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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商流与物流的分离和电子商务时代的来临，企业的销售通路越来越广，产地和消费地距离
越来越远，在这一形势下，随着产品覆盖面的增加，企业有必要重新考虑仓储中心的选址问题；仓储中心选

址是指在一个具有若干供应点及若干需求点的经济区域内，选一个地址设置仓储中心的规划过程；较佳的

仓储中心选址方案是商品通过仓储中心汇集、中转、分发，直至输送到需求点的全过程的总体效益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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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仓储中心选址的因素

（１）仓储中心的类型。按配送类可以分为转运型，储备型，综合型；按商品类型可以分为果蔬、冷藏品、
建材、易燃易爆品等，不同类型的仓储中心，在选址的策略和倾向上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储备型的中心，需

要首先要考虑顾客需求的地理分布及其未来变化趋势。

（２）基础设施情况。包括能源、道路设施、通讯等。能否保障水、电等的供给是仓储中心正常运转的重
要前提；仓储中心的所在地如果交通四通八达，支持多种运输方式，则其发展前景显然值得期待。

（３）自然环境条件。包括气候，地质地貌等方面的条件，一些仓储中心需要满足特定的环境条件，如化
工类的仓储中心不能靠近水源地。

（４）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场地的可获得性、地价、运费水平、需求点分布、供应点分布、劳动力成本等多
方面。例如，需要在多个需求点和供应点之间建立仓储建立仓储中心，需要规划使得运费尽量达到最小。

（５）政策环境。包括税务政策、城市规划、产业政策等，目前国家十分重视物流产业发展，开设了大量的
物流园区，提供了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这些都对仓储中心的选址起到了至关重要额作用。

（６）可扩展性。仓储中心既要尽可能降低整个供应链的成本，又要对需求作出有效的反应，也要考虑货
物运送到顾客手中的时间，因此在选址时应考虑其可扩展性。有时需要考虑建设为多设施，即多个仓储中

心，则这些设施之间相互影响，其选址更加复杂。

一个顾客密集分布、交通与装运条件方便、地价低廉的地方确实是一个合适的仓储选址，但很多时候客

观条件并不允许或者并不存在这样的地点。总之，仓储中心的选址牵涉到许多方面，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需要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综合评价。



２　基于ＶＳＭ的仓储中心选址策略

采用ＶＳＭ（向量空间模型），根据仓储中心选址的多种指标，如经济性、技术性、社会性、环境性等各方面

指标构成的仓储中心选址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转换为向量空间，建立了基于ＶＳＭ的仓储中心选址最优决策模
型，寻找出最接近理想目标的项目，以实现选址的经济性、可行性和可复制性，为企业在仓储设施选址决策

中提供定量的决策依据。这对优化配置资源、节约运输成本和降低安全库存都有较大的应用前景。

２．１　ＶＳＭ简介

ＶＳＭ（ＶｅｃｔｏｒＳｐａｃｅＭｏｄｅｌ，向量空间模型）由Ｓａｌｔｏｎ等人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出，它的基本思路是将研究

对象映射为由一组规范化正交特征项矢量张成的向量空间中的一个点，研究对象用此空间中的特征项向量

（（Ｔ１，Ｗ１），（Ｔ２，Ｗ２），…，（Ｔｎ，Ｗｎ））来表示，其中，Ｔｉ为特征向量项，Ｗｉ为 Ｔｉ的权重，同时构造一个评价函
数来计算特征项权重。通过建立的模型来描述和代替研究对象，将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研究对象表示为

向量形式，使得各种数学处理成为可能，一般以向量之间的距离来考察对象的变化，向量间距离的计算方法

有余弦距离、欧式距离、Ｊａｃｃａｒｄ相似系数等。
仓储中心选址的备选方案可以表达为一个向量，首先需明确几个基本概念。

（１）方案向量（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一个向量对应一个具体的选址方案，这个向量是多维的，每个维代表
了一个因素（特征项）的影响，这样向量可以映射出多个特征的影响，在进行评估的时候，还可以投影到某个

面上进行计算和比较。

（２）特征项（Ｔｅｒｍ）。指出选址方案中可表征选址方案特征的基本单位，如各类经济性、技术性、社会

性、环境性等方面的指标因素等，这样方案向量就可以表示为 ＳＶ（ｔ１，ｔ２，…，ｔｎ），其中 ｎ是特征项的数量（即
影响选址的因素个数）。

（３）特征项权重（ＴｅｒｍＷｅｉｇｈｔ）。指特征项 ｔｎ影响方案特征能力的大小，体现特征项在方案中的重要
程度。

（４）向量距离（Ｄｉｓｔａｎｃｅ）。向量距离的计算可以有多种方式，一种常用距离是欧几里德距离，还有一种
常用方式是用向量的夹角θ的余弦来计算，两者夹角越小说明距离越近，则代价越小，计算公式为

