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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铁路物流园区的概念和特征，从定性和定量

两方面分析了其选址规划的基本思路。构建了选址规划方

法体系，采用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模糊综合评判和基于需求

势能理论的离散选址方法确定选址方案。提出选址评价指

标体系，包括车站作业条件、交通区位条件、地区支撑条件

和环境支撑条件4大类。最后，以北京市为例，提出铁路物

流园区选址规划方案，其结果与北京市物流及铁路发展规

划基本吻合。

Abstract：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

istics of railway logistics park,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site

selection planning by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

ses. The paper develops a methodological system for site se-

lection planning of railway logistical park, which determines

site selection scenarios using AHP-based fuzzy comprehen-

sive evaluation, and discrete site selection method based on

Demand Potential Energy theory. Then the paper presents a

system of evaluation indices, including operation, location, re-

gional and environmental support for railway stations. Finally,

a case study from Beijing is conducted to present site selec-

tion scenario of railway logistical park, which is better match

existing logistics and railway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Bei-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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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很多大城市已率先进行了基于公路

网的物流节点布局规划建设，但已规划的物

流园区普遍缺乏必要的铁路衔接与支撑。铁

路运输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具有运

力大、辐射广和节能环保等诸多优势，规划

和发展铁路物流园区已成为城市适应新时代

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系统改造传统货运场

站布局，规划建立铁路物流园区也成为铁路

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关键和突破口。而建立铁

路物流园区首先要解决其在城市的选址规划

问题，这是铁路物流园区发展的前提基础。

1 铁路物流园区的内涵

1.1 概念

铁路物流园区是以铁路货运场站等铁路

资源为基础，融合现代物流管理理念和服务

理念，在全路重要运输枢纽及各种运输方式

集结、交汇且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建立起来

的，提供以铁路运输为主体的现代物流服务

的空间场所，是铁路变车流集结为货流集结

的重要载体，既可为铁路自身提供物流服务

场所，也可作为公共性物流基地吸引城市相

关物流企业入驻，共同开展以铁路运输为主

的物流服务[1]。

1.2 特征

结合铁路物流的发展现状及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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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物流园区有以下4个特征[2]：

