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

新兴的行业不断发展，各种选址问题对决策者的收

益影响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关注影响

其获利的更多的外界因素。例如配送中心的选址、

零售场所的选址等等，似乎都直接影响着商家的利

益问题，有人甚至于认为“三分经营，七分选址”。

这样就不难看出，选址决策对于企业和商家的重要

性是不容忽视的。在零售业中，决策者的目标首先

就是获取利润，而选址是零售业经营的首要因素，

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决策者经营零售业的

成败，因此零售业通常被人们称为“选址的产业”。

如果选址适当，可使投资者的人力、财力、物力发挥

其最大的潜能，进而其自身的产业也会得到相应的

长足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不断的增长，经济飞速

的发展，这些都带动了社会需求不断加大，近年来，

我国CPI上涨率持续高位运行，物价水平也在逐年

提高，这充分说明人们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最为

明显的就是随着人们购买力的提高促使了大型超

市或者卖场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在我国已是遍地开

花，琳琅满目。据不完全统计，仅2012年12月，连

锁超市在山西省的开业速度达到了每15天一家，甚

至有时出现每两天就有一家超市开业的情况。而

这些年在省会太原市开发大卖场的商家就有沃尔

玛、世纪华联、家乐福等众多国际国内知名的连锁

企业，与此同时本土卖场美特好也一直在市场中占

有一席之地并且有加速扩张的趋势，因此卖场竞争

的激烈性不言而喻。然而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

下，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优，有盈利者必然就有亏

损者，经营不善，考虑不周，必然会导致亏损。作为

商家自然是想要囊括大部分市场，而对于商家而

言，想要立于不败之地，对于市场的考察是才是必

要的。于是在对众多因素的考察中，商圈的选址

就变成重中之重。有人曾说：“超级市场的商圈立

地对开店成败的影响力至少占70%以上。”但也有

的商家不够重视选址的重要性，固执的认为自己

可以在开店营运后，通过其他方法来提高业绩，这

样的做法往往只能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为此只

会导致经营惨淡，甚至于破产，这样的例子也时有

发生。

2 研究背景
任何一个地点的选取，都会有很多外界因素对

其造成影响，超市的选址也会如此，对于影响超市

选址的相关因素，笔者做出以下的大致归类同时给

出相应的总结。

第一，人口因素的影响。众所周知，在生产生

活中，人是起主导作用的，因此，没有人口的需求，

超市盈利无从谈起，人口需求是超市选址的首要条

件。其次是超市在选取区域时，该区域内的人口的

数量、人们的经济状况以及其自身的经济潜力是需

要具体了解具体分析。另外需要考虑的是这些人

口的收入的高低、购买力的高低、自身的消费习惯

和消费心理等等。另外还要考虑的该地区未来人

口的自然增长趋势、迁移情况以及人口收入是否会

有变化。

第二，超市所处城市的规划情况。首先需要考

虑到的是所选地点所属的城市类型，需要了解其究

竟是工业城市还是商业城市、是中心城市还是卫星

城市、是历史城市还是新兴城市，根据城市类型的

不同，对超市的定位也会有所区别；其次需要了解

的是该城市的气候、风土等自然条件，经济、历史、

文化等社会条件，这对商品的选取会有一定的影

响；此外还需要掌握该城市规划，例如是否有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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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计划，大型住宅区是否有新的开发等等，这对

