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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摘要

基于模糊技术的连锁零售企业库存问题的建模与优化

摘要

当今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随着顾客期望的提高，商业企业对供应链的重

视程度也日益提高。企业从单打独斗中获得利润最大化已经逐渐成为过去，任何一

个企业只有与上游或者下游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才能获得双赢或多赢。而此时的

竞争也从以往单纯意义上的企业间竞争转化为企业所在的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因此，

建立一条具有竞争力的供应链成为企业成败兴衰的重要因素。如果供应链能够在保

持一定服务水平的基础上，获得供应链成本最小化或者利润最大化，那么这条供应

链便取得了竞争优势。

供应链的成本主要包括财务成本、信息系统建立和运行成本、制订计划的成本、

库存成本、物料购置成本和订货管理成本等。其中，库存成本是供应链成本的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一般占总成本的30％以上。成本竞争是现代竞争的最有效手段

之一，因而研究供应链管理过程中的库存成本控制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重点集中在分销系统库存决策方面，主要考虑了连锁零售企业的配送中

心与其下游的零售店面所组成的分销系统的库存决策问题。本文采用模糊数学方法

处理库存决策中的不确定性，在将模糊的、不确定的需求和各种库存成本描述为三

角模糊数形式的基础上，以该分销系统的模糊年总成本的解模糊值最小为目标函数，

以该分销系统所有零售店面的最小可能服务水平的解模糊值不低于事先设定的目标

服务水平值为约束条件，建立分销系统成本一服务水平集成优化模型。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论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文章的选题背景，并回顾了近几

年来供应链库存控制方面的相关文献，了解供应链库存控制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

介绍了供应链库存控制理论；第三部分介绍了连锁零售企业及其配送中心的相关理

论；第四部分研究了连锁企业中由一个配送中心和一个零售店面组成的分销系统。

将需求和再订货点考虑为三角模糊数，以该分销系统的模糊总成本最小为目标，并

通过使模糊总成本的解模糊值最小求解出零售店面的最优订货量。第五部分在第四

部分的基础上，考虑了一个配送中心和多个零售店面组成的分销系统，并进一步的，

假设不确定的最终顾客需求、库存持有成本和缺货成本均用三角模糊数表示，建立

了该分销系统的模糊总成本模型。然后以该分销系统的模糊总成本最小为目标，以

零售店面的服务水平为约束条件，以配送中心仓库和所有零售店面的订货量与再订

货点为决策变量，构建了分销系统成本-J]li务水平联合优化模型。最后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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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展望。

关键词：供应链供应链管理库存连锁零售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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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Abstract

The Inventory Modelling and Optimization of Chain Store

Company Using Fuzzy Technology

Abstract

As the competence in global marke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ustomer expectation，

Compan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upply chain．It has become the past that companies

achieve the maximum profit from single．Companies must erect the relationship of

cooperation with downstream and upstream companies，thus they Call develop themselves

by two-win．The supply chain with the ability of competence becomes the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SUCCESS of the companies．If a supply chain can achieve the minimum of the

SC cost or the maximum of the profit on the basis of a certain service level，the supply

chain will gain the advantage of competence．

The major costs in the supply chain include finance coSt，information system setting

up and operating cost，planning cost，inventory cost，procurement cost and ordering cost

etc，among which inventory cost is Oll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that takes up

more than 30 percent of the total cost．Cost-competition is one of the most efficient

methods in modem competition，thus it has a great meaning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inventory cost control in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inventory in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considers the problem of the decision—making of inventory in distribution system made up

of a distribution center and its downstream customers---chain stores．In this article fuzzy

math is used to consider the uncertain of inventory decision-making，and fuzzy，nncertain

demand and inventory costs are described as triangular fuzzy numbers．With the

restriction of general service level and the minimum of total cost，the optimization model

of distribution system is established．

The article is made up of five parts．In the first part we introduce the background of

the article and summarizes the literatures about inventory in recent years．The second part

mainly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supply chain inventory contr01．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chain store company and its distribution center．The fourth part study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of chain store company made up of a distribution center and a chain

store．In the fourth part the model described demand and reorder point as triangular fuz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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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Abstract

numbers with the minimum total cost as object．Finally we carl gain the optimal order

quantity of chain stores through making the fuzzy total coSt least．The fifth part is based

on the fourth part，which study a distribution system consisted by a distribution center and

several chain stores．In the part uncertain and fuzzy demand，inventory holding cost and

shortage cost are described as triangular fuzzy numbers，and the fuzzy total cost model is

established．The service-cost optimal model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has the fuzzy total

cost as the target with the service level of chain stores as restrictions and the order

quantity and the reorder point of center warehouse and all chain stores as decision—making

variables．Final part iS the summarization and expectation．

Key words：Supply Chain，Supply Chain Management，Inventory Control，Chain Store，

Fuzzy sets

—V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的。论文中取得的研究成果

除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爿i包含其他人己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

括本人为获得其他学位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

贡献均己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既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沦文作者签名： 是秀芋
闩 期：伽修．五矽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和指导教师完全了解东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

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

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东北大学闭‘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

行检索、交流。

(如作者和导师同意网上交流，请在下方签名；否则视为不同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_；匕磋萆
签字日期： 如d史?。加．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



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绪论

1．1选题背景

第一章绪论

连锁经营是全球零售业新的发展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我国以来，一

直处于快速发展状态，已成为我国商业领域最具特色的经营方式。根据中国国家经

贸委贸易市场局提供的《全国连锁经营“十五”发展规划》，“九五”末JOJ[!,fJ 2000年，

商品批发、零售、餐饮三种业态的连锁企业有1092个，门店数达到21388个：销售

额为1554．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44．3％：零售额1276．4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近47．6％，占同期全社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零售总额的4．67％，增幅是

当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的4倍多。《全国连锁经营“卜五”发展规划》还

表明，在未来两年问，中国还将迸一步拓展连锁经营的行业范围。同时，政府加强

规划，促进连锁经营业态结构的合理化和多样化。在加强相关法规建设的基础上，

鼓励实力较强的企业通过区域特许等方式，引进国际著名特许品牌，学习借鉴其成

功经验和模式，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到“十五”末期，连锁经营将成为居

于主导地位的零售经营方式，连锁经营的网点将增加到10万个，销售额将达到7000

亿元，占全国零售总额的20％。其中销售颧50亿元以上的连锁企业将达到20家。

所以在未来凡年内，连锁业的市场份额将可望超过百货业，成为零售大军中发展最

快、最先进的模式，是零售业发展的新业态。

物流配送中心是保证连锁体系正常运营的基本条件，只有高效的物流配送体系

才能实现连锁企业的规模采购、批量优惠和低库存、高周转率，发挥连锁零售的优

势。库存成本占配送中心总成本的30％以上，因此有效的库存管理方法对连锁经营

的成败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目前我国连锁零售企业的配送中心库存管理和配送效率

发展如何呢?从对连锁企业终端服务水平的调查中可见一斑。

罗兰贝格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在对13个分类的约2000种单品，做了连续14

天的货架扫描，涵盖3个城市，包括深圳、北京、上海的5家零售商的12家大卖场

门店。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规模的商品缺货和运营能力调查。结果发现，保守

地看，国内零售商商品缺货率在10％左右，和国际水平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差的结

采。对5家零售商的调查表明。参照销售额加权计算的商晶，在架率3严均为90．1％，

按频度计算的商品，在架率平均为88．4％。而且，由于在计算中剔除了连续14天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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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绪论

货的商品，所以商品的在货架率要比实际情况显得更好。

同时，2005年，国外连锁巨头将正式大批登陆中国，这无疑预示着我国连锁企

业发展的前途曲折。国外连锁业从经营方式到运作理念都已经相当成熟，他们在物

流配送方式建设上的经验更是值得我国借鉴。沃尔玛、家乐福拥有的超乎寻常的竞

争优势(体现在其商·谨一价格低廉、种类齐全以及刑’顾客需求的快速反映)除．了归功

予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品牌效应之外，更是他们运用先进物流配送手段的结果。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我国的连锁零售企业将如何应对呢?

当前我国连锁企业发展很快，数量迅速增长，然而，与连锁企业欣欣向荣的发

展趋势极不相称的是，我国连锁企业的库存管理和物流配送体系建设仍然处于初级

阶段，并未发挥统一采购、集中配送的优势，实际上仍是单体点分敞经营的方式，

这导致库存成本仍然居高不下，无法实现统一管理、达到规模效益。库存管理的落

后状态给我国连锁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连锁企业如何建设一个高效的库存

管理体系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2供应链库存决策问题文献回顾

在库存控制研究中根据需求情况可分为确定性环境下的库存决策问题和不确定

环境下的库存决策问题。由于实际中大多数需求都具有不确定性，要建立有效的供

应链库存策略就要处理不确定性，所以目前大多数库存控傣4领域的学者都在研究不

确定环境下的库存问题。为了得到一个有效的库存控制策略，研究者常常应用概率

论来处理供给、需求和相关库存成本中的这些不确定性。但概率论无法描述一些数

据的模糊性，而且历史数据往往很难获得或不可靠，所以概率论在实际中的应用效

果并不理想。于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模糊集理论应用于库存控制领域来处理模

型中的模糊、不精确的数据。本章根据对库存控制文献的了解，简单回顾了不确定

环境下传统库存控制文献和模糊库存控制文献，以及库存控制领域的一些其他研究

方向。

1．2．1传统库存控制文献回顾

传统上一般都用概率论来处理库存管理中的不确定性，例如认为市场需求、提

前期等不确定因素服从某一特定的分布函数，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把研

究的中心放在库存策略和库存补给策略上，在不确定的需求环境下，寻找最优的解

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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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的商品，所以商品的在货架率要比实际情况显得更好。

同时，2005年，囤外连锁巨头将正式大批登陆中国，这无疑预示着我国连锁企

业发展的前途曲折。国外连锁业从经营方式到运作理念都已经相当成熟，他们存物

流配送方式建设上的经验更是值得我国借鉴。沃尔玛、家乐福拥有的超乎寻常的竞

争优势(体现在其商I锗价格低廉、利t类齐伞以及剥顾客需求的快速反映)除．了ml功

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品牌效应之外，更是他们运用先进物流配送手段的结果。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我国的连锁零售企业将如何应对呢?

当前我国连锁企业发展很快，数量迅速增长，然丽，与连锁企Hk欣欣向荣的发

展趋势极不相称的是，我I翌连锁企业的库存管理和物流配送体系建设仍然处于初级

阶段，井未发挥统一采购、集中配送的优势。实际上仍是单体点分敝经营的方式，

这导致库存成本仍然居高不下，无法实现统一管理、达到规模效益。库存管理的落

后状态给我国连锁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连锁企业如何建设个商效的库存

管理体系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2供应链库存决策问题文献回顾

在库存控制研究中根据需求情况可分为确定性环境下的库存决策问题和不确定

环境下的库存决策问题。由于实际中大多数需求都具有不确定性，要建立有效的供

应链库存策略就要处理不确定性，所以目前太多数库存控制领域的学者都在研究不

确定环境下的库存问题。为了得到一个有效的库存控制策略，研究者常常应用概率

论来处理供给、需求和相关库存成本中的这些不确定性。但概率论无法描述一。些数

据的模糊性，而且历史数据往往很难获得或不可靠，所以概率论在实际中的应用效

果并不理想。于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模糊集理论应用于库存控制领域来处理模

型中的模糊、不精确的数据。本章根据对库存控制文献的了解，简单回顾了不确定

环境下传统库存控制文献和模糊库存控制文献，以及库存控制领域的一些其他研究

方向。

1．2．1传统库存控制文献回顾

传统上一般都用概率论来处理库存管理中的不确定性，例如认为市场需求、提

前期等不确定因素服从某。特定的分布函数，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把研

究的中心放在库存策略和库存补给策略上，在不确定的需求环境下，寻找晟优的解

究的中心放在库存策略和库存补给策略上，在不确定的需求环境下，寻找摄优的解

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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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oix G．A．和Arreola—Risa(1998)在随机需求环境下，研究了资源有限条件

下的多种同质产品的最优生产一库存策略。结果表明，这种多产品、无限期的生产～

库存系统的最优策略是一个修正的基奉库存量策略(modified base—stock policy)。

此外，他们给出了一个简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启发式(heuristic)算法，并用

数字计算结果说明该算法可以得到一个近似最优的解决方法“3。Tagaras G．和

Vlachos D(2001)在假定需求的密度函数和分稚函数的情况下，用仿真方法研究了

～个j特有两种补贷方式的)*l J0l检查库存系统：常规补货和瞬时补货。其中瞬时补货

在常规订货没到但是即将发生短缺的时候实施，它的提前期较短，但是成本较高。

他们就这个系统给出了一个总成本模型(模型考虑了库存持有成本、缺货惩罚成本、

圳定订货赞用以及瞬时补货的费，¨)，并刘模型进行优化，得到最优的瞬时订‘货点

和订货量，最后通过仿真得山结沧：相对十没有瞬时补货的库存系统，瞬时补货叫

以节约成本，提高服务水平。但是，该模型有一个适用条件：缺货成本很高，瞬时

补货成本较高但次数少，以及检查周期不能过长01。

此外，借助予库存系统模型，比较库存控制中各种数学方法，来说明在特定环

境下的最优方法，Hill R．M(1997)在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在需求为独立同分

布(分布已知但参数未知)的假设下，研究了单阶段随机库存系统模型中，应用贝

叶斯方法估计参数。他对三种分布：指数分布、泊松分布和二项分布作了直接分析

和数字比较，结果表明，贝叶斯方法优于点估计方法，并得到一个较低的期望总成

本，这说明，该方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3。

1．2．2模糊库存控制文献回顾

从模糊集理论引入库存控制领域以来，已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一槲艮据

模糊性存在的领域，将模糊集理论在库存控制领域中的应用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

考虑需求存在模糊性的前提下，将经典的经济订货批量(E00)模型扩展为模糊EOQ

模型：二是在考虑库存控制过程中某些成本数据存在模糊性的前提下，将以往研究

过的模型扩展到模糊环境下。

1．2．2．1具有模糊需求的库存控制文献

由于历史数据往往很难获得或者不可靠，而且产品的生命周期和新产品成长期

越来越短，需求变化越来越快，这使数据收集越来越缺少可靠性。但凭借经验和管

理人员的主观判断，可以确定市场需求的模糊值，所以一些学者研究了模糊需求下

的库存控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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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 JS和su J S(2000)在将需求分别描述为三角模糊数、、带有区间值的三