1) 功能内容更加丰富。

铁路物流园区将融合现代物流服务理念，为

客户提供综合性、一体化、全方位的物流服务；

深刻融入客户的产业链、供应链和物流链，主动

为客户提供量身订制的个性化物流服务。

2) 空间布局更加合理。

逐渐打破既有货运场站的空间格局，退出城

市核心区，在考虑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基础上

进行层次鲜明的空间网络布局，完善网络结构，

提高网络服务效率。同时还将优化园区内部平

面、空间布局，在保留传统货运场站功能的基础

上，结合现代物流作业需求，进行功能设置和平

面设计。

3) 服务手段更加先进。

综合国内现代物流园区、物流中心的建设和

设计理念，提高设施设备配置水平，加强物流的

自动化操作和处理，提高物流作业效率；以信息

化引导、带动物流业务的开展，提升物流服务

水平。

4) 战略地位更加突出。

铁路物流园区是铁路发展现代物流的战略突

破口，是开展现代物流业务、对外展示新型铁路

服务理念的重要窗口。同时，园区的建设和运营

也是社会物流系统的重要完善和补充，铁路物流

园区在整个社会物流系统中将处于枢纽地位，具

有明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其战略地位更加

突出。

2 选址规划的内涵与方法

2.1 概念

铁路物流园区选址规划是指根据铁路的特点

及所处具体环境，探讨园区布局的内在规律，对

园区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位置进行有计划地总体

优化安排和部署，协调各类物流节点在空间的合

理分工和布局，实现物流节点资源在空间的优化

配置，以提高物流网络系统运行效率，降低物流

运作成本。通过研究城市内部主要货源分布及铁

路货运站物流供给条件，结合铁路网络、城市道

路网络、航空网络、水运网络等交通区位条件，

从物流供给、需求两方面综合判断铁路枢纽内的

货运站发展为现代物流园区的可能性，运用科学

方法，将一定条件范围内的铁路货运站或新建地

点确定为最优的选址方案[3]。

2.2 基本思路

铁路物流园区选址规划的基本思路包括定

性、定量两个角度，即先定性判断大致选址范

围，然后定量分析计算确定最终方案。

在定性分析阶段，首先确定铁路物流园区的

选址范围，然后研究城市地域范围内的货源分布

情况，分析货源的主要集聚区域，确定需要建设

铁路物流园区的意向范围；分析铁路货运站的空

间位置分布与城市布局的关系，并考虑与货源分

布的匹配程度，基本确定备选地。定性选址的基

本思路与步骤如下：

1) 由于铁路物流园区的货源以工业产品为

主，因此须首先分析城市主要支柱产业，寻找城

市大型、典型工业企业的产品、产量信息及其在

城市空间的分布状况，确定城市主要货源发生

区域；

2) 根据物流园区的空间布局、城市交通管

制条件、居民区对物流园区等基础设施的发展限

制等特点，不予考虑处在城市限制发展范围内的

铁路货运站；

3) 分析货运站的合理覆盖范围及吸引范围，

划分其吸引区域，确定吸引范围内的工业企业数

量，工业园区数量及其产值、货运量，按照就近

原则和通达性原则对铁路货运站与货源集聚地进

行匹配性选择，确定具备发展物流园区条件的既

有站位置。

在定量计算阶段，采用基于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的模糊综合评判

和基于需求势能理论的离散选址方法研究备选方

案。首先用基于AHP的模糊综合评判方法评价备

选货运站发展为铁路物流园区的条件，分析其模

糊评判的综合得分，将其作为备选货运站的优先

选址权重，然后将全部货运站作为备选地址进入

下一步基于需求势能理论的离散选址方法，并确

定最终选址方案。其方法体系见图1。

13



城市交通 第7卷 第5期 2009年9月

2.3 定量分析基本原理

1)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针对多影响因素问题的多

准则决策方法，它把复杂问题分解成各个组成因

素，然后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分组形成递阶层

次结构 [4]。通过两两比较确定各因素的相对重要

性，然后综合决策者的判断进行分析，确定因素

相对重要性的总排序。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系统进

行分析、设计、决策时，可按 4个步骤进行：①

分析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建立系统的递阶

层次结构；②对同一层次的各元素相对上一层中

某一准则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构造两两比较

的判断矩阵；③由判断矩阵计算被比较元素对于

该准则的相对权重；④计算各层元素对系统目标

的合成权重，并进行排序。

2) 模糊综合评判。

由于影响园区空间布局的因素比较复杂，既

包括可以定量衡量的经济因素又包括无法定量衡

量的政策环境因素，因此宜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来

分析铁路物流园区备选方案的优选问题。模糊综

合评判是借助模糊数学的一些概念，对实际的综

合评价问题提供评价方法[5]。主要步骤有：

①确定评价指标U = {u1，u2，u3，…，um}；

②确定各评价因素(rij)的模糊评价矩阵

③ 计 算 各 评 价 指 标 权 重 系 数 A = (a1，

a2，…，am)，∑ai = 1；

④计算评价结果B = A × R，并进行排序。

3) 需求势能分析。

物流市场需求即其下游购买的客户，一个客

户就是一个需求，在某一特定区域内，物流市场

需求客户可以表示为{C1，C2，…，Cn}，需求大

小可通过需求量和需求分布来描述。假设各客户

的需求量为m1，m2，…，mn，则物流系统的需求

量矩阵为：M = {m1，m2，…，mn}；若在某需求

区域内，有一物流园区P，在P的服务范围内，有

一需求客户C，假设C的需求量为m、距离P的距

离为d，则将货品由P配送至C需要做的功为

F = md . (1)

由式(1)可知，F的大小取决于P距C的距离

及其需求量。因此，物流园区选址的目标是针对

特定需求确定其合理位置。为了描述需求区域中

备选点作为物流园区的重要程度，将各个点作为

物流园区时其完成特定需求C需要做的功，称为

该点的需求势能E(P)。当需求区域只有一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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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铁路物流园区选址布局规划方法体系

Fig.1 Site selection method system of railway logistical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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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时，任意点P的需求势能为：

E(P) = F(P → C ) = m(C)·d(P → C ). (2)

