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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一、背景描述

在快消品（如便利店）售卖中，其商品结构多为生活消费品，如饮料酒水、零食、日用品等；经过多年
线下销售体系运转（经过厂家、多级代理商、批发商到达便利店），其价格体系透明。

其在涌现出的线上电商中，可绕过部分零售环节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但也承担了更大的物流配送费用
；在利润空间预期受限的前提下，降低物流费用成为必然的选择。

二、问题描述

在探索降低物流成本该命题，从物流配送全链路角度出发分析，仓配结合、路由规划、人员管理等存在
许多可行性方案。

本文仅从车辆空间利用效率出发，从提高装载效率的角度进行探索。

选此角度分析的原因：

1）从业务角度分析，在城市内货物配送中，为保证司机获得费用相对公平且计价简单，大多采用相对固
定的价格或简单计价方式：如一车次金杯车固定350元，或配送一个点位50元等方式；故其一车次费用相
对固定。

2）该模式为城配，其无法通过仓库之间的调拨解决车辆装载问题；如在快递配送中，从广州到杭州需4
辆车，在装满3辆后，其第4辆不满的情况下，其可采用与其他路线合并如与苏州货物同时发出、或延后
一定时间待装满后发车；但在电商城配中，其车辆配送规划后，需及时发出保证时效，缺乏腾挪空间。

3）在快消品配送中，在安全配送的前提下，不得超载或装载容纳不下的体积；从其商品角度出发，其平
均装载密度较低，接近或小于水的密度，故几无可能超载。



综上，保证车辆装载率后，可降低物流成本。

若不解决此问题的直接后果：

每车商品装载程度无法有效控制，配送费用无法有效降低；

司机每日配送效率不同，感觉不公平，降低工作积极性；

装载率无法有效控制，对于每日所需运力估计不准，运力不足问题放大。

三、解决方案

为解决该问题，与业务运作机制结合，对业务问题进行剖析；本问题主要解决在装车中如何高效利用空
间体积问题。

分析问题可以推出，该问题要解答的主要核心问题：

商品真实体积问题；

商品堆积后空间利用；

不同车辆可装载空间不同。

下面将对这3个问题进行分别阐述。

1. 问题一（商品真实体积）分析

要想获知商品真实体积，需对其进行测量。在实际中存在大量难以准确测量的场景，主要归类如下：

在售卖中，同一编码（常见为69码）下，不同包装可为不同的售卖单元，如12瓶装与24瓶装的可口可乐
，其商品条码一致，但其商品体积不一致；

在零售中，存在商品体积不规范的问题，常见的如乐事薯片、卤蛋等不规则商品以及拖把等异形商品；

部分可挤压体积的商品，如毛巾、毛绒玩具等，其可压缩体积运输；

体积空间可重复利用的商品，如桶等可堆叠商品，单个与多个体积不为简单叠加计算，如1个桶其所占体
积为10L，但5个桶堆叠在一起其体积也约为10L，变化不大。

针对如此复杂的商品，如何准确测量商品体积成为首要需解决的问题。

结合运输实际场景，针对不同类型进行分别分析：

对于常规商品，如奶、酒水等，其外包装接近长方体，且不可压缩，故可直接测量商品长宽高作为体积
；

对于小体积商品，如卤蛋、辣条等包装体积较小，在运输堆放中可放置于副驾驶位等空间，故在装载中
不作为体积计算；

对于膨化食品，如薯片等，其装载中不可挤压，占用体积较大，故需对其实际体积乘以系数，用于考虑
其安全运输所占体积；



对于可挤压商品，如毛巾等，在零售中其数量不多，故按其单个商品体积计算，该单个体积为挤压后所
测体积，若多个同时配送，则忽略体积挤压造成的体积损失；

对于异形商品，如拖把等，因其在配送中摆放困难，占用体积较大，故采用其*大的长宽高作为体积长宽
高分别计算；

*后将其分别测量方法作为测量规范下发执行。

2. 问题二（商品堆积后空间）分析

货物在车辆中堆放时，相同商品之间堆放时，中间必然存在少量间隙，且因不同商品之间外包装规格体
积等差异较大，货物之间的空隙存在不确定性，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售卖结构的变化会带来空隙的变动
，故需对此进行估算。

在得知**步后，在依据线下货物实际堆放程度后，为便捷操作，可按照车辆满载作为判断条件，此时通
过拉取装载商品清单可计算出实际装载体积。通过获取该车车内容积便可得知货物堆放时产生间隙的比
例，此处将其定义为膨胀系数，即商品真实体积在堆放后占用的空间体积之间的比例。