角模糊数、带有区间值的梯形模糊数的基础上，对(s，Q)库存控制策略下允许延期

交货的经济订货批量模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与将需求描述为清晰值相比，将

需求描述为模糊值能取得更好的效果|4】；C．Kao和Yao JS和Ouyang LY(2002)

在缺乏历史数据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了连续检查库存策略下，年需求为模

糊数和统计—模糊数的条件下存在可变提前期的单周期最优库存策略的制定问题，

该方法也可用于构建起它具有模糊需求的库存模型[5l。

1．2．2．2具有模糊成本的库存控制文献

在库存控制模型中，库存持有成本、缺货成本、订货成本等成本都是决定库存

策略的重要因素，大多数文献都把它们作为确定的清晰值处理，但在实际估算中往

往很难得到一个确定数值，所以一些研究者对模型中各项成本为模糊数的情况进行

了研究。

Gen M，Tasuhim Y和Zheng D(1997)在连续检查策略下假设各项成本都是三

角模糊值，在总成本最小的约束条件下，运用区间均值的概念对库存控制问题进行

了研究，该文章为其他类似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61。Ishii H和Konno T

(1998)在缺货成本为￡形模糊数的条件下对经典报童问题进行了扩展研究，并与

清晰环境下经典报童的最优订货批量进行了比较，结果说明在缺货成本为模糊数的

情况下需要更大的订货批量。这个模型比较简单，但它为模糊集应用迈开了重要的

一步17j。此外，Lee H和Yao J(1999)在订货量是三角模糊变量的情况下，对不允

许延期交货的EOQ模型作了进一步的研究【8】。

1．2．3其他库存控制文献回顾

以往对于库存控制问题的研究较多，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

各种不同问题的库存策略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很多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方

法。本节简单回顾了供应链上多阶段系统库存控制和级库存控制策略两个方面的研

究文献。

1．2．3．1多阶段库存系统控制

在供应链上，生产商向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将其转化为最终产品并销售给分销

商、零售商和最终顾客。当商品到达最终顾客的过程超过一个阶段时，就形成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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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多阶段库存系统控制

在供应链上，生产商向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将其转化为最终产品并销售给分销

商、零售商和最终顾客。当商品到达最终顾客的过程超过一个阶段时，就形成了“多

级库存系统”。研究多级库存控制系统对于集成优化供应链库存系统，削弱长鞭效

应，降低链上各阶段的库存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HsinRauetal．(2003)建立了供应链环境下易变质产品的多级库存模型，并从

供应商、生产商和销售商集成的角度导出了最优联合总成本，并以一个算例来说明

这个模型，结果说明与独立决策方法相比，集成策略能得到最低的联合总成本19I。

Diks and de Kokfl998)在周期检查最大库存水平策略下，研究了分散的多级库存系

统的成本优化补货策略I。0】。lida(2001)研究了具有非静态需求的动念多缴库存模

型11”。

1．23．2级库存问题研究

在多级库存系统中，如果上游成员能够了解下游成员的库存信息，且是在综合

考虑自己及所有下游成员的现有库存而进行库存决策的，那么这种策略就叫做级库

存(echelon stock)策略；如果每个成员的库存决策都是依据个人的库存水平做出的，

则称之点库存(installation stock)策略。自从aark和Scarf在1960年首先研究了两

级库存系统模型以来，在过去几十年。hⅢ现了大量关于多级库存问题控制的研究

文献112】。

在级库存策略中，级库存是本阶段及F游各阶段的点库存的总和，而供应链上

某一阶段的订货策略是建立在级库存之上的，这就要求实现供应链上的密切合作和

信息共享。所以级库存能使供应链更有效率，实现供应链集成，避免链上的企业因

缺乏合作而导致的长鞭效应。

Giannoccaro et a1．f2002)提出了一种建立在级库存和模糊集理论之上的定义供

应链库存管理策略的方法，尤其是采用级库存的概念集成管理供应链库存，同时合

理地使用模糊集理论来建立与市场需求和库存成本相关的不确定性模型(例如持有

和缺货成本)。并将该方法应用于三阶段供应链中，体现了应用的灵活性。文中通

过仿真，评估了应用的绩效，结果显示它优于一般的局部库存管理策略|l“。CLChen

取l WC Lee(2003)提出了一种多产品、多阶段和多周期的计划模型以解决产：品需

求和价格不确定条件下的多级供应链网络结构F不兼容的多目标问题。文。}，将不确

定市场需求描述为已知概率的离散分夼的值，并用模糊集柬表示买方和卖方在产品

价格I：的相矛盾的偏好。为满足多个相冲突的目标，例如所有参与者的公平利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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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安全库存水平、最大客户服务水平和不确定产品需求的决策问题，将这个供应

链计划模型构造成一个混合整数j}线形规划问题，其中从买方和卖方方面同时考虑

了产品价格的协议偏好水平{13】。

1．3论文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围绕连锁零售企业的库存控制策略展开，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

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阐明了论史的选题背景、意义，并根据论文的研究内容回顾

了不确定环境下库存控制的相关文献，对其发展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第二章介绍了供应链库存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从库存的定义、作用、库存控制

的模型干ll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r洋细地阐述，并介绍了常见的集中库存成本及其计

算方法。这为建立后面的库存拧制模型打下了理论基础。第三章为关于连锁零售这

种特殊经营模式及其配送中心的理论知t}{，介绍了连锁零售企业的类型和特点和配

送中心在企业中的地位和功能。

第网章考虑了一个配送中心和一个零售店面组成的分销系统，在模糊需求和模

糊再订货点环境下该系统的库存决策问题。假设模糊需求和模糊再订货点分别为三

角模糊数，在该分销系统的模糊年总成本函数最小的条件下，求零售商的最优订货

量。

第hl章在第四章的基础，b考虑了th⋯个配送中心和多个零售店面组成的“一

对多”的分销系统，将模糊需求、模糊库存持有成本和模糊缺货成本分别用三角模

糊数表示，以分销系统的模糊总成本最4,；tj目标，以服务水平为约束条件，建立了

该分销系统的的成本与服务水平优化模型。最后研究结论和展望中归纳总结了文章

的主要研究结论，并对模糊环境F库存控制决策策略的未来发展及主要研究方向进

行了分析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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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基本库存理论概述

2．1供应链库存管理基本理论

2．1．1库存的定义和分类

(1)库存的定义

库存是指处于储存状态的物品或商品。无论是在生产企业，还是流通企业，库

存无处不在。库存具有整合需求、维持各项活动顺畅进行的功能。当顾客订货后要

求收到货物的时间比企业从采购材料、生产加工到运送至顾客手中的时间要短的情

况下，为了填补这个时间差，就必须预先准备一定数量的该商品，也就是说要有一

定数量该产品的库存。一般来说，企业在销售阶段，为了能及时满足顾客的要求，

避免发生缺货或延期交货现象，需要有一定的成品库存。在采购阶段，为了保证生

产过程的平准化和连续性，需要有一定的原材料、零部件库存。而库存商品要占用

资金、发生库存维持费用，并存在库存积压而产生损失的可能。因此，既要防止缺

货、避免库存不足，又要防止库存过量，避免发生大量不必要的库存费用【15J。

(2)库存的分类

库存可从几个方面来分类。从生产过程的角度可分为原材料库存、零部件及半

成品库存、成品库存；从库存物品所处状态可分为静态库存和动态库存(其中静态

库存指长期或暂时处于储存状态的库存；动态库存是处于制造加工状态或运输状态

的库存)；从广义的库存概念出发，把物流管理定义为对静止或运动库存的管理；

从经营过程的角度可将库存分为以下七种类型：

①经常库存：指企业在正常的经营环境下为满足日常的需要而建立的库存。

②安全库存：指为了防止由于不确定性因素(如大量突发性订货、交货期突然

延迟等)而准备的缓冲库存。

③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的库存：指处于加工状态或运输状态以及为了生产的需

要暂时处于储存状态的零部件、半成品或成品。

④季节性库存：指为了满足特定季节中出现的特定需要而建立的库存。

⑤促销库存：指为了对应企业的促销活动产生的预期销售增加而建立的库存。

⑥投机库存：指为了避免因货物价格上涨造成损失或为了从商品价格上涨中获

利而建立的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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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存淀库存或积压库存：指因物品品质变坏不再有效用的库存或因没有市场销

路丽卖不出去的商品库存。

2．1．2库存控制的概念与作用

库存控制指的是在保障供应的前提下，使库存物品的数量最小所进行的有效管

理的技术经济措施。它是对库存据点设置及其所存物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有效管理、

调整与确定所采取的技术措施。其主要功能有：防止断档，缩短从接受订单到送达

物品的时问，以保证优质服务，同时又要防止脱销；保证适当的库存量，节约库存

费用；降低物流成本；保证生产的计划性、平稳性以消除或避免销售波动的影响；

储备功能。

(1)库存控制过程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在库存控制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会涉及一系列的基本概念，掌握并了解这些概

念是必不可少的。

①平均库存量

平均库存量是指一个库存的平均数，是存货模式的重要概念，其数量一般是进

货量的一半。

②安全库存量

仓库经常需要处理各种突发情况，例如发生需求变化，货订不到，运输中断等

等。因此还要有安全库存量(又称缓冲性库存量)以便应付这利t情况。

③订货点与订货批量

随着物品的出库，库存会下降到某一点，这时补充活动必须着手进行，否则就

要脱货，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这个点就称订货点。当库存达到订货点时，就

要着手订货，订货时所订购物品的数量称为订货批量。

④订货提前期

一旦库存量降到订货点并安NPT订货，等待物品到货以补充库存，这种等待时

间称为订货提前期，或简称为提前期或交货期。它是从订货开始到收到订货批量为

止的一段时间。

⑤定量订货法

定量订货法是指每次货物数量相同，而订货间隔期不一定相同，当库存量下降

到订货点时就发出订单的一种订货方法。

⑥定期订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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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订货法是每隔一定时间检查一次库存，并发出订单，订货数量等于最大库

存量与实际库存量的差额。

⑦订货费用

订货费用是指为取得物资而订货时所需要的费用。每订货一次就会发生一次费

用，如订购的追踪，收货，验收，进库等费用。

⑥保管费用

是指物资库存期间所需要的费用，如仓储费用，物资积压所发生的利息损失，

物资因陈旧、变质、损耗所发生的损失等费用。

(2)库存控制的作用

库存控制的目的是在满足顾客服务要求的前提。F通过对企业的库存水平进行控

制，力求尽可能降低库存水平、提高物流系统的效率，以强化企业的竞争力。

①库存控制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

在企业经营过程的各个环节间存在库存，也就是说，在采购、生产、销售的小

断循环的过程中，库存使各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成为可能。同时库存可以调节各

个环节之间由于供求品种及数量的不一致丽发生的变化，把采购、生产和销售等企

业经营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起润滑剂的作用。但是，企业中的各个部门对待库存的

看法是不一样的，他们往往存在很大的冲突，有的部门希望库存水平高一些，例如

销售部门、采购部门和制造部门等，而有些部门又希望库存水平低一些，如库存管

理部门。因此，库存管理部门和其他部门的目标总是存在冲突，为了实现最佳库存

管理，需要协调和整合各个部门的活动，使每个部门不仅是以有效实现本部门的功

能为目标，更要以实现企业的整个效益为目标。

②库存控制在供应链中的作用

如果把视野从单个企业扩大到整个供应链的范围来考虑库存问题的话，就会发

现有问题的库存数量将会大大的增加。组成供应链的各企业之间的关系在过去是相

互买卖交易关系，因而企业并不习惯在它们之间交流信息，也不习惯相互协调进行

库存管理，更不用说在整个供应链水平上分享交流信息和共同协调进行库存管理，

这样往往形成不必要的大量库存，同时也可能降低顾客满意度。由于信息没有菇享，

供应链中的各个成员企业为了防止“意外”，往往储存了大量不必要的重复库存，

这种库存给企业增加了大量的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将反映在销售给顾客的产品价

格上，从而减少了顾客的满足度。因而在供应链范围内进行库存管理不仅可以降低

库存水平，从而减少资金占用和库存维持成本，而且还可以提高顾客满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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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库存控制的方法

一般来说，库存控制采用的方法是订货点控制策略，而订货点库存管理的策略

有很多，最基本的策略有以下四种：

(1)连续性检查的固定订货量、固定订货点策略，即(Q，R)策略

该策略的基本思想是：对库存进行连续检查，当库存降低到订货点水平R时，

即发出一个订货，每次的订货量保持不变，都为固定值Q。该策略适用于需求量大、

缺货费用较高、需求波动性较大的情形。如图2．1所示：

库拈址

订货点水平

订货提前期

图3．1连续惟检卉(Q，月)策略

Fig 3．1 The continuous review(Q，只)policy

(2)连续性检查的固定订货点、最大库存策略，即(尺，s)策略

该策略和(Q，R)策略一样，都是连续性检查类型的策略，也就是要随时检查

库存状态，当发现库存降低到订货点水平月时．开始订货，订货后使最大库存保持

不变．即为常量s，若发出订单时库存量为z，则其订货量即为(S-1)。该策略和(Q，

R)策略不同之处在于其订货量是按实际库存而定，因而订货量是可变的。

(3)周期性检查策略，即(f，s)策略

该策略是每隔一定时期检查一次库存，并发出⋯次订货，把现有库存补充到最

大库存水平s，如果检查时库存量为，，则订货量为璺，。该策略不设订货点，只设

固定检查周期和最大库存量。该策略适用于’些不很重要的、或使用量不大的物资。

：仔堇 JL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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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2所示，经过匿I定的J}：盘查周期l，发出¨货，这时库存量为j。．订货量为

(孓，1)。经过一定的时间(三P～订货提前期，可以为随机变量)，库存补充(S-I，)，
库存到达A点。再经过⋯个固定的检查周期t，又发出一次订货，订货量为(S-h)，

经过一定的时问(Lr)，库存又达到新的高度口。如此周期性检查库存，1i断补给。

(4)综合库存策略，即(f，R，s)策略

该策略是策略(f，s)和策略(R，s)的综合。这种补给策略有一个固定的检

查周期t，最大库存量S、固定订货点水平尺。当经过一定的检查周期t后，若库存

低于订货点，则发出订货；否则，不ilr货。订货虽的大小等于最大席存罱减去榆杏

时的库存量。

2．1．4常见的库存控制模型

常见的库存控制模型根据其主要的参数，如需求量与提前期是否为确定，分为

确定型库存模型和随机型库存模型。

(1)确定型库存模型

①周期性检查模型

此类模型有六种，分不允许缺货、允许缺货、实行补货等三种情况。每种情况

又分瞬时到货、延时到货两种情形。

最常用的模型是不允许缺货、瞬时到货型。其最佳订货周期为：

r一√等 Bt，

式中：c。——单位订货费用(元)