一个需求区域通常由多个需求构成，因此有

必要将势能理论推广到多需求区域模型中。在多

需求区域模型中，须考虑运输费率的影响，任意

点P的需求势能E(P)为各个需求C1，C2，…，Cn

在P点产生的势能的叠加，即

式中：di为第 i个需求点到P点的距离；mi为第 i个

年发送量

年到达量

货物线数量

货物线总容车数

货场设计能力

货场面积

仓库面积

车站与主编组站距离

相邻站间平均距离

连接的线路方向数

是否靠近机场

是否靠近港口

高速公路出入口数量

等级公路数量

郊区1/城区0

可扩展性

周边工业园区数量

周边工业园区总规模

距工业园区距离

与工业园区的通达性

城市物流基地/园区规划

城市交通管制条件

公路货运枢纽数量及规模

货运作业水平

货运基础设施条件

运输作业条件

铁路连通情况

航空交通情况

水路交通情况

公路交通情况

城市区位条件

周边土地条件

周边货源条件

政策环境条件

市场竞争条件

车站作业条件

交通区位条件

地区支撑条件

环境支撑条件

备选
地址
评价
指标
体系

图 2 城市铁路物流园区选址规划评价指标体系

Fig.2 Indices system to evaluate location of railway logistical parks

E(P) =∑F(P → Ci ) =∑mi vi di

n

i = 1

n

i =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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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点的货运需求量；vi为第 i个需求点到P点的

运输费率[6]。

2.4 评价指标体系

1) 构建原则。

铁路物流园区选址规划涉及的众多因素存在

大量的非结构化问题。因此，在进行选址分析

时，应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然后选择分析

影响较大的因素和条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

应遵循广泛代表性、形态简洁性、综合可比性、

数据可得性的原则，以达到科学、客观、综合、

全面评价既有铁路货运站确定为铁路物流园区的

目的。

2) 指标体系。

根据实际情况筛选了一系列影响因素，并进

行一定程度的重新组合，构建了铁路物流园区选

址评价的指标体系，见图 2。指标体系主要包括

车站作业条件、交通区位条件、地区支撑条件、

环境支撑条件4大类12项23细项[7]。

3 北京市铁路物流园区选址规划方案

3.1 备选点的选择和数据采集

选取北京市内57个既有铁路货运站作为北京

地区铁路物流园区选址的初始备选点，然后根据

北京市城市功能布局调整和交通政策要求对初始

备选点进行筛选。

1) 备选点的选择。

随着北京市中心城区不断向外扩张，广安

门、大红门、百子湾和石景山南等高等级货运办

理站已位于中心城区内。五环路内的铁路货运站

受周边交通限行管制、交通成本迅速增加和可扩

展土地不足等因素制约，已难以适应未来铁路货

运发展要求。因此，结合北京地区铁路货运站面

临的实际情况，对初始备选点进一步筛选，剔除

五环路内的12个铁路货运站，选取五环路以外的

45个既有铁路货运站(见表1)为选址分析的最终备

选点，其空间分布见图3。

2) 相关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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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

物流基地

物流中心

图 3 北京市物流园区选址规划备选点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epared locations of railway logistical park in Beijing

京山四线133 km
其中北京市144 km

京石城际263 km
其中北京市53 km

京广客运专线2 230 km
其中北京市80 km

京沪高速急躁1 318 km
其中北京市41 km

京津城际115 km
其中北京市32 km

京秦城际287 km
其中北京市60 km

京哈客运专线1 230 km
其中北京市77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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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铁路物流园区选址评价指标体系，采用

现场调查、查阅资料、网络搜索、软件测量和评

价打分 5种方式，收集 45个备选点的相关数据信

息。23项指标数据的具体收集情况如下：

① 备选点年发送量、年到达量、货物线数

量、货物线总容车数、货场设计能力、货场面

积、仓库面积和城市交通限行政策共 8项指标的

相关数据主要通过现场调研和查阅《北京铁路局

数据汇编统计》 [8]两种方式获得。

② 连接铁路线路方向数指标的相关数据通过

查阅《北京铁路枢纽图》 [9]获得；车站周边公路货

运枢纽数量及规模指标的相关数据通过查阅《北

京公路交通 2010年远景规划》 [10]获得；车站周边

工业园区总规模指标的相关数据通过查阅《北京

市统计年鉴 2008》 [11]、万方商务数据“中国企业

与产品数据库”获得。

③ 车站与主编组站距离、相临站间平均距

离、是否靠近机场和是否靠近港口共 4项指标的

相关数据通过Google Earth软件测量方式获得。

④ 城市区位条件、车站周边土地可扩展情况

2项指标的相关数据，通过Google Earth软件观测

卫星图并进行评价打分获得。根据“北京市十一

五物流发展规划”，可获得城市物流园区规划情

况，并通过Google Earth软件测量备选点与规划和

已有物流园区的距离等数据。

⑤ 等级公路数量、高速公路出入口数量、周

边工业园区数量、车站与工业园区的距离及通达

性情况共 5 项指标的相关数据通过灵图 UU 软件

获得。

3.2 模型测算

在调研数据基础上，将相关指标数据代入选

址方法模型进行测算，运用基于AHP的模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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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

