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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共享单车的普及和快速发展

随着共享经济的兴起，共享单车作为一种绿色、便捷的出行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

泛的推广和应用。

共享单车再平衡问题的提出

共享单车的分布不均衡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用户体验和城市管理。因此，研究共享

单车再平衡的配送中心选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配送中心选址对共享单车再平衡的影响

配送中心作为共享单车调度的核心环节，其选址直接影响到共享单车的再平衡效率和成本。

因此，合理的配送中心选址对于提高共享单车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背景和意义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在共享单车再平衡和配送中心选址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学模型构建、优化算法设计

和实证分析等方面。例如，一些学者运用整数规划、启发式算法等方法对共享单车再平衡问题进行了深入研

究。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在共享单车再平衡和配送中心选址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但近年来随着共享单车的快速发展，相关

研究也逐渐增多。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共享单车再平衡策略、配送中心选址方法等方面。

研究现状总结

虽然国内外学者在共享单车再平衡和配送中心选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

步探讨，如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性选址模型、针对大规模问题的有效求解算法等。

国内外研究现状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构建一

个适用于共享单车再平衡的配送中心选址模型，并运用

有效的优化算法进行求解，为实际运营提供决策支持。

研究内容

1. 分析共享单车再平衡的影响因素和需求特点； 2. 构建考虑多种因素的配送中心选址模型；

3. 设计适用于大规模问题的优化算法； 4. 通过实证分析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研究目的和内容



02 共享单车再平衡
问题分析



共享单车再平衡是指通过人工或自动化手段，对城市中不均

匀分布的共享单车进行重新分配和调度，以保持其在各区域

的均衡分布。

定义

由于用户骑行行为的随机性和不均衡性，共享单车在城市中

的分布往往会出现局部过剩或短缺的情况。为了提高共享单

车的利用率和用户满意度，需要进行再平衡操作。

原因

共享单车再平衡的定义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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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的分布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如早晚

高峰时段、商业区与居住区之间的分布差异等。

时空分布不均

用户需求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共享单车的分布，如

天气变化、节假日等因素会导致用户骑行需求的

变化。

用户需求变化

共享单车的再平衡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等

资源，调度成本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再平衡策略的

制定和实施。

调度成本

共享单车再平衡的影响因素



挑战
共享单车再平衡面临着调度成本高、用户需求难以预测、政策环境不稳定等挑

战。

机遇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共享单车再平衡可以实现更加精准的需

求预测和调度优化，提高共享单车的利用率和用户满意度。同时，政府政策的

支持和引导也为共享单车再平衡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共享单车再平衡的挑战和机遇



03 配送中心选址的
理论基础



选址理论的发展历
程

从传统的经验选址到基于数学模

型的选址，再到现代智能选址方

法。

选址理论的研究对
象

主要研究如何确定设施的位置，

以最优化设施的服务质量和效率。

选址理论的应用领
域

广泛应用于物流、零售、制造等

领域，为企业和城市规划提供决

策支持。

选址理论概述

030201



选址方法分类及比较

定性选址方法

基于经验和主观判断，如专家评分法、德尔菲法等，简单易行但缺乏
客观性。

定量选址方法

基于数学模型和算法，如重心法、覆盖模型等，具有客观性和可重复
性。

智能选址方法

基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如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能够处理
大规模复杂问题。

比较分析

定性方法简单易行但主观性强，定量方法客观性强但需要一定数学基
础，智能方法能够处理复杂问题但需要大量数据和计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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