肝一单位产品库存维持费用(元，{牛·年)
驴一需求率(年需求量)(件／年)

最大库存量：S—TXD

②连续性检查模型

连续型检查模型需要确定订货点和订货最两个参数。也就是解决(Q，R)策略

的嬲个参数的设定问题。

连续性库存检查模型分六种：不允许缺货、瞬时到货型；不允许缺货、延时到

货型：允许缺货、瞬时到货型：允许缺货、延时到货型；补货、瞬时到货型：补货、

延时到货型。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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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连续性检查模型是不允许缺货、瞬时到货型。最经典的经济订货批量

模型(EOQ)模型就是这种。

最佳订货批量：

犀了
。_＼『1r (2．2)

订货点：露=LT×D

式中：C。——单位订货费用(元)

盱一单位库存维持费(元／件·年)
肛一需求率(午需求最)f件／年)
LT-～订货提前j田

(2)随机型库存模型

随机趔库存模型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经济i_r货批疑或绎济汀货期：确定安令

库存量；确定订货点和订货后的最大库存量。

随机型库存模型壤常见的是“报童问题”。根据离散随机需求和连续随机需求，

L幺问题町分为两个模型：

①需求为随机离散的模型

问题描述：报童每天售报数量是一个随机变量，报童每天售出一份报纸赚k元，

如报纸未售出，每份赔^元。每Fl售出报纸份数r的概率P(r)根据以往经验是己知

的，试确定报童每日准备的最佳报纸份数。

这个问题就是确定报章每日报纸的订货量Q，使赚钱的期望利润w(Q)最大。
模型如下；

∥(Q)=差k-r，P(r)一蓑^(Q—r)P(r)十，妻?‘QP(r) (z-3)

最优的Q值由以下不等式确定：

薹P(r)c忐s扣) (24)

②需求是连续的随机变量的模型

问题描述：货物单位成本为K，货物单位售价为P，单位存贮赞为C．，需求T

是连续的随机变量，密度函数为妒(，)，驴(r dr表示随机变量在r和r+咖之间的概率，

其分伟函数，仁)；J：庐(rb(口)．o)，生产或订购的数量为Q。确定订货量Q，使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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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期望利润渺(Q)最大。模型如一卜：

E妒(Q)】trP+r庐(r)ir+gPQ庐(r)dr—K(2一rc，(Q—r砌(，如 (2．5)

最优的Q值由以下等式得到：

F(Q)=胁玲!筹 (26)

2供应链库存成本的计算方法

供应链库存成本划分方式刁；止一平巾．现根据图2．3所示的划分力，℃付l『÷供应链

库存成本。

，一库存维持成本

r 持有成本l 门‘货成本

供应链成本J L缺货成本

厂运输成本

L移动成本一
L搬运成本

图2．3供应链成本分析闰

Fig 2．3 The SC cost analysis

(1)库存维持成本

库存维持成本是供应链中的核心成本之一，它只要下降几个百分点，就能提高

整个供应链的利润。在计算库存维持成本时，往往要考虑仓储，流动资命需求，租

金，磨损，保险，税收等多个方面。不过，首先应该明确几个基本概念汞I存货原理。

①平均存货

平均存货通常是由物流设施中储备的利料，零部件，在ro+l⋯l tt-和产成d^构成。它

包括：

1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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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存货：是在订货过程中必须持有的平均存货，它可用订货批量的～半

来描述。

·安全库存：它是指当不确定因素已导致更高的预期需求或导致完成周期更

长时的缓冲存货，安全库存用于满足提前期需求。在给定安全库存的条件下，平均

存货可用于订货批量的一半和安全库存来描述。

●中转库存：也叫渠道存货，它代表着弼在转移或等待转移，储备在运输工

具中的存货。现今的存货战略已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减少存货的数量以及与

此相关的不确定因素上。在供应链环境下，从整体上考虑，中转存货可计为平均存

货的一部分。

②订货完成周期(提前期)，平均完成周期和存货补给周期

订货完成周期与提前期往往是通用的，二者都是指订货的传输，处理时间与运

输n-．tI'nl之和，即从发H3订单至收到货物所花费的时问；甲均完成周期是指对存货进

行连续检查控制时平均存货与年需求量的比值：存货补给周期是指对存货进行周期

检查控制时的检查周期。

③再订货点

再订货点是指用来明确启动补给订货策略时的货品单位数。一丝存货量低于再

订货点即补给订货。当需求量或完成周期存在不确定因素时，须使用合适的安全库

存束缓冲或补偿不确定因素。

④现有存货和已订购存货

现有存货是指实际储存在特定配送设施中的存货数量；已订购存货是指已向供

应商订购的存货数量。

⑤库存维持成本的计算

●确定再订货点

再订货点一明确何时启动补给订货，一旦存货量低于再订货点即补给订货。

当采用连续检查系统时，可用下面的公式确定再订货点：

R=d X￡+嬲 (2．71

式中：R一再订货点

d—平均日需求量

L一提前期

SS一安全库存

连续检查系统是将现有存货与已订购存货的合计同产品的再订货点比较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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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订货，如果现有存货加上已订购存货的数量低1二已确定的再订货点，那么将启

动补给订货算法，再次补给订货。该过程西】+以用下式描述：

如果』+oo sR，则订货批量为00。

式中符号：，一现有存货

Q。一已订货单位数

此时的平均库存水平为

，一Q／2+龉 (2．8)

式中：，一平均存货

Q一门货批量

当采用连续检查系统确定何时U货时，要求a．再订货点瑚定；b．一旦达到冉

订货点立即发出订单；c．能对存货状态进行连续监控。

对于周期检查来说，可以选择如F公式计算再订货点：

R—d’IL+k／2)+ss (2．9)

式中，k一检查周期

●计算平均库存维持成本

在计算库存维持成本时，须首先明确单位产晶的储存费用，习惯上用其占学位

产品成本的百分比来表示，为简化计算，有时也用单位购买价格和单位订货费用之

和来代表单位产品成本。总之，该百分比一旦确定，一般视为常数，即单位库存维

持成本设为常数。

下面只给出在连续检查库存控制的条件下计算库存维持成本的一种方法，至于

周期检查存货控制下的计算方法可以类似得到。假设年需求量为D，根据平均存货

的定义，可知平均存货为，一Q／2+SS，用平均存货乘以单位产品的存储费刚【假

使等于单位产品成本乘上一个固定百分比)就得到了平均的库存维持成本。其计算

公式为

C^；ICi(P+Co／D) (2．10)

式中：C．一平均的库存维持成本；

C：一单位产品存储费用占单位产品成本的百分比；

D一年需求量；

P一单位产品的购买价格；

C。一年订货成本

一l 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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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水平与安全库存的计算方法

维持一定的库存水平，其目的在于使得作为一个整体的供应链能够更好地满足

市场需求，提高对下游顾客的服务水平，因此，有必要明确服务水平的含义。

服务水平一般定义为(参见斯蒂文森)，1986)：在提前期内需求不超过供给的

概率。

比如：服务水平为95％，表示提前期内需求以95％的概率不超过供给量，也就是

满足需求的概率为95％。但是并不是蜕需求量的95％将得到满足。这时的缺货风险

为5％。

一般浣来，服务水平与缺货风险的关系如下：

服务水平=】一缺货风险

即：

如果单位时问需求量的不确定性越夫，或蕾提前期的不确定性越大．那么．需

求的不确定性越大，缺货风险可能越高，达到的服务水平可能越低，在满足顾客需

求的服务水平下的安全库存越高。

下面分三种情况分析安全库存的计算方法：

情况一：需求率不确定，提前期固定

如果随机变量需求量率d足独立的且服从IF态分和，d～N(J，盯；)，提Ij{『j9I为

U天)，单位1。表示1天，那么，L天的需求量lij：『以看成是每天需求量的和，而犬

中需求量的数值为也。，L天中共有n—L／I。个独立的随机变量。

因此，提前期需求的均值为施，提前期需求的方差盯己等于单个随机变量方差

的_rl。L／1。倍，即口己=兰(吼1。)2，标准差为盯。；三4Z-i；-．o。。

服务水平为SL安全库存因子为z。

为了计算安全库存，先考察服务水平的定义(参见鲍尔索克斯，克劳斯，1998)：

SL=I一訾 BⅢ

式中：

(2．12)珏．产一2，1
强

上压静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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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自然损耗曲线函数。

于是，服务与提前期需求的标准差有如F关系：

驱叫丽1-SL Q)廊一 仁聊

情况二：需求率确定，提前期不确定

假设提前期均值及标准差分别为f和or。，需求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动和

吼d，于是安全库存及订货点分别为：

SS—zoLd (2．14)

R—Ld+ZU￡d f2．15)

其中的z为安全库存凶子。

情况三：需求率d不确定，提前期L不确定

假设d与L独立且提前期均值及标准差分别汜为f和crL，则提ii{f期需求为Ld，

于是，提前期需求的均值为五百，其标准差为

or“-√刃仃：+孑2口：+盯d2L7-。2 (2．16)

于是，安全库存和订货点分别为

SS。z扛两—+d。cq丙+GdLL (2．17)

R一酉+z√盯：盯：+do：+盯d2LrT￡2 (2．18)

(2)订货成本与缺货成本

订货成本是指在订货过程中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用单位产品的订货费用乘以订

货批量即为订一次货的订货成本，再与全年订货次数相乘，即得全军订货成本，计

算公式如下：

C。一4(D螂，／Q) (2．19)

式中：e一全年的订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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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每次订货的过程成本：

JD。，／Q一全年的订货次数

缺货成本足指发生缺货时所带来的销售额损失及顾客的良好愿望损失，它是在

一个订货完成周期内的预期缺货量与单位缺货成本与年订货次数的乘积，年缺货成

本用公式表示如下：

c，=BES(D，，／QJ (2．20)

C。一全年的缺货成本；

B+单行产品的缺货成本：

Es一每次订货的预期缺货量；

D～／Q 全年的订货次数

预期缺货量的计算公式为嬲；fb—s)i(xm，其中s为再订货点，，b)为需

求的概率密度函数。

(3)运输成本

假设一年当中共计运输n次，则发生的单位产品运输成本可用下式表示：

c=[砉(c，+c，Q11／VQ mc，／万一+G (2．21)

式中：C，一单位产品的运输成本；

C，～每次运输的固定成本(包括司机工资)；

C。一单位产品的变动成本(如燃料费)：

7．Q～年总运载量；

Q—n次运输的平均运载量：

Q一第i次运输的运载量

n次运输的运载量可用1个序列钯)表示；

总运载量您；罗Qi；

全句i的运输成本cr=c，zQ m
nC，+c，zQ (2．22)

由运输成本计算公式可以看出，该成本只与n和Q有关，与运载的产品种类和

何时运输无荚。若由所有产品共同分担固定成本，就产生了运输规模经济。又因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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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d×厅，这里d为单位时削的需求量，厅为平均运输时间问隔，即相邻两次发

货之恻的时ll目】间隔的平均值。这说明运输成本j{与平均运输时间间隔H有关，与单

个运输时问I’日J隔无关，而单个运输时间间隔越长所需的仓库容量越大，相应的库存

维持成本也就越大。如果单个运输时间间隔数值相接近，就会使得库存维持成本减

小，从而取得最小总成本。因此，应该Ⅱ：运输频率尽可能地稳定。

当运输成本仅与距离有关时，、认为c，和C。仪取决于距离，则有F式：

C，；C。+Cdd，C，一c。+Cd d (2．23)

成·h C．～每次运输发生的固定成本L妯闲置费，停苹费等)r‘刁趾离尢父

C。一每辆车运行1公里所耗的成本；

C：一运载一件额外产品的附加成本t是装卸货时发生的一种成本惩罚

C。一每件产品每运行l公单的边际磨损和运行成本。

那么，所发生的单位运输成本为：

C，=(c，+cdd)厄+c：+cj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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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连锁零售企业及其配送中心相关理

论

3．1连锁经营

连锁经营足当今世界J：很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商业经营模式和组织形式，是

经营同类商，{7，和服务的≥；干个企业，在核心和Ip(总部)的领导下，哕 定形式组

成的一个联合体，通过对企业形象和经营业务的标准化管理，实行规模经背，从而

实现规模效益。

3．1．1连锁经营的三种类型

连锁纾营按纽织形式中产权关系和合作榭度的4i同可分为直营连锁、特许经营．

自由连锁i种基本类型。直营连锁的门店由总部直接投资或控股，特许经营和自由

连锁的门店则享有独立产权。特许经营偏重总部与门店之间的纵向授权加盟关系，

nIh连锁偏!卧J Jt≮之nIJ的朗j{i；{介作关系。见沦哪一种类型的连锁，经营的f||的郝在

于获l跌胤模效益，即通过批量进货、批量销俘，达到规模化的效益。但从产权关系、

利润分配关系、经营管理关系等方而分析．不同类型具有着不同的特征。

(1)直营连锁

直营连锁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个方面；第L-j直营连锁的分店所有权都属

于同一主体所有；第二，直营连锁实行总公司统一核算，各连锁店只是一一个分设的

销售机构，销售利润全部由总公司支配；第三，直营连锁总公司与其下属分店之间

的关系属于企qk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关系，所以在经营管理权方面基本L高度集中，

各连锁店不仅店名、店貌等完全统_|’经营管理的决策权，如人事权、进货权、定

价权、财务权、投资权等也都高度集l_卜在公司总部：公司总部为每个连锁店提供全

方位的服务，以保证公司的整体优势。

(2)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的特征具体有：第’一，特许：经营店之间以及连锁店与总公司之间的资

J“都是相幻．独识的；第：，特许经营脯‘j其总公司都是独立核算的企业，特许聃在

加盟州必须m总公司’次性交纳品牌授权金，，f：在经营过程中按销售额或毛利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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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比例向总公司上缴“定期权利金”：第三，特许经管公司与其授权成立的特许