ｃｏｓθ＝
ｄ１·ｄ２

｜ｄ１｜｜ｄ２｜
（１）

　　通过上述的ＶＳＭ模型，一个仓储中心的方案即可通过一个向量来表示，也同时转换成了计算机可以处
理的结构化数据，多个方案之间的比较转变成了两个向量之间的计算比较。

２．２　方案状态分析

ＶＳＭ的最根本的特点是采用了多元向量来描述选址方案，各个特征项描述了方案对应的因素，而更深

入一步，用多维向量的向量长度表示方案的总量，用向量的方向表示方案的组成。这样，ＶＳＭ就提供了方案
的更全面的信息。由于多维向量的特点，其四则运算，特别是乘法和除法运算，十分适合对仓储中心选址这

样的多因素系统及其状态进行分析和监测。方案中的指标变化，在 ＶＳＭ中体现为向量在多维空间的角度
偏转。

为了简单起见，以最简化的二维向量来作一说明，方案只考虑运费和运行费用两个因素，其权重相同，

由于量纲相同，无须归一化。方案用直角坐标系ＸＯＹ中的点表示，横轴Ｘ代表运费，纵轴 Ｙ代表运行费，原
点是Ｏ，单位刻度是万元／年，则方案为平面上的点 Ｚ＝Ｚ（ｘ，ｙ），另有时间变量 ｋ。Ｘ，Ｙ，和 Ｚ都是时间的函

数，Ｘ＝Ｘ（ｋ），Ｙ＝Ｙ（ｋ），Ｚ＝Ｚ（ｋ）＝（Ｘ（ｋ），Ｙ（ｋ））。现有两种方案Ｚ１，Ｚ２，如表１所示。

５６第３期 刘　丹，等：基于ＶＳＭ的仓储中心选址模型研究



表１　两个方案对比

Ｘ Ｙ Ｚ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ｋ＝０ ３０ ２０ ２０ ３０ （３０，２０） （２０，３０）
ｋ＝１ ５０ ４０ ４０ ５０ （５０，４０） （４０，５０）

从数值上看，Ｚ１，Ｚ２的运费和运行费在一年间增长都是２０万，但是方案的变化趋势是不同的。
对于方案Ｚ１，运行费占比在初始阶段ｋ＝０时，是２０／（３０＋２０）＝４０％；ｋ＝１时，是４０／（５０＋４０）＝４４．４４％。
对于方案Ｚ２，运行费占比在初始阶段ｋ＝０时，是３０／（２０＋３０）＝６０％；ｋ＝１时，是５０／（４０＋５０）＝５５．５５％。
由此可以看到，方案１的运行成本比例是增长的，而方案２的运行成本比例下降了，从空间向量的角度

来考查，可以在空间上划分出不同的区域来标识方案的变化区域。

过坐标原点Ｏ和代表初始状态的点Ｚ１（０）＝（３０，２０）做射线 ＯＺ１，射线 ＯＺ１将 ＸＯＹ平面划分为３个区
域：以ＯＸ和ＯＺ１为边界的平面ＸＯＺ，以ＯＹ和ＯＺ１为边界的平面ＹＯＺ，和射线ＯＺ１。这３个区域分别是：运
费比例上升区域，运行费比例上升区域，运费运行费保持初始比例发展的区域。可以分别表示为：

Ｔ（ｘ）＞Ｔ（ｙ），Ｔ（ｘ）＜Ｔ（ｙ），和Ｔ（ｘ）＝Ｔ（ｙ）区域，其中Ｔ是变化趋势值，如图１所示。可以观察到，ｋ＝１时，方
案２的点位于Ｔｘ＞Ｔｙ区间，即运行费比例降低；而方案２的点则位于Ｔｘ＜Ｔｙ区间。

图１　两个方案的趋势变化

当代表方案的点，延初始向量的方向 ＯＺ做径向运动
时，方案按初始的组成比例在增长，可以认为处于稳定平衡

状态。如果点横向运动，或说向量在平面上发生偏转，则表

示费用比例发生了变化，这种组成变化，可以用向量在空间

的偏转来度量：如果向量偏向Ｘ轴，则方案在向运费比例增
加的方向变化；如果偏向Ｙ轴，则方案在向运行费比例增加
的方向变化。由此可知，由于组成方案的基准点不同，即使

组成方案的各分量增幅（减幅）相同，但动态分析的结果说

明方案变化了，所以，方案的动态分析和差（增幅）无直接关

系，只和增率有关。

３　结　论

为了ＶＳＭ真正能够为实践服务，需要把这个结论从二维空间推广到多维向量空间，坐标系由平面直角
坐标系扩展到多维空间直角坐标系。用多维空间的点来代表方案状态时，空间的点或以空间的点为端点的

多元向量向某个坐标轴偏转，则表明对应的特征项在方案中的比重在增加。而向量在多维空间的偏转，可

以用向量和相应坐标轴的夹角（通常用夹角余弦值ＣＯＳ来表示），或向量在坐标轴上的投影来定量地度量。
当状态向量向Ｘ轴偏转时，夹角＜ＸＯＺ变小，而 ＣＯＳ＜ＸＯＺ增大，空间点在 Ｘ轴上的投影向离开原点的方向
移动，这个位移是可以度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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