黄村

长辛店

房山

良乡

周口店

石楼

琉璃河

双桥

通州西

张辛

顺义

牛栏山

高各庄

庙城

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编号

怀柔

小唐庄

密云

巨各庄

望京

黄土店

清河

沙河

昌平

昌平北

官高

平义分

北宅

怀柔北

燕落

名称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编号

下河

古北口

云居寺

孤山口

良各庄

南观村

大台

门头沟

石景山

西黄村

珠窝

雁翅

落坡岭

三家店

养三

名称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编号

表 1 北京市铁路物流园区选址备选货运站名称

Tab.1 Prepared names for freight stations
of railway logistical parks in Beijing

沙河

昌平

黄村

顺义

良乡

双桥

三家店

望京

石景山

通州

通州西

长辛店

怀柔

昌平北

怀柔北

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序号

0.703 429

0.652 045

0.604 750

0.596 471

0.588 524

0.569 595

0.489 670

0.478 102

0.477 085

0.467 869

0.465 065

0.453 123

0.449 598

0.441 790

0.421 567

综合得分

清河

养三

门头沟

良各庄

黄土店

石楼

房山

牛栏山

密云

周口店

孤山口

西黄村

张辛

官高

琉璃河

名称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序号

0.419 958

0.416 641

0.401 353

0.400 678

0.396 666

0.393 696

0.386 659

0.385 502

0.376 890

0.375 757

0.373 534

0.369 969

0.369 180

0.366 546

0.365 317

综合得分

高各庄

小唐庄

南观村

庙城

巨各庄

云居寺

古北口

平义分

北宅

落坡岭

大台

雁翅

燕落

珠窝

下河

名称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序号

0.360 003

0.353 585

0.344 452

0.335 652

0.312 222

0.304 150

0.297 296

0.295 638

0.295 001

0.259 096

0.250 452

0.245 530

0.226 963

0.226 525

0.216 591

综合得分

表 2 备选货运站综合评判得分

Tab.2 Evaluation results of prepared freight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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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方法评价45个铁路货运站发展为铁路物流园

区的条件，确定各货运站优选的综合评判得分，

见表2，其中因素权重集A = (a1，a2，…，am)。采

用专家打分法经计算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见表3。

以表 2的模糊综合评判得分作为优先选择系

数，应用需求势能方法，利用基于模糊优选的多

需求区域需求势能模型，计算步骤如图 4 所示。

根据实际调研并请教物流行业的专家和专业工作

人员，确定铁路物流园区的城市货源覆盖范围为

20 km，经第一次计算得到北京地区 45个备选货

运站的需求势能见表4。

由表 4可知，第一次计算需求势能最小的是

沙河站，因此以沙河站为中心、20 km为半径画

圆，剔除其覆盖范围内的货源需求点，昌平、昌

平北、黄土店、清河货运站也在覆盖范围内，虽

然需求势能较小，但因处于该铁路物流园区的吸

引范围，失去了发展的先发优势，因此也需要剔

除。根据此思路执行迭代计算，结果见表5。结合

北京地区物流流量信息(图 5[12])和当前北京市物流

节点规划情况(图 6[13])可知，该选址结果基本符合

北京市货物流通现实状况，即所选 4个铁路物流

园区符合北京市货物流通的主要方向、符合北京

市物流发展规划及北京市铁路发展规划要求。具

体为：

1) 按照“三环五带多中心”的规划描述，本

文的选址规划方案处于北京地区规划的大型物流

基地、物流中心所在区域，因此铁路物流园区的

布局规划符合城市物流规划的要求。

2) 按照《北京铁路局物流发展规划》 [13]所

述，未来北京铁路局将在京九线、京包线、京承

线、京广线、京山线等进出北京地区的主要铁路

干线处规划若干个铁路物流园区，所选铁路物流

园区与该规划基本吻合，因此符合北京铁路局的

规划，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

4 结语

本文针对城市铁路物流园区的选址规划问题

进行了初步研究，给出了选址规划方法和评价指

标体系。具体实施时，将铁路物流园区选址规划

方案与城市空间布局和既有铁路布局结合起来，

符合城市与铁路发展的总体规划，具有较好的空

间覆盖度，可以满足城市货物流通的需求。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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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