店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所以在经营管理上往往li采取强制性的措施，

一方面通过特许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有效的服务、指导和

监督来引导特许店的经营行为。

(3)自由连锁

自由连锁是一种横向发展的合约系统，既可以由某一批发企业发起而组成批零

一体化合约关系，也可以由众多的零售企业组成一个具有采购和配送等功能的商业

机构，为零售企业服务。前一种自由连锁方式的功能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合同来

维持比较稳定的批零购销关系；后一种自由连锁方式的功能比较紧密，是一种类似

于特许经营的自由连锁方式。自由连锁一般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成员店

的所有权、经营权和财务核算都是独立的，可以使用成员店各自的店名商标，但是，

当自由连锁店发展到含股建立二家能为成员店提供服务的商业机构时，使用不同店

名商标的成员店往往会转换成使用统一店名商标的连锁店；第二，总店或主导企业

与成员店之间并不存在经营权买卖关系，他们主要是靠合同和商业信誉建立一种互

助互利关系，以达到规模经营的目地；第三，总店与成员店之问足l办商和服务的关

系，总店主要负责统一进货和配送，各店铺在核算、盈亏、人事安排、经营品种、

经营方式及经营规模、经营策略上都具有很大的自主权。

3．1．2连锁经营的特点

连锁经营与传统的商业组织形式相比，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多店铺组织

连锁经营从基本形式来看，是由一个总部和若干个连锁分店组成的。我国的《连

锁经营管理规范意见》规定：连锁店应由十个以上门店组成，这些门店通过总部联

合在一起，成为连锁商店。因此多店铺组织是连锁经营的基本特征。

连锁经营的多个门店是以经营同类商品或提供同类服务为基础的，以实现标准

化管理和规模效益。

门店数量的多少是连锁经营成功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首先，为实现连锁

经营的盈亏平衡，必然要求构成销售网络的连锁门店的数量达到一定的规模。如果

门店数达不到基本规模，连锁经营就无任何优势可言。其次，连锁公司的形象对吸

引最终消费者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树立企业形象的基本途径则是通过门店的销

售服务，门店越多，形象的影响力就越强。再次，门店数越多，销售量越大，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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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企业的吸引力也就越强，就越能获得上游企业的支持。

(2)明确的分工体制和标准化管理

有效地开展连锁经营，必须确立总部和门店明确的分工体制，并制定标准化管

理体制。

连锁总部与门店具有不同的功能。总部的基本功能是规划设计、服务指导、监

督调控，即为连锁门店的经营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并指导与监督门店的经营；门店

则是直接面对顾客的经营单位，其基本功能是销售服务。商品计划、推销策略、门

店设计等经营上的重要政策制度的权限集中在总部，有利于各个门店形成统一的经

营风格，从而形成集群效应，同时还能使门店集中精力做好销售服务。

标准化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连锁门店的统一形象，稳定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简化管理工作提高管理效率，并控市4人为因索对经营管理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连

锁经营的标准化管理应覆盖经营管理活动的一切方面，其主要内容是：①企业形象

的标准化：②营业状态的标准化；③作业活动的标准化；④管理活动的标准化。
¨·

(3)统一采购和统一配送

统一采购、集货、加工、补货管理及配送，这些活动不仅是为了确保商品质量

和持续不断的商品供应，同时还能创造利润。首先，集中统一进货能避免或减少分

散采购时普遍存在的不经济行为，以降低进货成本。其次，以大规模的销售网络为

交易条件，可以获得巨额的通道利润，如上架费、广告费、促销费、堆头费等。再

次，实行产加销一体化或定牌监制，能在维持低价销售的前提下实现高毛利与高利

润。最后，通过提高供货网络的效率，能减少商品库存，加快商品周转，提高现金

流量的利用效率，为连锁企业创造丰厚资金利润。

3。2配送和配送中心在连锁经营中的作用

连锁企业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的统一采购、集中进货，享受批量优惠，降低了采

购成本；另一方面通过专业化统一配送，实现规模运输、库存的有效控制、配送的

合理化，降低了物流成本；从而得以实现整体成本优势。因此统一配送制度和配送

系统的效率对连锁经营的成败是至关重要的。

而配送中心是连锁企业物流配送的据点，连锁企业的统一进货和统一配送都是

靠物流配送中心来具体实施的。配送中心是连锁企业“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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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实现连锁经营的规模效益

连锁经营的最大优势就是规模效益，丽规模效益的实施离不丌配送的高效运作。

连锁企业的单个连锁店铺每次订货的品种常常较多，而每个晶种的讨‘货量不太

大。如粜每个门店独自进货，这种小批量的订货方式不太受供应商欢迎，也享受不

到供应商的价格优惠。连锁企业的统一订货制度，使得配送tf』心町以充分发挥其商

业采购作用，把各个门店的零星订货集中为较大批量的订货，争取供应商的最大价

格优惠。而且集中统一进货，可以提升连锁企业在整个供应链中的影响力，在与供

应商的交往中、与同行的竞争中、以及在运力的安排中都可以获得优势，从而实现

规模效益。

门店多品种、小批量、高频率的要货9给运输制造了檄大的难题。一方面，小

批量运送难以实现满载，增加了运送、运输调度的费用；另一方面，还使得拣选、

组配的工作更为繁杂。只有通过配送中心专业化的设施、技术和运作，才能同时实

现运输等物流费用的降低、运送的及时和配送运营的稳定性三个目标。

配送中心通过集中配送，按一定规模集约，有利于获取运输上的规模效应。配

送中心通过电子订货系统，把众多门店的零星要货汇总，通过组配、配载、越库中

转等运作方式，集零为整。在实现了多品种、小批量、高周转的商品运送方式的同

时，大大降低了运输、装卸搬运的成本。

3．2．2提高连锁企业的运作效率

连锁经营的统一配送制度使得配送中心具有集中库存的作用，改变了零售店自

设仓库、流通分散的落后状态。配送中心集中控制库存是连锁企业提高运作效率、

降低营运成本的关键环节之一。库存是连锁经营中保证门店经营活动持续进行的重

要环节。在统一配送制度中，配送中心可以把连锁企业的供应系统与各门店的供应

系统融为一体，持续不断地以较低成本和费用把各种商品供应给门店，使门店不需

以仓库形式大量储存商品也可以保障销售的连续运转，从而大大减少门店韵自设库

存，甚至使门店出现零库存状态。我们知道，零售庙面的仓储空间成本比配送中心

的仓储空间成本要高昂许多，因为零售店蕊为了保证客流量，一般都设立在繁华地

段。零售店面的库存转移到配送中心，无疑会大大减少连锁企业的整体库存成本。

库存的集中还能大大减少整个连锁企业的库存系统中的安全库存数量。而且在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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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的j状态卜，经常会Ill现物资超储积压和设备闲置现象．Iltilt：， 方而要I与用犬

睦资金。影响资金周转：另一方而又不能充分实现物资的价值。而实行统一配送后，

t-tl于服务的对缘是众名的连锁门店，很容易使超储物资派一I|用场，实现其价值和使

用价值。冈此，统配送制通过集中库存、统筹规划库存和统一‘利用库存，提高了

库存运作效率。

配送·I·心高皮静Ik化的营运还使物流运转速度大大高于独。f7：商店，使连锁企业

获得竞争中的速度优势。1993年，Wal--Mart只有2440家分店，却成为美国销售

额最大的零售企业，获利23亿美元；而第二大零售商Kmart虽然有4274家分店，

却亏损了97万美元。可以说前者的高额利润是以其高效的配送体系为基础的，它销

售的商品巾，85％是由自己的配送中心提供的．配送成本一直低于行业平均配送成

本的50％，而后者由于其配送中心不能够规范运作，使得很多顾客(11％左右)认

为商品不全、价格偏高，而在竞争中败落下来。

配送中心的多元化服务功能，还可以解除各门店在库存调节、商品养护等非销

售业务上的负担，使连锁店从“门店管理模式”转化为“销售管理模式”，专心于

销售额和利润的增长，从而可以提高连锁店的零售的专业化水平。

3．2．3增强连锁经营的管理能力

连锁经营通过店名、店貌、商品、服务的标准化，采购、送货、销售、决策、

经营的专业化，商品购销、广告宣传、员工培训、管理规范的一致化等，把复杂的

商业活动分解为像工业生产流水线上每一个环节那样相对简单，使商业经营转变成

一种可管理的技术密集型的经济活动。而这些标准化、专业化和一致化的实施是也

需要以物流作为保障。例如麦当劳的最主要产晶汉堡包也有明确的标准，所用的肉

都是新鲜的，这就对物流效率提出了严格娄求；丽著名哈根达斯冰淇淋屋，它的原

料和水果配料分别来自意大利、美国、瑞典、荷兰等国家，又要求保证原、配料的

新鲜度，物流在其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3．3连锁企业配送的特点

从上几节对连锁经营的特点、配送和配送中心对连锁经营的作用的分析中，我

们已经大体上了解了连锁企业配送的特点，现把它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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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以配送中心为配送的中枢

连锁企业的酣送th山足连锁企业配送系统的中枢，是连锁企业毗送·lI¨货、库

存管理、分拣、组配、运输等物流活动的主要组织、实施者，是实现造锁企业集小

化进货与分散化销售的基础。连锁企业通过配送中心，一方面汇总多佶{；Ilj的销售量，

形成了需求的规模。大规模的统一采购承l集t|l逃货，使分敞的销僻力转化为人5I馔

中的进货力。并介入生产，从而降低商品进价；一方面通过规模运输和合_H配送，

降低了物流成本，实现了经营的规模化。

3．3．2大规模的统一采购、统一进货

大规模的统一采购、统一进货是连锁经营配送与单体店配送的重要区别之一，

也是连锁经营的主要竞争优势之一。

连锁企业经营的商品品牌、品种、结构、型号多而杂，统一采购使连锁企qk能

集中专业采购人员，准确地完成筛选供应商与商品、对比采购价格、商一讯质鼹等r

作。并密切了连锁企业同供货方的联系，增加了价格谈判的实力。

统一进货充分利用了运输工具的载货容积和载重量，降低单位商品运价；在采

用运输外包时，批量的集中还可增加运价谈判的实力。

3．3-3集中库存管理

连锁企业的配送系统中由配送中心集中管理库存，配送中心必须确保其一h心库

存和配送能力与门店的销售相适应，既要保证不出现断货，又要尽可能地减少各门

店和配送中心本身的库存。配送中心集中管理库存，这主要有三个优势：①能大量

减少门店的库存水平，大大减少库存的空间占用成本，②能减少连锁企业配送系统

的整体安全库存水平。③通过专业化管理，有效控制库存，减少资金占压，提高仓

库库容利用效率。

连锁企业集中采购后的商品的质检、计量、加工、分拣等工作也是在配送。|】Jb

的储存环节中进行的。配送中心在存储商品前要对购进的商品进行严格的检验和核

对，保证商品在品种、规格、品牌、质量、数量、包装等方面符合订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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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门店小批量、高频率地向配送中心订货

连锁企业配送系统的库f，lI}配送。l、心集中管理，相应的，门店只持有少量的崩

存，以小批量、高频率的^武，阳^C送中心订货。

与门店这种订货方式十}1配合的连锁食业配送也具有着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

多用户的特点。

3．3．5分拣组配和运输调度的复杂性增加

门店频繁、小批量地要货．而且要求及时送达，各门店的需求又都存在差异，

这使得配送中心分拣、组配的工作难度很大，需要专业化设施，和专门的技术。

门店订货的小批量特点还使得I】fj批的货物往往不能达到满载，要实现运输的低

成本运营，就需要通过多点停留运输、越库操作和联合配送等方式来进行配送运输，

必然大大增加了运输调度地复杂性，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

3．4连锁企业配送系统的结构

连锁企业一级配送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如图3．1所示，由供应商(可能是代理商，

也可能是厂家，)、一个配送巾心和多个连锁店构成。配送中心统一订货，集中进

货(也可能由供应商送货)；货物在配邀中心储存、分拨，选择合理的配送方式，

小批量、高频率地送往连锁店。

图3．1 连锁企业一级配送系统结构示意圈

Fig&1 Configuration of cry-level di glcributien Bys"tenl at chain enterprises

连锁企业二级配送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如图3。2所示，由供应商、一级配送中心、

二级配送中心和多个连锁店构成。其中，一级配送中心也称中央配送中心，处在主

导地位。一般规模较大，配送货物的批量大，因此，它通常只为二级配送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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眦送服务，l司时也可能担负暂为所在区域的连锁r】瞒眦送商．1^的l【；l责。二级口0送·I-

，L、处j二被辐射的地位，是删络体系的基础结构。二级眦送·h0舭模较小，在一⋯般情

M卜_只为地区范围内的顾客配送商品．在其他区域⋯现缺货需《紧急调货叫，彳‘会

跨l曩域配送。其特点是：活动范围较小；配送货物以小批鞋为}?：配送方式灵活；

数量较多，分布的地域广阔。

图3．2连锁企业二级配送系统结构示意圈

Fig a 2 C℃rrfiguration of tⅫo-levol distribution system at chain errterprises

因为不同区域的消费特点不同，不同商品生产、保鲜等特性不同，连锁企业通

常不会对所有的商品都实行统一采购，二级配送中心也有一定的采购权，这样二级

配送中心的商品一部分由一级配送中心供货，一部分直接从供应商处获取。

3．5配送中心概述

2001年8月1日颁相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囡家标准物流术语t|J给出的配送中

心定义为：

配送中心(Distribution center，DC)是从事配送业务的物流场所或组织，应基本

符合下列要求：

>主要为特定的用户服务；

>配送功能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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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信息网络；

≯辐射范围小；

>多品利，，小批量；

>以配送为主，储存为辅。

配送中心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实现物流中的配送行为，因此配送中心是位于物流

节点上，专门从事货物配送活动的物流设施或经营实体。在包含配送中心的配送系

统中，配送中心对整个系统的效率提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处于重要的位置。

3．5．1配送中心的功能

配送巾心的主要功能是围绕配货和送货完成资源的最终配置。随着对配送中心

的设计的不同，每个配送中心的功能集合都不会完全相同。

3．5．1．1基本功能

(1)储存功能

为了顺利有序地完成向用户配送商品的任务。而且更好地发挥保障生产和消费

需要的作用，配送中心通常需要兴建现代化的仓库并配备一定数量的仓储设备，存

储一定数量的商品。

(2)分拣、组配功能

配送中心服务着为数众多的用户，这些客户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不仅

各自的性质不同，而且经营规模也相差径庭。因此在订货或进货时，不同用户对货

物的种类、规格、数量、质量、送达时问和地点等会提出不同的要求。即使是同～

用户，其单个定单中，对货物的需求也常常是多品种小批量的。因此配送中心必须

采取适当的方式对货物进行拣选、分装和配装，以有效的进行配送和满足用户需求。

(3)运输功能

配送中心需要自己拥有或租赁一定规模的运输工具。而且具有竞争优势的配送

中心应该拥有一个覆盖全国的网络。因此，配送中心首先应该负责为客户选择满足

客户需要的运输方式，然后具体组织网络内部的运输作业，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客户