通过此处计算可获得单次的容积，并不具有代表性。可依据配送结构，模拟多次，通过大量数据判断，
获取商品堆放膨胀系统。

3. 问题三（车辆之间可装载量不同）分析

在城配中，不同车辆之间可装载量不同，主要存在如下场景：

不同车型之间必然存在差异，如金杯与小面约为2倍关系，同一车型不同厂家生产车辆其内部体积也不同
，略存在差异；

在城配中，如中面、小面等车型，常常为拆座后拉货，针对不同城市的不同监管要求，拆除一排座位与
拆除2排座位其内部体积差异极大，可通过日常货拉拉配送中观察下；

在装载后，考虑到其装卸、找货货等场景，侧门、后门对寻找效率产生影响，也影响其堆放顺序，且货
车普遍配备小车用于搬运货物，此也影响货物转载。

考虑这些因素，若不追求**解可使用车型通用装载体积计算，若为追求精细化管理，可实际测量其装载
体积。

小结：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步骤：

获取车辆体积、商品体积；

实际装载货物后，按照*大装载比例，计算其膨胀系数；

多次计算，不断修正系数；按此膨胀系数计算装载体积后，可大致计算出车辆装载率。

四、深入剖析

在实际装载中，商品体积可能测量误差、车辆可装载体积可能存在误差，那为何可解决该问题？通过此
方法解决问题后，存在哪些收益与价值？在实际运行中可能存在那些风险需要规避？接下来进行分析。

为何可解决该问题：



在于膨胀系数的动态调整以及线下对装载率的及时反馈；若个别车辆出现装载异常，可查询是否为个别
商品或车辆存在体积差异较大，当批量存在异常时，则为系数存在问题，需进行重新计算，计算时依据
以往积累可装载真实商品体积计算。

在实际车辆装载中，装载商品种类多样，可能存在偏小或偏大的情况，在膨胀系数的放大下，可摊平其
差异，即可达到预期装载。

价值与收益：

通过该方案，可动态解决车辆装载问题，可获得直接收益分析如下：

可系统自动计算装载率，去除人工判断的难题，极大提高效率，为后续自动装车提供基础保障；

可实时依据下单中商品数量，实时计算所需运力（可装载量），与当前运力进行判断预估，可对车辆所
需车次可进行较精准判断；

对不同车型可装载容量进行判定，对每车性价比（平均费用/所载体积）进行判断，不断优化车型比例。

在对车辆进行相对管控后，可对所需费用进行基本预估，可对销售端促销手段进行更多支撑。如可对某
一商品分摊平均物流成本，在结合其毛利，可计算其可让利空间；以及大量计算后可作为优化商品售卖
结构的依据。

装载不下可能原因：

司机在实际装载中，哪怕按此方法计算后，仍可能出现装载不下的情况，在次对其进行分析：

摆放方法：在实际摆放中，不同商品需摆放层次不同，如酒水等外包装规格，且重量较重，则需要放置
于下层，其余较轻，则放置于上层。若摆放不规范，则会额外占用体积；

其余商品占用：在商品取货路上，车上堆放了过多的退货，占据较大体积，挤占了取货商品体积。

若可排除这些原因，则需考虑系统设置问题。

存在风险：

本系统比较依赖线下反馈以及不断计算膨胀系数，在平台突然增加大量商品种类后，改变商品结构，干
扰当前膨胀系数，可能影响到装载效果。

五、适用场景

本方法从快消品商品出发，以车辆满载为目标，可满足配送商品种类繁多、对物流费用比较敏感、商品
体积不方便测量等复杂情况的装载计算要求。

但其必然存在使用限制，在此进行分析：

商品密度过大，如为铁制品，则需考虑商品载重为**要素，体积比重降低；

不得大量叠加堆放商品，如盆栽等；

本身存在规则容器，则无需考虑，如鸡蛋等放置与隔槽内运输；



若运输货物均为临时装载，无法提前预估也无法适应。

在使用此方法推进业务运作中，可能会遇到多种复杂场景，主要为商品数量拓展后对其测量繁琐，成本
较高，特别是业务快速发展时可能无足够精力进行测量。

对此，结合本方法对误差的消除机制（如前描述），可使用如下方法：

对于外形不规则、体积较小的商品，如卤蛋、榨菜等不易测量，且对*终装载体积影响不大，可设定几个
层级规格，如24、40、80立方厘米等规格，按实际体积估算后选择对应规则；

对于外形规则商品，可比较在已测量中寻找外形相似、接近商品，直接复用其商品体积。

六、总结收尾

本文以车辆满载为目的，利用商品、车辆等体积数据，搭建了一整套计算方法；并结合线下监督反馈机
制，对该系统进行了很好的维护，极大提升了对业务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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