0.186 4

0.224 9

0.228 6

0.360 0

货运作业水平

货运基础设施条件

运输作业条件

铁路连通情况

航空交通情况

水路交通情况

城市区位条件

公路交通情况

周边土地条件

周边货源条件

政策环境条件

市场竞争条件

二级指标一级指标

车站作业
条件

交通区位
条件

地区支撑
条件

环境支撑
条件

权重

0.338 7

0.431 3

0.230 0

0.505 9

0.295 4

0.079 8

0.642 9

0.118 9

0.357 1

0.696 0

0.163 1

0.140 9

表 3 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Tab.3 Indices weights

计算
各货
运站
的需
求势
能值

选取
需求
势能
最小
的货
运站

需求
势能
最小
点作
为物
流园
区选
建点

剔除
该货
运站
服务
范围
内的
货源
及货
运站

剔除
的货源点
运量占总
数的80%
以上？

计
算
结
束

是

否

剩余的铁路货运站及货源点

图 4 需求势能方法选址计算步骤

Fig.4 Calculation procedures for site selection by Demand Potential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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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铁路物流园区选址规划主要是基于既有铁路货

运站的改造、扩建，在既有铁路节点没有覆盖的

城市区域，其物流园区的位置选择是需要进一步

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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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

昌平

双桥

望京

清河

黄村

黄土店

顺义

良乡

三家店

石景山

通州西

长辛店

昌平北

通州

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排序

137 521.5

194 429.9

205 989.3

212 330.6

225 257.4

235 366.6

238 666.3

246 311.8

278 002.9

279 735.6

280 499.5

281 551.8

294 007.9

295 222.6

302 540.5

需求势能

西黄村

养三

官高

门头沟

张辛

牛栏山

怀柔

高各庄

庙城

平义分

怀柔北

房山

良各庄

南观村

石楼

名称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排序

312 264.4

313 000.3

338 354.8

349 293.9

401 862.7

419 242.2

421 870.3

472 944.9

523 118.4

523 495.5

535 214.5

560 848.3

560 964.7

591 871.0

603 070.6

需求势能

北宅

琉璃河

周口店

落坡岭

密云

小唐庄

孤山口

大台

雁翅

巨各庄

云居寺

珠窝

古北口

燕落

下河

名称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排序

615 667.5

632 765.1

634 928.5

698 822.3

701 982.8

719 179.8

732 679.8

787 080.8

869 212.1

963 757.9

999 761.9

1 092 663.5

1 428 783.8

1 473 930.0

1 822 613.7

需求势能

表 4 备选货运站的需求势能第一次计算结果

Tab.4 Calculation results of demand potential energy of prepared freight stations

沙河

双桥

黄村

顺义

所选货运站

1

2

3

4

计算序号

昌平、昌平北、黄土店、清河

张辛、通州、通州西、星火

良乡、黄土坡、长辛店、石景山

怀柔、牛栏山、高各庄

覆盖货运站

40.8%

73.2%

84.7%

95.1%

覆盖货运量所占比例

表 5 北京市铁路物流园区选址计算结果

Tab.5 Results of site selection of rail logistical parks in Beijing

图 6 北京市三环五带多中心规划示意图

Fig.6 Logistics planning in Beijing

物流基地

物流中心

配送中心

图 5 北京地区物流流量示意图

Fig.5 Logistics flow in Beijing

高速公路
和快速路
系统

图例

西北方向
(八达岭高速、

110国道)
18%

东北方向
(机场高速、京密
路、京承高速公路)

20%

东南方向
(京津塘高速
公路、京沈高

速公路)

25%

正南方向
(京开高速

公路、105国道)

20%

西南方向
(京石高速公路、

107国道)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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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轨电车供电接触网和公交车站，而张江以外区

域的被调查者认为绿化、有轨电车轨道和周边建

筑是影响交通景观的首要元素。

3) 道路绿化形式中，使用者偏向于行道树+草

坪的绿化形式，其次是行道树+绿篱；雕塑小品形

式中，最受欢迎的是园艺景观小品，有无雕塑对

道路使用者差别不大；有轨电车供电接触网和地

面铺装形式中，最受欢迎的是没有供电接触网且

草地铺装。使用者对地面铺装的敏感度高于供电

接触网，在建设中可首先考虑采用不同的铺装形

式改善道路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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