的商品运抵目的地。除了在交货点交货需要客户配合外，整个运输过程，包括最后

的市内配送都应由配送·：11心负责组织，以尽可能方便客户。

(4)集散功能

配送中心的集散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配送中心能够将分散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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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供应商处的货物集中在一起：另一。方面，配送中心依据一F游用户的需求，把来自

不同供方的多品种的货物，经过分拣、配装向多家用户发送；同时，配送中心还能

做到把各个用户所需要的多种货物有效地组合(或配装)在一起，形成经济、合理

地货载批量。

(5)衔接功能

配送中心的第一种衔接功能在于，配送中心通过开展货物配送活动能把各种工

业品、农产品等直接运送到用户手中，客观上起到了生产和消费间的媒介作用。

此外，配送中心还能起到平衡供求的作用。生产和消费并非总是等幅度地增长

和同步运动的。有很多产品(如煤炭、水泥等)都是按照计划批量、均衡地生产的，

而其消费则有淡季、旺季之分；丽还有一些产品(主要是农产品)恰恰相反，其消

费是连续进行的，其生产却是季节性的；n：其它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中也总是存在着

一定的时间差。由于配送中心有吞吐货物即储存物资的功能，通过集货和储存货物，

配送中心能够调节产品供求关系，解决供消之间的时间差和矛盾。

(6)流通加工功能

为了扩大经营范围和提高配送水平，目jj{『，国内外铂：多配送中心都配备了各种

加工设备，能够按照异j户提出的要求和根据合理配送商品的原则，将货物自n_-E成一

定的规格、尺寸和形状。配送中心的加工功能4i但大大方便了用户．省却了他们，f：

少繁琐劳动，而且也有利于提高物质资源的利用率和配送效率。

(7)装卸搬运功能

为TJJH快商品在配送中心的流通速度．提高装卸搬运的作业效率，减少作业对

商品造成的损毁，配送中心应该配备专业化的装载、卸载、提升、运送、码垛等装

卸搬运机械。

(8)包装功能

配送中心的包装作业目的不是要改变商品的销售包装，而在于通过对销售包装

进行组合、拼配、加固，形成适合物流和配送的组合包装单元。

(9)物流信息处理功能

现-f匕配送中心应具备实时采集、分析、传递在各个物流环节cp产生的物流信息，

并向货主提供各种作业明细信息及咨询信息的功能。

3．5．1．2增值功能

(1)结算功能。目d送中心的结算功能是配送中心对物流功能的一种延仲。配送

中心结算不仪仪只是物流费用的结算，在从海代理配送的情况下，配送q，心还囱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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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E向收货人结算货款等功能。

(2)需求预测功能。配送中心有时还负责根据配送中心商品进货、出货信息来

预测朱来一一段时间内的商品进出库量，进而预测市场对商品的需求。

(3)物流系统设计咨询功能。配送中心要充当货主的物流专家，因丽必须为货

主设计物流系统，代替货主选择和评价运输商、仓储商及其他物流服务供应商。国

内有些专业配送公司『F在进行这项尝试，这是一项增加价值、增加公共配送中心竞

争力的服务。

(4)物流教育与培训功能。配送中心的运作需要货主的支持与理解，通过向货

主提供物流培训服务，可以培养货主与配送中心经营管理者的认同感，可以提高货

主的物流管理水平，可以将配送中心经营管理者的要求传达给货主，也便十确担物

流作业标准。

增值性物流服务足配送rfl心基本功能的延伸，足现代配送中心赢得竞争优势的

必婴条件。

3．5．2配送中,hi)9类型

对配送中心进行类型划分有利于深入地认识配送中心在实践中的作用。配送中

心有多种分类方法：

按照：#-qk化程度，呵分为综合配送小心、擘业配送·h0等。其中专业配送叶I心

又可按配送货物种类分为食品配送中心、F1用品配送中心、医药品配送中心、化妆

品配送中心、家电品配送中心、F缸子(3c)产品配送r¨山、书籍产品配送中心、服

饰产品配送lII心、汽车零件配送中心等。

按照运营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制造商运营的配送中心、批发商或代理商运营的

配送中心、零售商运营的配送中心、第三方物流企业运营的配送中心、货运转运型

配送中心等。

按照配送的区域大小可分为区域配送t}，心、城市配送巾心等。

按照功能可分为储存型配送中心、流通型配送中心、加工型配送中心、分货型

配送中心等。

分类方法很多，这咀不再 赘述，卜|两手要介绍‘些在理论r11和实际rfI常}【{

现的配送中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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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1综合配送中心和专业配送中心

综合配送中心能够组织不同专业领域的产品向用，11的配送．配送的商品种类较

多。

理沦和实际中常提到的专业配送中心大体上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配送对象、

配送技术是属于某一专业范畴，在某～专业范畴有一定的综合性，综合这一专业的

多种物资进行配送，例如多数制造业的销售配送中心。另⋯种含义是指，以配送为

专业化职能，基本不从事经营的服务型配送中心，土要是第三方物流企业运营的配

送中心。

3．5．3．2城市配送中心和区域配送中心

城市配送中心以城市范围为配送范围。由于配送范围一般处于汽车运输的经济

里程，城市配送中心一般采用汽车进行配送，可直接配送到最终用，-。山于运距短，

反应能力强，因而从事多品种、少批量、多用户的配送较有优势。这种配送中心往

往和零售经营相结合。

区域配送中心有较强的辐射能力和库存准备，一馓向省(州)际、全国乃至国

际范围的用户配送，往往以配送给下一级的城市配送中心为主，也配送给营业所、

商店、批发商和企业用户。配送规模较大，一般配送批量也较大．虽然也从事零星

的配送，但不是配送的主体形式。

3．5．3．3储存型配送中心、流通型配送中心、加工型配送中心和分货型配送中心

储存型配送中心是有很强储存功能的配送中心。一般来讲，在卖方市场下，企

业成品销售需要较大的库存支持，其配送中心可能有较强储存功能；在买方市场下，

企业原材料、零部件供应需要有较大库存支持，这种配送中心也有较强的储存功能。

此外，大范围配送的配送中心也需要较大的库存，也可能是储存型配送中心。瑞士

GIBA-GEIGY公司的配送中心拥有世界上规模居于前列的储存库，可储存4万个托

盘。美国赫马克配送中心拥有一个有163000个货位的储存区。

流通型配送中心基本上没有长期储存功能，仅以暂存或随进随出方式进行配贷、

送货。典型运作方式是：货物大量整进并按～定批量零出，采用大型分货机，进货

时直接进入分货机传送带，分送到各用户货位或直接分送到配送汽车上，货物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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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小心m仅做少≯I：停滞。

加iI：配送中心的作业流程-h储存和：JJ||一膳：l三导地位。加工多为按用户要求进

{“内单品种、大批鞋产品的作业，每个f【}lI‘f砷心内加工的产品品种较少，一般都不

j”独设拣选、配货等环节。通常，加上好的产品叫直接运到按用户户头划分的货位

区内，并要进行包装、配货。

分货型配送中心以中转货物为主要职能，其作业流程很简单一般在配送货物之

Ij{『先要按照要求把单品种、大批量的货物(如不需加工的煤炭、水泥等)分堆，然

历再将分好的货物分别配送到用户指定的接货点，无需拣选、配货和配装等程序，流

程为接货一储存一装货一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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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模糊环境下一对一分销系统的库存

决策问题

从上一章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了配送巾心集中控制库存是连锁企业降低营运成

本的关键环节之一，能大量减少门店的库存水平．和连锁企业配送系统的整体安全

库存水平，并通过专业化运作，实现连锁企业配送系统中库存的持续、稳定、商速、

低成本的供给。因此在配送系统中，根据需求的变化确定零售店面的最优订货量，

会相应地改变配送系统中的库存相关成本，进而降低连锁零售系统的总成本。所以，

在连锁零售企业的配送系统中，库存策略、最优订货量的选择确定成为一个矾女足轻

重的问题。

本章针对由一个配送中心和一个零售店面组成的分销系统，研究模糊需求和模

糊再订货点环境下该分销系统的库存决策问题。假设零售店面采用连续检查的(1{．q)

库存控制策略。在将模糊需求和模糊再订货点分别用三角模糊数进行描述的基础上，

给出该分销系统的模糊年总成本函数，并通过使模糊总成本的解模糊值最小求解出

零售店面的最优订贷量。最后，给出一个算例说明了模型的求解过程。

4．1连锁企业分销系统的主要相关成本

4．1．1订货成本

订货成本包括所有因发出订单和接受额外订购而发生的成本。订购成本的主要

组成部分如下：

(1)人工成本 人工成本是采购员发出订单的时间。如果采购员已被充分利

用，这个成本应增加在订货成本内。两让一个有空闲时间的采购员发出订单时，其

附加成本为零，且并不增加订货成本。电子订购使订单发送变得更加简单，这大大

减少了订货成本中的人工成本。

(2)接受成本 接受成本是指接受所订货物而发生的成本。一些接受成本并

不随订购批量而变化，按数量来计算的接毂成本不应包括在内e它包括管理工作，

例如采购和订购的匹配、与更新库存记录有关的工作等。

(3)其他成本 不同情况下，其他成本也各不相同。如果在每次订购中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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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产生且与定购量无关，那么就需要考虑这种成本。

订货成本可以作为所有组成成本的综合来估算。连锁企业分销系统的总订贷成

本一般表示为配送中心(或仓库)的每次订货成本乘以配送中心(或仓库)的总订

货次数，加上连锁门店的每次的订货成本乘以所有门店的总订货次数。

4．1．2库存持有成本

库存持有成本主要是由以下几项成本构成，但并不是每种情况下所有这些成本

项目都会发生。

(1)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是库存持有成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是存货占用资

金的应计利息(如果企业借款购买存货)或机会成本(如果企业用自有资金购买存

货)。

(2)过期成本 过期成本是由于存货的价值因为变质或市价的降低而减少所

产生的。随着存储的货物种类的不同，这个成本可能很大，也可能为0。如超市的

鲜活食品的过期成本很高I不容易变质的货物如电脑也会因为市价的不断下调而产

生过期成本；而纸制品等商品的保质期很长，市价变化不大，这种产品的过期成本

很小，可视为零。

(3)理货成本 理货成本是受货物接收数量大小影响的接收成本和储存成

本。与货物数量无关而与订单个数有关的理货成本应被包含在订货成本中。与数量

有关的理货成本通常很小，而且常常当货物数量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这项成本是

微乎其微的。但一旦增量成本发生，这部分与增加的库存有关的理货成本就必须算

进去。

(4)空问占用成本 空闯占用成本是因为库存变化而产生的占用空间成本的

增量变化。如果公司是按实际库存量多少缴费，则为直接空间占用成本。如果公司

是租借或购买库存空间，固定的租借或购买成本被计入设施固定成本中。或者按照

平均库存量均摊到每单位平均库存中。

(5)其它成本 库存持有成本的余下部分是一些相关的小额成本，如偷窃、

保证金、毁损、税金和可能导致的附加保险费。

单位库存持有成本是在综合考察以上成本项目后估算出来的。

连锁企业配送网络的年总库存持有成本一般表示为配送中心(或仓库)的单位

库存持有成本乘以所有配送中心(或仓库)的总平均库存，加上连锁门店的单位库

存成本乘以所有零售门店的总平均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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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运输成本

运输成本是指使商品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消费者手中而发生的物品的窄问位

移。运输成本是分销系统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连锁企业中，运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从供应商至配送中心的运输成木

和从配送中一IL,至零售店面的运输成本。运输成本主要有以下几项成本构成：燃料赞

用、相关作业成本、服务水5F成本等，可综合考察这几项成本以计算单位运输成本。

本文简化考虑了运输成本．把运输成本表示为满载条件下每公里的运输费用与运输

距离和总运输次数的乘积。

4．1．4缺货成本

缺货成本是指由于存货供应中断丽造成的损失。

每一个连锁企业都会有自己的忠诚顾客，当连锁门店发生缺货时，忠诚顾客会

愿意等待下一批商品补充的到来，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延期交货成本，延期交货成

本表示为缺货量乘以忠诚顾客的比例，再乘以单位延期交货成本；非忠诚顾客则会

选择放弃购买，从而产生了销售额的损失，销售额的损失表示为缺货量乘以-=1l忠诚

顾客的比例，再乘以商品单价。

门店的缺货还会影响到顾客对企业的印象，从而最终影响企业的销售量。有吲

候，研究者也将缺货造成的企业形象和未来销售量的损失定量化，把折成的数位列

入缺货成本中。

连锁企业的配送中心发生缺货时，通常会选择以紧急采购或紧急运输来满足缺

货时的需求，那么缺货成本表现为紧急采购的额外购八成本，或紧急运输的额外运

输成本(紧急采购和运输的开支会大于正常采购和运输的开支)；如果配送tI|』b小

采取紧急行动满足来弥补缺货，则会产生延期交货成本。

4．2分销系统模糊年总成本模型的建立

4．2．1模型假设和符号

本章首先尝试将模糊数学应用到一划一的连锁零售分销系统中，考虑的模型做

如下假设：

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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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假设分销系统由一个配送中心和一个零售店面组成，分销的产品为单～产

I锗：

(2)假设分销系统中最终顾客的需求其有不确定性，可用三角模糊数来描述；

(3)所有未满足需求都将被延期交货，但零售商需为此支付一定的延期交货成

本；

(4)假设零售店面采用连续检查的(月，Q)库存控制策略；

(5)假设零售店面的补给提前期是确定的，但因为需求是不确定的，所以，再订

货点也是不确定的，且也可用三角模糊数对其进行描述；

(6)假设零售店面与配送中心之间的距离比较近，适合采用公路运输的方式，并

假定每次的订货量不会超过一车；

(7)假设配送中心是没有供应能力限制的，故不考虑配送中心的缺货成本。

模型中用到的符号如下：6一最终顾客的模糊年需求(件)；席一零售商的模

糊再订货点(件)；L一零售商的补给提前期(天)；Q一订货量(件)，它为决

策变量；P-，一可能的缺货量(件)；M一满载条件下每公里的运输费用(RMB／公

里)；，一配送中心与零售商之间的距离(公里)；只豇一可能的服务水平。

4．2．2连锁企业分销系统模糊年总成本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4．2．2．1模糊需求与模糊再订货点的描述

