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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今我国农产品物流正在快速发展，消费者对瓜果蔬菜等配送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农产品物

流配送的关键正是“最后一公里”的物流配送。但是，目前我国农产品在“最后一公里”物流配送方面还存有

诸多难题，导致物流配送效率低下。基于此，本文以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社区物流配送为例，运用 LinkRank

社区发现算法对其农产品“最后一公里”物流的配送区域及配送点进行细分，并在如何提高配送效率方面给

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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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最后一公里”物流配送的研究越来越受

重视，但关于农产品“最后一公里”物流配送的研究却相

对较少，实际操作中其配送率较其他产品更低［1］，因此该

研究亟待加强。本文通过对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城市社

区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现状的实地调查，运用

LinkRank社区发现算法［2］对其进行研究并提出配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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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化建议，从而使农产品配送更高效，进而以低资金投

入换取高物流回报。

1 配送区域优化研究

1.1 LinkRank社区发现算法

LinkRank 由 Kim 等提出，指物流配送区域及配送点

间的链接等级，能有效解决无向网络、有向网络等社区发

现的问题［3］。该算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确定配送

点配送范围，第二阶段确定中转站配送范围。

LinkRank 社 区 发 现 算 法 计 算 公 式 为

QLinkRank =∑ij[ ]Iij - πijπij δ( )Ci,Cj 。其中，Iij表示节点 i与 j间

的 LinkRank值，πi表示节点 i的等级，当节点 i与节点 j位

于同一社区时，（Ci，Cj）=1，否则 δ（Ci，Cj）=0。Q的取值范

围为（0，1），且 Q 值越大则社区结构越明显。一般当 Q≥
0.3 时就可认为该网络具有明显的社区结构。建立社区

网络后，可将物流在配送区域划分方面存在的问题转化

为复杂网络中社区发现的问题。

1.2 案例分析

经过详细的资料搜集分析后获得成都市温江区城市

居民生活社区分布图；利用专家评价法获取影响因素（路

况、车况、荷载等）的权重，其值分别为ω1=0.60、ω2=0.10、

ω3=0.15、ω4=0.10、ω5=0.05；利用网络建模工具 Gephi，最

终构建温江区社区物流配送网络模型结构，见图1左。

对温江区社区物流配送网络模型进行社区发现。第

一阶段使用模拟退火算法计算，解得该区域可划分 9 个

社区群，此时网络模块度约为 0.810；第二阶段使用

LinkRank 社区发现算法计算，解得社区群可分出 3 个中

转配送区域，此时网络模块度约为 0.528，最终求解结果

见图 1右。其中，节点大小表示区域内的社群多寡，网络

边线粗细表示区域间的信息共享程度。

经过对成都市温江区韵达物流点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可知，部分区域配送点分布密集，而部分社区分布较密却

未设置配送点。本文用两阶段 LinkRank 社区发现算法

得到新的配送体系中，配送点布局合理紧凑，每个配送点

的覆盖区域较小，可达到快速配送的目的，提升农产品运

输速度。由此可知，使用该办法构建的物流配送机制有

一定的可行性，其可将每个物流点互通并形成物流网，从

而实现高效低成本的“最后一公里”配送。

2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分析了农产品“最后一公里”物流配送问题，针

对配送点规划、配送区域划分进行了系统分析，获得了一

些研究成果。现根据成果提出建议如下：①针对配送点

规划及配送区域划分，利用两阶段LinkRank社区发现方

法提高配送网络覆盖率，减少配送重复率，降低物流成

本；②针对末端交货问题，卖方可与社区便利店合作，使

用智能化快递箱、建立自营门店等提高交货率、减少等待

时间；③针对配送服务问题，可通过提高工作人员素质，

增强风险意识来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

本文虽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但由于目前我国对农

产品“最后一公里”物流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配送

点及配送区域的选择、配送路径优化等方面的研究正处

于探索阶段，因此，这方面的资料和数据有限，对农产品

“最后一公里”物流配送问题的研究也十分有限，期待在

今后的学习中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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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成都市温江区城市社区分布社区聚类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