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做到利润公平分配。

在进行利润分配时要把科学分配和公平分配的原则结合起来，用科学的分配方法和理论进行合理分配，

让参与到共同配送的企业都清楚利润分配的计算方法，实现投资与收益的正相关关系。在共同配送的企

业间要做好责权利的分配，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这样才能使得共同配送模式发展的更好。 
(6) 结合网点需求植入对应需求 
在建设共同配送体系中的配送节点时应考虑用户需求，根据用户需求植入配送节点需求。在配送节

点建设之前，可以先调查当前这片区域的配送情况以及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客户的需求和他们对于

配送这项业务的期望，通过了解需求后将需求植入配送节点的需求中，并进行逐步优化达到客户的期望。 
(7) 济南市快递业共同配送智能体系 
在济南市应建立共同配送的智能体系，利用科学技术和智能化设施设备提高配送效率。在快递配送

过程中，发挥 GPS 和 RFID 的优势来降低配送成本，使用 LBS 智能配送及智能柜对最终配送端进行优化

也可以使用 LBS 技术对货物进行监督，这样可以对配送的过程进行有效的管理。在配送员将货物送到智

能柜时，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对货物的情况进行及时共享，使客户可以清楚货物的配送情况。 

4. 结论 

随着电子商务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济南市的快递业务也在快速的进步。在快递量增长的同时，

传统的配送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配送业务。新型的共同配送模式可以给快递业注入新的力量，可以

降低配送成本，改善环境，减轻交通压力。 
本文在低碳的视角下对于济南市共同配送体系进行构建研究。其研究结论如下： 
(1) 本文综合分析了国内外现有的对于共同配送的研究，并分析了济南市的三家快递企业的快递网

点分布情况，分析济南市的物流量现状以及在配送业务中所存在的问题，总结出在济南市建设共同配送

体系的重要性。 
(2) 从共同配送网络、共同配送中心、共同配送机制以及共同配送信息平台四个方面构建共同配送体

系。在配送体系的每个组成部分中都进行优化，得出了一个可以提高配送效率、节约配送资源、促进快

递企业发展的共同配送体系。 
(3) 为在济南市更好地建立共同配送体系，提出几条合理建议。 
共同配送体系的建立可以有效地减少对资源的浪费，缓解济南市的交通压力，提高配送效率，减少

配送成本，促进产业一体化，改善城市运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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