这里简单地用三角模糊数(d，，d。，d。)对零售店面所面临的最终顾客需求6进

行描述，即“年需求约为d。，但不会低于幽，不会高于d。”(见图4．1)，其隶

属度函数如下： ，

％0)一

并一d．

d。一d，’

d。-X

d。～d。’

0，其它

同理，也可用三角模糊数“，k，‘)对不精确的再订货点进行描述，即“再订货

点约为o，但不会低于‘，不会高于0”(见图4．2)，其隶属度函数如下：

一36一

D4，L

“

巩

5

‘

X

X

E

vl

西

以



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四聿模糊环境下一对一分销系统的库存决策问题

p月O)一

。，rl sX 5k
r。一^

三兰，o s工5吒， ’m一^一oⅡ

吒一‘

0．其它

一一图4．1最终顾客需求的隶属度函数

Fig 4．1 The membership function of

final customer demand

图4．2再订货点的隶属艘函数

Fig 4．2 The membership function

of reorder point

4．2．2．2分销系统模糊年总成本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4．2)

分销系统的模糊年,ee成本函数为：

F(Q)。订货成本+库存持有成本+运输成本+缺货成本

郴，，詈喁。西DH曙聊，+轴郴，‘暑一日学
(4．3)

其中，第一项为订货成本，它为零售店面的订货成本与配送中心的订单处理成

本之和，零售店面的年订货成本等于零售店面每次的订货成本K，乘上订货次数

z3／Q．配送中心的订单处理成本等于处理零售商每次订单的处理成本蚝乘上零售
商的订货次数f豇『Q：第二项库存持有成本为零售店面和配送中心的库存持育成本之

和，零售店题的库存持有成本等二f零售店面的5F均库存水512[(Q／2)+F1与Iil!L位库存

持有成本h，的乘积，其中，E代表模糊安全库存，它等于模糊再订货点席，减去提前

期需求孑，，配送中心的库存持有成本XPl2均库存水3乎0／2与ty,位库持有J,g*h。的乘

积；第’i项运输成本等于该分销系统每次fFJ运输龆』|】M·，与运输次数西／Q的乘积；

由假设(7)可知，第四项缺货成本只发生订；零售商处，每个U货)i,5l J0l内的缺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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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r可能的缺货量船与单位延期交货成本8的乘积，它再与年订货次数6／西相乘

即町得到零售店m．全年的缺货成本。

因为年需求为三角模糊数口．，d。，d。)，所以，如果⋯年有360天，则F{需求为

三角模糊数“，／360,d，／360，d。／360)。假定零售商的补给提前期为L天，则可得提

前llfl需求孑

为三角模糊数(蠡吃，轰乜，蠡也)，由此可得安全库存为

F砸厕；。11Sm,Su)=“一蠡％rm一蠡峨。一丽du哟 (4 4)

定义町能缺货量芦s等_卜提前期需求大于冉订货点的可能性肋ss(彳=席)与模

糊短缺量的乘积，即

卢s；(彳～豆1·Poss(d≥蠢)

：(蠡“‘，丽dra—rm‘蠡小rf)．sup椭1-／t靠㈣蹦上)r町
其中，瓦表示所行可能m1于或等于x的数的集合，其隶属度函数为

，，一o。s工车急心
掣矗o)2：骂Ⅳi。)2

l【(d(d。．一／d36。0))，'3L6。-】．xz
0，其它

翥缸盖主蠡吃 ㈠s，
360 360 一～

Vt∈(一。，。J

将式(4．4)和(4．5)代入分销系统的总成本函数(4．3)，并令

W。IK，+K。+M，j】，V。Poss(d’苫蠢)·B，整理可得

if(Q)-∥，詈+譬@，+^。)+(膏一彳)‘^，+(·彳一瓦)‘6。善 (4·7)

在实际应用巾，为简化汁算，可以将口一氪)·6近似地表示为三角模糊数，即

令r：(孑一元)．D一。(fJ’f。^)．其忆f，=州丽d·三一，f)，f。～。·(丽dm，￡一，m)-

f。；d。-(立360·L一。)。然后将分销系统总成本幽数(4．7)[}J的清晰值譬(h,+ho)也表

示成三角模糊数(“，·Q，“。·Q，“。·Q)的形式，其中，“，；“。=“。=丢(以+‰)。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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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系统的模糊总成本可记为if(Q)=(f(Q)，‘(Q)'E(Q))，其中，

Ft(Q)叫‘虿W+“f．Q+旷”ff．苦 ㈨8)

‘(Q)-。西W删。．Q+¨”f。莒 (4 9)

E(Q)|"西W氓．Q+V，l，¨。考 (4 l【J)

运用重心解模糊的方法求解模糊总成本的解模糊值，因为模糊总成本是三角模

糊数，所以模糊总成本的解模糊值M(Q)可真接计算为

肘(Q)：盟型掣凼盟
；垫!生±生)’堡．!f±!!±!1

3 Q 3 Q+业产以+生学嵩

通过学A4．OM(Q一)噬z乎I"-攀"学⋯州：，aQ 3Q2 3 3Q2

Q’= !型L±垡!±生2±匕：鱼±幺±盟
似，+“。+“。)

(4．13)

定义分销系统可能的服务水平的近似表达式为

成一1-leg／Q) (4．14)

将由式(4．13)解得的Q+代入式(4．11)即可得到分销系统的最小总成本，代入式

(4．14)可得分销系统的可能的服务水平，再对所求得的可能服务水平解模糊即可得

到分销系统的最优服务水平的清晰值。

4．3算例

假定模糊年需求为后t(120，150，180)．模糊再订货点为兵a(【J，2，4)，模型cf')ll至IJ

的其余参数值见表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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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模型中的主要参数值

Table．4．1 The parameters VaIue in the rode

参数 参数值 参数 参数值

K。 20 f 120

h， 375 K。 1000

B 100 hn 260

M 5 ￡ 6

将表4．1中的参数代入本文中的模型可得，W；1620，“，；“。；¨。．；312．5，

提前期需求为d=(2，2．5，3)，安全库存为Ft(再一d)*(--3,一0．5，2)：提前期需求大

于再订货点们可能性为Poss(d≥R)=0．6，y；60，粥；(-o．6,0．3，12)；
r一(一180，75，240)。将以E数值代入式(d．13)，可得Q’一28。将Q+一28代入式(4．11)

可得分销系统的最小总成本为M‘(Q)一17338．代入式(4．14)并对得到的分销系统

的可能服务水甲解模糊可得分销系统的最优服务水平为0．9893。

4．4结论及展望

本章针对由配送中心和一个零售店面组成的分销系统，研究模糊需求和模糊再

订货点环境下该分销系统的库存决策问题。假设零售商采用连续检查的(R，Q)库存控

制策略。首先。将模糊需求和模糊再订货点分别用三角模糊数来描述。然后，给出

该分销系统的模糊年总成本函数，并通过令总成本的解模糊值最小找到零售店而的

最优订货量。最后，给出一个算例来说明模型的求解过程。

本章仅对为三角模糊数形式的模糊需求和模糊再订货点下的分销系统的库存决

策问题进行了讨论，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展到更为复杂的模糊需求形式下或考虑允许

部分延期交货的库存决策问题。此外，考虑模糊环境下“多对多”分销系统的库存

控制问题也将是对本文研究的进～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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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模糊环境下一对多分销系统的库存

决策问题

在上一章中我们讨论了模糊需求和模糊再订货点环境下一个配送tp心和⋯个

连锁零售店面组成的分销系统的库存决策问题，但实际中一个配送中心往往是需要

供应多家零售店面的，而且不但需求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各种库存成本由于其

构成的复杂性及动态性，往往也无法得到清晰值。由前文的文献综述可知，综合考

虑各种模糊成本和模糊需求的库存文献比较少，而这种情况更加贴近珧实。本章将

第四章中的情况进行了扩展，初步尝试考虑了模糊环境下一个配送中心和多家连锁

零售店画组成的分销系统，在需求和各种成本具有模糊性的条件。F．浚系统的库存

决策问题。并通过仿真分析，说明了该模型的求解过程和应用效果。

5。l弓I言

在分销系统建模与优化问题中，不确定环境下的库存决策问题是很常见、也很

典型的问题。大多数库存控制领域的学者为得到一个有效的库存管理策略，常常应

用概率论来处理库存管理中出现的不确定性，例如用概率分布来描述最终顾客的需

求，其中概率分布的参数是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得束的。然而，当缺少

可用的历史数据或历史数据不可靠乃至没有可用的历史数据时，标准的概率方法可

能就不适用了，或者通过概率方法得到的库存管理策略的实际应用效果并不理想。

于是，一些学者想到，既然市场上的需求可能并不是一个精确的值，它因外部环境

的不确定而在某一个值的附近波动，但由于知识所限，很难知道具体是哪一个值，

往往需要通过经验和管理人员的主观判断来具体确定，那么就可以通过模糊数学方

法对这种不精确的需求进行描述从而解决概率方法在描述不精确需求方面的局限

性：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库存系统的成本度量方面，传统的库存控制模型还常常将

模型中的模糊、不精确数据转换成清晰数据进行建模，如库存持有成本和缺货成本，

它们实际上是很难用一个清晰值准确表达出来的，所以，可以通过将库存持有成本

和缺货成本描述为模糊区问的形式，来求解更为符合实际的库存管理问题。lI二W为

L述原因，近年来．模糊集理论在库存控制领域中的应用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兴趣I 4‘8I。

从模糊性存在的领域，可将模糊集理论在库存控制领域中的应州分为两个办而．

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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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考虑需求存在模糊性的前提下，将经典的经济订货批量WOQ)模型扩展为

模糊EOO模型：Yao JS和su J S(2000)在将需求分别描述为三角模糊数、带有

区间值的三角模糊数、带有区间值的梯形模糊数的基础上，对岱，Q)库存控制策略

下允许延期交货的经济订货批量模型进行了研究”J；C．K童。和Yao JS和Ouyang LY

(2002)在年需求为模糊数和统计一模糊数的条件下对存在可变提前期的最优库存

策略的制定问题进行了研究I51：二是，在考虑库存控制过程中某些成本数据存在模

糊性的前提下，将以往研究过的模型扩展到模糊环境下：Gen M，Tasuhiro Y和Zheng

D(1997)就在各项成本都是三角模糊数的情况下，运用区间均值的概念对库存控

制问题进行了研究【6I；lshii H和Konno T(1998)在缺货成本为L形模糊数的条件

F对经典报奄问题进行了扩展研究l 7J；此外，有些文章在订货量是模糊变量的情况

下．对不允许延期交货的EOQ模型进行了详尽的求解18l；在模糊环境下对供应链进

行建模与仿真也是该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29-311。上述大部分研究成果都足借助于模

糊集理沦对需求或成本进行模糊建模，然后应用扩展原理进行求解，研究对象大多

足啦级库7f系统、“一对一”供应链系统或序列供应链系统，几乎没有看到涉及“一

对多”和“多对多”供应链系统的文章。此外，模糊环境下的相关文献对于分销系

统所设定的服务水平对库存决策的影响很少考虑，部分文献仍然采用通过概率论寻

找缺货量F边界的方法来确定系统的缺货量，至今没有看到运用模糊数学知识对可

能缺货量和可能服务水平进行建模的研究成果。

本章对上述两方面的待解决阿题都进行了初步探索，在将模糊需求和模糊库存

持有成本以及模糊缺货成本分别用三角模糊数进行描述的基础上，以该分销系统的

模糊年总成本的解模糊值最小为目标函数，以该分销系统所有零售店面的最小可能

服务水平的解模糊值不低于事先设定的目标服务水平值为约束条件，建立分销系统

成本-N务水平集成优化模型，然后，通过启发式算法求解配送中心和零售店面的

适当库存决策策略。最后，给出一个算例说明了模型的求解过程，并通过计算求得

了最优解。

5．2模型的建立及求解

5．2．1模型假设和符号

本章以零售连锁行业的分销系统为研究背景。近年来，中国的连锁便利店发展

迅速，尤其足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币i且国际上几大知名连锁业品牌都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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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中国市场，纷纷进军中国市场。连锁便利店主要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大

部分连锁企业都需要在本城市设立配送中心，以方便供应本地零售店。因此本章考

虑由一个位于本地区的配送中心和多家连锁零售店组成的分销系统，并以此为背景

对模型做如下假设：

(1)以连锁零售行业为背景，考虑如图5．1所示的分销系统(由一个配送中心和

多个零售店组成)，该分销系统中的供应链上游企业是连锁零售企业设在该区域的

配送中心，下游企业由该区域栉个销售同类产品零售店面组成。分销的产品为单一

产品。

图5．1连锁零售企业的两级分销系统

Fig 5．1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0f chain stoTe company

(2)假设分销系统中最终顾客的年需求具有模糊性(可用三角模糊数来描述)；

(3)假设所有零售店面的未满足需求都可以延期交货，但零售店面需为此支付一

定的延期交货成本，且该成本具有模糊性；配送中心仓库不允许缺货，一旦发生缺货

配送中心需要将产品从生产厂家以加急运输的方式运到；

(4)假设配送中心和零售商都采用连续检查的cR，Q)库存控制策略；并假定他们

的单位库存持有成本都具有模糊性；

(5)假设从生产厂家至配送中心以及从配送中心至零售商的运输提前期都是确

定的；并假定其运输模式都为公路运输；

模型中用到的符号如下：下标0和下标f分别表示配送中心和零售商f；6一模

糊年需求(件)；．}i一模糊再订货点(件)；￡～补给提前期(天)；Q一订货量

(件)；PS一可能的缺货量(件)；M一满载条件下每公里的运输费用(元枷)；
f一距离(km)；雌￡一可能的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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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分销系统成本一服务水平优化模型的建立

5⋯2 2 1三角模糊数的算术运算法则

下面是本章将要用到的关于模糊数的算术运算法则：

两个三角模糊数的加、减也是三角模糊数，记为

M(+xV篙On。，m4，m”)o n 4，珂”，栉。)一(掰。+^。，m”+／．ira m。+n”) (5．1)