超市的规模会有影响。

第三，区域的繁荣程度。繁荣程度决定着该区

的消费水平。该区域人口是否密集，是否处于商业

中心，该区域的商业设施的密集程度如何，例如是

否有同等规模的卖场，这些卖场的面积大小、营业

额多少、人流量的多少等等。此外其它商业区有什

么特点等。该区的综合程度越高，说明在该区选址

盈利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其相应的竞争性也会存

在。

第四，同行竞争性。以上提到要考察是否有同

类规模的卖场，此处的竞争指得就是同类商家可能

带来的利益威胁。此时需要着重考虑的是了解竞

争者的营业能力、其经营品牌的强度、消费者对该

商家的认可程度以及消费者的认可重点等等。

第五，便利性因素。这里主要考虑的是交通的

便利性，即交通便捷程度。交通便利，是消费者光

顾的前提条件之一，没有人愿意浪费时间舍近求远

去购物，所以应关心的是消费者从住宅地到购物地

点所花费的时间，自然是尽可能短为好。为此，要

考虑到汽车到该地点所花的时间进行测试和比较

分析，如果便利性这一点做到很好，自然会在无形

中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3 提出实例
3.1提出问题

某城市规划在其远郊建一个卫星城市，下设20

个街区，如图1，某超市准备在上述街区进行设点。

除考虑以上提出的几点影响因素之外，需要提出具

体的要求如下：

（1）各街区居民数预期为1、4、9、13、17、20各

12000人，2、3、5、8、11、14、19各14000人，6、7、10、

12、15、16、18各15000人；

（2）根据方便就近的原则，在某一街区设点，该

点将服务于该街区及相邻街区。

问题1：在哪两个街区设点，使其服务范围的居

民人数最多？

图1 街区布设

3.2 数学模型建立

根据题目要求，列出表1，表1中数字代表某街

区居民到可能设于各个街区地点购物的总人数，用

表示，单位：万人。

表1 各街区居民到各街区超市购物人数一览表

数学模型 ①

s.t.

其中，目标函数①表示满足服务的人数最多，

约束条件，②表示共设两个点，③表示设点的街区

居民才可以去购物。

3.3 模型求解

此时该问题问题是一个覆盖问题，而且是最大

覆盖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尝试用以下三种方法求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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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穷举法

根据题目的要求，此时需要选取两个点作为超

市的地址，例如在编号为3的街区设一个超市点，它

可以服务的街区有1，2，3，4，6，若在编号为18的街

区设一个超市点，它可以服务的街区有12，14，17，

18，19，20，通过计算可得，其总服务人数为14.9万

人。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可行解。但同时不难发

现，想要从这20个街区选取两个点，倘若这样一一

列举，会有 种可能性。显然，这种方法更适合

于小规模的穷举例子，此处做起来会比较困难，不

适合使用这种方法。

（2）启发式算法

启发式算法是一种逐次逼近最优解的方法，其

优点是求解速度快，可以从随机的可行初始解出

发，逐渐迭代，但其缺点是不能保证给出的解决方

案是最优解。

具体解法如下：

通过观察，挑选两个点覆盖不重合的街区如1

和街区14，由于街区1覆盖的是街区1、2、3、4，街区

14覆盖的是街区11、12、13、14、15、16、18、20，所以

通过计算可知，总服务人数为16.4万人，进一步观

察，用街区3替换街区1，街区3覆盖的是街区1、2、

3、4、6，计算得总服务人数为17.9万人，同样的方法

替换下去，可知选取街区3和街区14，街区4和街区

14 都可以覆盖人数最多，为17.9万人。这可以作为

两组满意解。

这种算法也可以称为是交替选址-分配问题，

其实质是一种单调下降的收敛过程，即每做一次，

求解的结果总比上一次要好一些，或者和上一次的

结果一样好。

（3）利用数学软件lindo求解

把数学模型以及约束条件带入数学软件中，即

可求得最优解，选取街区3和街区14或者街区4和

街区14，此时服务人数最多，为17.9万人，这是求得

的满意解。

3.4 补充问题

在以上已有问题的基础上，笔者尝试考虑解决

另外一个问题。

问题2：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外界条件充足的

情况下，考虑至少要设立多少个点，才能使得全部

街区的居民都能得到服务？

数学模型

s.t.

这是一个完全覆盖问题，考虑其求解方法，由

于分枝定界法在求最优解时，计算量相对较小，因

此比穷举法要优越，其求解会用到前面内容中提到

的分枝定界法，略解如下：

首先提出该问题的一个可行解

以下对其进行分枝

显然 超出原可行解上界，故剪枝；

对 继 续 按

照此方法求解

…… ……

循此方法继续下去，可得满意解

即至少选取5个点，可以服务全部街区的居民。

选址问题作为一个古老而经典的问题，在其

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学术

水平逐渐提高的今天，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已被

人们不断完善和更新，确实在解决各种问题的时

候气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新的问题

也在不断地出现。新产生的问题，往往制约条件

会变得更多，其要求更精确，题目会变的更复杂，

从而解决此类问题的难度也会加深，对于研究者

而言，这便是新的一轮的挑战，同时也是新的成

长。

1，在第i街区设点
=

0，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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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ocation of a Discrete Supermarket

ZHAO Yong-fang
(Shanxi Management Vocational College, Linfen, Shanxi 041051）

Abstract: Location problem is an ancient problem with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of development history.

This problem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basic types: The one is continuous and the other is discrete. The former is also

known as the planar location problem.Its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the calculus and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aspects; the latter is also known as the network location problem.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combined analysis.This

is a problem in our life ——the supermarket location. We can get the optimal solution from a variety of possible

solutions.

Key words: location problem; centroid method; branch and bound method; cov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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