^彳(一弘V*似1，m“，m”)(一)(H‘，／'1m，,／I“)一如‘一站‘，m”一打”，m。一订“) (5．2)

在实际应用中，为简化计算，令两个三角模糊数的乘、积也为模糊数，记为

．^f(‘)Ⅳ-(坍‘，m“，m。)@O。，以“，雄。)-O搿。·雅。，m”’nra历。·n。) (5．3)

M(：)Ⅳ一协。，用”，m。X：洳‘，I'lm，?l”)-(册‘／n。，m”／n”，m“／n“) (5．4)

并定义三角模糊数的勰模糨值为三角模糊数鹪重心，记为

d纰(材)一咖。+胁“+辨4)／3 (5．5)

5．2,2．2模糊需求与模糊库存持有成本以瑟摸糨缺赞成本的描述

因为市场上的需求可能并不是一个耩确的值，它因外部环境的不确定而在某一

个值附近波动，但由于知识所限，很难知道具体是哪一个值，往往需要通过经验和

管理人员的主观判断来具体确定，所以，就可以采用模糊数学方法对这种不精确的

需求进行描述{遮娶用三角模糊数g‘，d。，d。)对零售商i(／-1,2，⋯，玎)所面临的最

终顾客需求曩遴杼描述，即“年需求约为d，。，但不会低予蠢∥不会高于d。．”，

其中，d，、d．．、d。分别表示零售商i所蕊糈豹年需求的最悲观俊、最可能值和最

乐观值，其隶属度函数如下：

Ⅳ矗0)。

—堕，d‘量算sd，d-d
^ 4’“‘‘一”％

—坚，d。蓦xsd。d d
_f一岫7

册 q

使其它

(5．6)

中心仓库处的年需求为所有零售商年需求韵总和，所以，中心仓库处的年需求

也是一个三角模糊数，其隶属度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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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玩“)2

—兰丑，db；x；d。。d-d
。。 b’“b

3一“⋯。

—!立，，，s』sd。d-d l-。mO

¨n m。'

一j“Ⅱ。

0，其它

(5．7)

其中，db、d。。、d。分别表示中心仓库所面临的年需求的最悲观值、最可能值和最

乐观值，根据2．1节三角模糊数的加法法则可知，dk=∑2，d^、d，。=∑：。d。、

d扩∑2。d。

类似的，也町用三角模糊数(^ph。+，h。)和∞”b。，b。)分另¨刘零售商

Ⅲ；1，2，⋯，n)的不精确的库存持有成本和缺货成本进行描述，即“零售商i的库存

持有成本约为k．，但不会低于“，不会高于h。”，其中，h^、h。、h。分别表示零

售商i的库存持有成本的最乐观值、最可能值和最悲观值：“零售商i的缺毖成本约

为6，．，但不会低于‰，不会高予b。”，其中，b‘、b，，、b。分别表示零侮商i的缺

货成本的最乐观值、最可能值和最悲观值；模糊库存持有成本和模糊缺货成本的隶

属度函数分别如下：

Ⅳn．(X)- 肛目O)s

工一D。

茜’气“妯n
再b．,-x，6一z s“，‘5·8’

o’其它

同理，也可用三角模糊数(^k，h¨九。)对中心仓库的不精确的库存持有成本进

行描述，即“中心仓库的库存持有成本约为^。，但不会低于～r不会高】二h。。”，

其中，h～、h。。、h～分别表示中心仓库的库存持有成本的最乐观值、最”f能值和最
悲观值；隶属度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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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n。0)=

—生，^f0 sx

s。̂。hh
。。一b

‘。 “’。

—生，^。。sz墨^。h h
‰一卅0

4。 “。

0，其它

s．2．2．3分销系统的模糊年总成本函数

(5．9)

零售店丽i(i；1’2，⋯，月)的模糊总成本函数为：

f(Qi，R)=订货成本+库存持自成本+运输成本+缺货成乖

。卜@鲁】。[c譬。互，。丘】。卜。L。鲁】。[凰；@豆@鲁】
(5．1U)

其中，第一项为零售店而i的模糊年订货成本，它等于零售店面每次的订货成

本K。乘上模糊订货次数6。／龟；第二项为零售店面i的模糊库存持有成本，它等于

零售店而i的模糊平均库存水甲-【(Qf／2)o互】与模糊单位库存持有成本．Il，的乘积，其

中，i代表模糊安全库存，它等于再订货点与模糊提前期需求之差；第三项为零售

店埘i f门运输成本，它等’J：每7欠的运输费用M·‘与运输次数巨／o,的乘积；第四项
为零售店lf|i i的模糊缺货成本，它每个订货周期内的缺货成本等于可能的缺货量两．

与模糊啦位延期交货成本E的乘积，再与年订货次数西。／o；相乘即可得到零售店面
i全年的缺货成本。

配送中心的模糊总成本函数为：

丘(Q。，R。．)=订货成本+库存持有成本+运输成本+加急运输成本

4l心@鲁I。降珀鳓。M刚o。鲁I。[／6So。y。M。10]
(5．11)

j0}1，第一项为配送小心的模糊年订货成本，它等J：配送中心每次的订货成本

K。乘上模糊订货次数6。／色，；第二项为配送中心的模糊库存持有成本，它等于配

送I|1心的模糊平均库存水平【(。I，／2)o瓦】与模糊单位库存持有成本h。的乘积，其

If_}，S～I，代表模糊安全库存，它等t二再订货点与模糊提前期需求之差；第三项为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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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模糊运输成本，它等于每次的运输费用M·，。与运输次数6。／Q．，的乘积：第
删项为配送中心的模糊紧急运输成本，它等于可能的缺货量j瓯与y倍的运输成本
的乘积。

于是可’得，分销系统的模糊总成本函数为：

if(Q,，‰，R，R。)

=Fo(eo，R。)。∑：．，F(Qi，R。)

2[x。◇要】。[c譬。瓦，。‰】。【膨@气@象1。／35"o固rpM@lo】口．tz，
。∑：。{【K。鲁]。[t譬。墨，@％】。[肘。t。鲁】。Ps；。E。等1}
定义零售店面i所面临的最终顾客的日需求为=：_三角模糊数五。6。(：)360，由零

售店面i的运输提前期为L。天、稃订货点为R竹，配送-h心的运输提}jⅡ朋为L。尺、

再订货点为Ro件，并将￡。、E、￡”R。分别表示成模糊单值，可徇零化J。‘厕f和

配送中心仓库的安全库存分别为：

茸一是(一)乏。丘 磊一磊(一减。毛 (5+13)

令f t互固丘，I’otd～o@L“o。则可定义零售店面i的可能缺货量两．等于其提
前期需求大于其再订货点的可能性胍s(‘毫蜃)与其模糊短缺最的乘积，即

凰t。(f(～)豆)’‰(t≥丘)a(f(一)丘)’8upminl一Ⅳko)，Ⅳio)}(5．14)
其中，0表示所有可能小于或等于x的数的集合，其隶属度函数为

岸‰(f)_supp五(石) Vf∈(一∞，∞) (5．15)

同理，可定义配送中心的可能缺货量Ps。等于其提静期需求大于其再订货点的

可能性而站(元≥瓦)与其模糊短缺量的乘积，即

甄t(瓦(一)瓦)‘eOsWo苫磊)t瓯Ⅲ。)’51pminll一_“k(石)，∥E洲
(5．16)

其中，元。表示所有可能小于或等j：x的数的集合，其隶属度函数为

越‘。(f)拦“p弘矗O) Vf∈(一∞，o。) (5．17)

定义零售店面i可能的服务水、i，的近似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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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L．=1一(PS。／o,)

5．2．3分销系统成本-N务水平集成优化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5．18)

这里以i：j《分销系统的模糊年总成本的解模糊值最小为目标函数，以该分销系统

所有零售店面的最小可能服务水平的解模糊值不低于事先设定的目标服务水平值为

约束条件，以配送中心仓库和所有零售店面的订货量与再订货点为决策变量，构建

如下分销系统成本一服务水平联合优化模型：

㈣m“in，‰d咖巧(F)

SI．defuzz(PSL．)≥TSL fori一1,2，·一，n

QI，Q。>0 (5．19)

Rf，Ro芑0

模型的求解：直接用数值方法即可求解该模型，即运用一个四层的嵌套循环，

同时分别令QJ、R、Qo、R在区间(0，d。】、【0，d。】、(0，d。】、【0，d。】上循环，直

至找到满足约束条件同时令分销系统总成本的解模糊值达到最小的一组Qf、R，、

Q。、月。，它们即为零售店面f的最优库存决策讲、《和配送中心的最优库存决策

Ql：、月：。然后，将以上求解出来的最优解代入中心仓库和零售商f以及分销系统的

成本函数r|_l’即可得到浚库存决策策略下中心仓库和零售商i以及分销系统的最低

成本，将碍代入式(5．14)年r1(5．18)，即可得到零售商i在该库存决策策略下的最可能
服务水平。

5．3算例

为了说明模型，我们以有一个配送中心和三家零售店面的连锁零售系统为例。

捉5．1列f|j了模型中用到的参数值。零售店面的日标服务水平设定不低于95％。

计算过程是用计算机实现的，计算所用的函数程序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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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模型中的主要参数值

Table S 1 oaramater's values in the mDde

参数 参数值 参数 参数值 参数 参数值

民 20 K] 20 h 3 [341，360，379I

Do 【400,470,540] Dl 【120，150，180】 fI 120

hn 【268，279，290] D2 【150,170，190] f2 150

￡u 【4,6，8】 D3 【130,150,170J 13 180

M 5 三I 【2,3，4J 口l 1911，100，】10J

lo 400 岛 【1,2，3】 B2 1120，130，140】

y L4 厶 f3,4，5I 岛 1110，120，130J

KI 20 hl 【300，328,3561

K2 20 h2 【314,330,346J

将表5．1中的参数代入本文中的模型可得计算结果，表5．2给出了模糊环境下该

分销系统的各参数的计算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该最优解在满足零售店葡的最小

可能服务水平的解模糊值不低于事先设定的目标服务水平值为约束条件’I-．得到了

成本最小情况下的配送中心和各个零售店面的最优订货量和最优订货点。

一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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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模型的计算结果

Table 5．2 conput址ion results of the mode

rain陀 46938 凡 13 Rl 3

尺2 2 R3 4 Q0 77

Q。 23 Q2 25 Q3 26

PSL3 O．9808 PSLl 0．9870 PSL2 n9920

5．4结论及展望

5．4．1研究结论

阼存成木在供应链总成本巾l与很大比重，因此实现库存成本最优化对供应链上

的企、№具有重要意义。但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在不断变化，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

短、产品品种数飞速膨胀、客户对交货期的要求越来越高、顾客对产品和服务的期

望越来越高，这变化都对供应链下的库存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有必要不断采

用新的方法和技术进行库存管理。

奉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连锁企业的库存管理策略，#要内容可以概

括为以F几个方面：

(1)用模糊数学的知识来处理库存管理中的需求和库存成本的不确定性，它在

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都比用概率论处理不确定性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2)以连锁零售企业的实际问题为背景建立模型，并将库存决策理论应用于此。

这对1：实际巾的库存决策具有一定的借篆意义。

5．4．2主要不足及展望

(1)缺乏物流操作的实际经验和第‘手资料。如果文章能更好地与实际结合，

何更为洋实的供应链管理的原始资料，呵使结论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2)铂!运用模糊数学处理问题时，为了便于计算对一蝗变量进行了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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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泉能疆拟合填际情况，会他模型娌雨’亚人的应川价{随。例如．J咄川馍糊A采刊、uk

梯度F降浊逃彳r需求f日测，¨J能会更加{，：j介叟|{；=I、情砖l!，“利J‘进形fLfEH．仃成小

今后，术近作者需蛭}；|{入实践，更多地T+解连锁氽业实阿、的眦送操作ljd题，以

求理论1j实践n0更好结合，为我国连锁食、№和物流配送的发展做出更夫-《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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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计算中用到的函数程序

模型的整个计算过程是在Matlab6．5环境下进行的，下列是该过程中用到的部

分主要函数程序。

1．参数赋值函数

function

【D1，D2，D3，D0,L1，L2，L3，L0，K1，K2，K3，K0，hl，h2，h3，h0,B1，B2，B3，M，10，11，12，13，r,TSLl，T

SL2，TSL3,TC0]=Parameters

DI=[120，150，1801；D2=1150，170，190]；D3=[130，150，t70l；％参数

D0：[400，470，540]；

L1=[2，3，4】；L2=【1，2，31；L3=f3，4，51；L0=[4，6，81；

K1=20；K2=20；K3=20；KO=20；

h!=[300，328'356】；h2=【314，330，3461；h3=[341，360,3791；h0=[268，279，290]；

B1=[90，100，110]；B2=[120，130，1401；B3=[110，120，130]；

M=5；10=400；11=120；12=150；13=180；

r=1．4：

TSI。t--0．95；TSL2=0．95；TSL3=0．95；

TC0=50000；

2．库存系统巾发生的成本函数

function

【d0，d1，d2，d3，SO，ld0，FPS0，PS0，CT0，S1，S2，S3，ldl，ld2，ld3，PSl，PS2，PS3，RTl，RT2，RT3，PS

L1，PSL2，PSL3,TC，FFC，FPsl，FPS2，FPS3]=RTcost(Q1，Q2，03，Oo，D1，D2，D3，D0，R1，R2，

R3，R0，L0，L1，L2，1．3，r，hO，h1，h2，h3，B1，B2，B3，10，11，12，13，M)

【DI，D2，D3，D0,L1，L2，L3，L0，K1，K2，K3，K0,hl，h2，h3'ho，B1，B2，B3，M，10，11，12，13，r，TS

LI，TSL2，TSL3，TC0]=Parameters；％调用函数

d0=D0．／360；

dl=D1．／360；

d2=D2．／360；

d3=D3．／360；％顾客f|需求

S0=R0一dO．tLO：％中心仓库的安伞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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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dO．+u)：

FPS0=(td0·Ro)．+JR0一IdO(2)]．／[1dO(3)一IdlJ(2)J；

PsO=(FPs0(1)+FPs()(2)+FPs(J(3)J／3：

ifPS0<O

Ps0=0

ifPS0>1

PSO=1

end

end

CI'0=K0．*D0．／Q0+(S0+Q0．，2)．％O+M．+lO．+Do．／Q0+PS0．*r．+M．‘10；％中心仓库的

模糊总成本

SI=R1一d1．+u；％零售商1的安全库存

$2=R2．d2．+L2：％零售商2的安全库存

$3=R3．d3．tL3：％零售商3的安全库存

ldl=d1．*L1；ld2=d2．*L2；ld3=d3．*B；％零售商提前期需求

FPSI=(Idl—R1)．+[R1-ldl(2)】．／[1dl(3)-ldl(2)】；

FPS2=(Id2-R2)．+[R2—1d2(2)]．／[1d2(3)一ld2(2)】；

FPS3=(1d3-R3)．’JR3-ld3(2)】．／[1d3(3)-ld3(2)】；％零售商缺货可能性

PSI=：(FPSI(1)+FPSI(2)+FPSl(3))／3；

PS2=(FPS2(1)+FPS2(2)+FPS2(3))／3；

PS3=(FPS3(1)+FPS3(2)+FPS3(3))／3；％解模糊

ifPSI<0

PSl=0

ifPSI>I

PSI=I

end

end

ifPS2‘O

PS2=0

ifPS2>I

PS2=1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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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ifPS3<0

PS3=0

ifPS3>I

PS3=I

end

end
、

RTl=K1．*D1．／QI+(SI+Q1．／21．地l+M．。U．‘D1．／QI+PSI．*B1．+D1．／Q1；％零售商l

的总成本

RT2=K2．*D2．／Q2+(S2+Q2．／2、．铀2+M．+12．*D2JQ2+PS2．*B2．+D2．／Q2；％零售商2

的总成本

RT3=K3．*D3．／Q3+(S3+Q3．／2)．’h3+M．*13．’D3．／Q3+PS3．*B3．’D3．／Q3；％零售商3

的总成本

PSLl=1一PSl．／Q1；％零售商1的服务水平

PSL2=1一PS2．／Q2；％零售商2的服务水平

PSL3=1一PS3．／Q3；％零售商3的服务水平

FTC=CT0+RTI+RT2+RT3；％模糊总成本

TC=(FTC(I)+FTC(2)+FTC(3))／3；％对总成本解模糊

3．使总成本最小的决策值的计算和搜索程序

function

【R1，R2，R3，Ro，Q1，Q2，Q3，Q0，PSLl，PsL2，PSL3，TC，r0，rl，r2，r3，qO，ql，q2，q3]=Optimal

【D1，D2，D3，DO，L1，L2，L3，L0，K1，I(2，豳，K0，h1，h2，h3，h0，B1，B2，B3，M，10，11，12，13，r，TS

L1，TSL2，TSL3,TC0]=Parameters；

for R0=1：1：20

for R1=1：1：20

for R2=1：1：20

for R3=1：1：20

for 00=1：1：100

for Q1=1：1：50

for Q2=1：1：50

for 03=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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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dl，d2，d3，SO，Id0，FPS0，PS0，CT0，S1，s2，s3，Id)，ld2，ld3，PSl，PS2，PS3，RTl，RT2，RT

3,PSLl，PSL2，PSL3，TC，Frc,FPSl，FPS2，FPS3]=RTcosffQI，Q2，Q3，00，D1，D2，D3，DO，R1

，R2，R3，R0，∽，L1，L2，L3，r，h0，h1，h2’h3，B1，B2，B3，10，11，12，13，M1

if

TC<=TC0&PSLI>=TSLl&PSL2>=TSL2&PSL3>-1rSL3

r0=R0；rl=R1；r2=R2；r3=R3；

q0=QO；ql=Q1；q2=Q2；q3=Q3；

TC0=TC；

end

eml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i

R0=r0；R1=rl；R2=r2；R3=r3；

Q0=q0；Ql=ql；Q2=q2；Q3=q3；

TC=TC0；

[CT0,RTl，RT2，RT3，FPSI一1，FPSL2，FPSL3，PSLl，PSL2，PSl3，TC，FTC，PSI，PS2，PS3，PS0，

SO，S1，s2，s3，ld0，ld1’Id2，ld3，dO，dl，d2，d3，FPS0，FPSl，FPS2，FPS3I=RTcost(Q1，Q2，Q3，Q()，

DI，D2，D3，DO，R1，R2，R3，R0，∽，LI，L2，13，r,hO，hl，112，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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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张玲 供应链管理在合肥连锁零售企业的应用 -考试周刊2010,""(24)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激烈,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连锁零售业的竞争也不断加剧.21世纪的竞争将不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

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合肥市连锁零售企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强化供应链管理,并提高其

应用水平.

2.学位论文 丁欣 供应链管理环境下连锁零售企业运营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2005
    从当今全球企业实施供应链管理的整体情况来看，真正能够应用成功的比例还不是很高。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原因之一是缺乏有效的衡量供应链管

理绩效的评价体系。因此，建立有效的供应链管理绩效评价体系，以此衡量企业供应链管理的绩效水平，促进供应链管理的有效实施和顺利运行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今天连锁零售企业在供应链中地位的日益加强，使得以连锁零售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正在形成并不断发展。作为处于核心地位的连锁零

售企业的运营绩效的优劣决定了整条供应链的发展。因而，如何在新的管理环境下有效地评价连锁零售企业的运营状况将成为企业和研究人员关注的又

一个重要领域。本文先分析了供应链管理模式与传统管理模式的区别，总结了供应链管理环境下连锁零售企业的运营特点和供应链结构模型。接着归纳

了国内外关于企业绩效评价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和方法，为本研究选取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提供了依据。在建立了评价目的和原则的基础上，本文确立了

以平衡记分卡理论(BSC)作为理论框架，并从平衡计分卡倡导的四个维度构建了新的绩效评价指标集。最后本文通过使用专家调查法和层次分析法进一步

筛选了评价指标并计算出了指标的权重系数，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绩效评价系统参考模型。

3.期刊论文 丁欣.杨善林.李敏 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连锁零售企业运营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5,22(12)
    供应链管理环境的出现导致了企业运营管理模式的转变.传统的绩效评价方法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在深入分析供应链管理环境下连锁零售企业

的运营特点和平衡计分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平衡计分卡作为绩效评价体系理论基础的新思路,并由此构建了针对连锁零售企业的新的评价指标体系

框架.

4.学位论文 李元辉 连锁零售企业物流配送研究 2006
    2005年是中国加入WTO后，零售业全行业开放的一年，大量的国际零售巨头进入中国，我国连锁零售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站住脚，必须以有效的物

流配送作支撑。纵观成功的国际连锁零售企业(如7-11，沃尔玛等)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通过有效的物流配送模式和信息系统使得企业资产周转率提

高，运营成本降低，客户满意度提高，从而获得利润的增加。论文对成功的连锁零售企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采用的配送模式及信息系统解决方案进行

了研究，以期为我国的连锁零售企业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通过引入交易成本理论和供应链管理思想并结合实际案例，论文对连锁零售企业的物流配送模式及其信息系统形态进行了研究，认为连锁零售企业

的物流配送模式发展过程可以有两种途径：从供应商配送到共同配送再到一体化配送，或者从供应商配送直接到一体化配送；与配送模式相对应，信息

系统形态也经历了从简单的交易系统到供应链协同的信息系统。论文总结完善了物流配送模式和物流信息系统理论。

5.期刊论文 沐林英.张静 供应链管理在连锁零售业中的应用研究 -中国集体经济2009,""(15)
    随着全球物流进入供应链时代,我国连锁零售企业面对的是变化迅速的买方市场和外资零售巨头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要想在残酷的竞争和考验中保

持竞争优势并提高核心竞争力,连锁零售企业必须不断探索、提升零售业供应链管理水平的途径.

6.学位论文 刘春媚 中国家电连锁零售企业物流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2007
    中国家电连锁零售企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起步较晚，物流管理体系建设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现行的物流管理方法相对落后，严重制约了连锁经营规

模效益的发挥，己成为连锁业发展的“瓶颈”。在此背景之下，论文主要对家电连锁零售企业物流管理做了探讨和研究，本文第一部分对中国家电连锁

零售企业进行了市场分析，主要介绍了中国家电连锁零售企业在最近几年里的成长当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中国家电连锁经营企业的发展做了分析

，接着着重剖析了家电连锁零售企业物流管理的特点和作用；第二部分分别分析了一般企业的现代化物流管理方法和连锁零售企业物流配送先进技术以

及百思买的供应链管理：第三部分剖析了我国家电连锁零售企业物流管理的问题：针对我国连锁零售企业物流管理的问题，第四部分提出了我国连锁零

售企业物流管理的改进建议，最后提出了结论。

7.学位论文 滕立春 电器连锁零售企业的供应商评价研究 2005
    本文以电器连锁零售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供应链的角度,研究零售终端企业供应商的评价与选择问题.首先介绍连锁经营的基本概念,家电销售渠道的

变迁,全面揭示零售企业供应商评价的背景和基础.之后,介绍当前供应商管理的理论知识及家电连锁企业的供应商管理现状,并从零售商的角度来分析其

供应商管理的特点和目标,提出供应链中起主导地位的零售企业的供应商评价和管理的策略,并给出供应商评价时的步骤、过程及如何用评价结果来有效

制定对不同类型供应商的政策.在此基础上提出并详细分析了若干零售企业的供应商评价指标及其实际意义,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

.从而建立起一整套供应商评价选择的管理体系.最后,通过太原国美的实例研究,阐述了本文所提出的供应商综合评价选择模型在企业中的具体实施与运

用,验证了本文提出的供应商综合评价选择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若干供应商选择方面建议.

8.期刊论文 余晖.张文杰.Yu Hui.Zhang Wenjie 连锁零售企业主导型供应链竞争力研究初探 -铁路采购与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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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了连锁零售企业主导型供应链(简称"CRL型供链"),竞争力的涵义,分析了CRL型供应链的关键业务流程,指出基于流程的供应链组织能力、运营能

力和集成能力是形成CRL型供应链竞争力的三大核心能力.

9.学位论文 吴立事 我国连锁零售业供应链管理研究 2005
    加入wTO后，随着我国对外资零售企业各种限制性条款的完全取消，具有资金、技术、品牌等方面优势的国外零售企业纷纷进入我国零售业市场，同

我国连锁零售企业展开了全方位的竞争和较量，使得国内零售业竞争日益激化。

　　我国连锁零售企业由于起步较晚，在资金规模、扩张能力、成本控制、品牌价值、营销技术、人才资源等方面都与国外零售业巨头存在很大差距

，特别是在应用先进的供应链管理技术方面。因此，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如何提高我国连锁零售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水平，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求

得生存和发展，成为我国连锁零售业面临的严峻课题。

　　本文紧紧围绕“如何改进我国连锁零售企业供应链管理”这一主题，对我国部分商业连锁零售企业实施供应链管理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着重分析我

国连锁零售企业在实施供应链管理过程中存在的诸如：管理观念、信息化建设、物流系统、合作关系、规模经济、扩张资金、供应链管理人才匮乏等问

题。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笔者结合我国零售业的发展现状，借鉴国外连锁零售企业实施供应链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连锁零售企业

实施供应链管理存在的问题从七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1.进行内部整合和外部协调；2.完善企业信息化建设；3.提升供应链管理的物流水平

；4.加强供应链成员协调；5.建立战略联盟；6.建立国际化竞争的营销战略；7.加速供应链管理人才的培养。这些改进措施将有助于实现我国连锁零售

业供应链管理的规范化和现代化，提高我国连锁零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简要介绍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及体系结构。

    第二章阐述我国连锁零售企业的发展现状、优势、发展趋势及供应链管理的形成和一体化。

　　第三章分析我国连锁零售业实施供应链管理存在的问题。

　　第四章我国连锁零售企业实施供应链管理的改进措施。

10.期刊论文 李卫元.余平洋 连锁零售企业实施供应链管理的难点与对策 -中国商贸2010,""(4)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外零售连锁巨头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当前我国连锁企业已步入微利时代,我国零售连锁企业正面临着残酷的竞争和考验

,企业要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必须实施供应链管理.通过分析我国零售连锁企业实施供应性管理所面对的困难,提出推进我国零售连锁企

业开展供应链管理的思路和对策.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17530.aspx

授权使用：上海海事大学(wflshyxy)，授权号：9f94514c-6aa9-44d2-a6dd-9e0b0111adcb

下载时间：2010年10月10日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b4%e7%ab%8b%e4%ba%8b%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83150.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5%8d%ab%e5%85%83%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d%99%e5%b9%b3%e6%b4%8b%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honggsm201004001.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honggsm.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817530.aspx

	封面
	文摘
	英文文摘
	独创性声明及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第一章绪论
	1.1选题背景
	1.2供应链库存决策问题文献回顾
	1.2.1传统库存控制文献回顾
	1.2.2模糊库存控制文献回顾
	1.2.3其他库存控制文献回顾

	1.3论文研究思路

	第二章基本库存理论概述
	2.1供应链库存管理基本理论
	2.1.1库存的定义和分类
	2.1.2库存控制的概念与作用
	2.1.3库存控制的方法
	2.1.4常见的库存控制模型

	2.2供应链库存成本的计算方法

	第三章连锁零售企业及其配送中心相关理论
	3.1连锁经营
	3.1.1连锁经营的三种类型
	3.1.2连锁经营的特点

	3.2配送和配送中心在连锁经营中的作用
	3.2.1实现连锁经营的规模效益
	3.2.2提高连锁企业的运作效率
	3.2.3增强连锁经营的管理能力

	3.3连锁企业配送的特点
	3.4连锁企业配送系统的结构
	3.5配送中心概述
	3.5.1配送中心的功能
	3.5.2配送中心的类型


	第四章模糊环境下一对一分销系统的库存决策问题
	4.1连锁企业分销系统的差要相关成本
	4.1.1订货成本
	4.1.2库存持有成本
	4.1.3运输成本
	4.1.4缺货成本

	4.2分销系统模糊年总成本模型的建立
	4.2.1模型假设和符号
	4.2.2连锁企业分销系统模糊年总成本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4.3算例
	4.4结论及展望

	第五章模糊环境下一对多分销系统的库存决策问题
	5.1引言
	5.2模型的建立及求解
	5.2.1模型假设和符号
	5.2.2分销系统成本-服务水平优化模型的建立
	5.2.3分销系统成本-服务水平集成优化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5.3算例
	5.4结论及展望
	5.4.1研究结论
	5.4.2主要不足及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附录：计算中用到的函数程序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