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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态车队调度问题的模型及优化控制方法研究》系统地研究了动态车队调度的优化控制问题。全书
共分6章，第l章对动态车队调度问题的基本情况进行系统介绍，第2章分析了动态车队调度作业过程，
第3章研究了单车型动态车队调度的优化控制问题，第4章研究了多车型动态车队调度的优化控制问题
，第5章研究了随机动态车队调度的优化控制问题，第6章对《动态车队调度问题的模型及优化控制方
法研究》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对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进行展望。
《动态车队调度问题的模型及优化控制方法研究》可供管理科学与工程、交通运输工程、计算机科学
和计算数学等专业的高校师生、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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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地区之间运输贸易量的不平衡，造成了地区的任务需求量和车辆供给量的不平衡，而解决这
种供需不平衡问题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制订合理的空车调配方案，把某些地区多余的空车调配到车
辆供给不足的地区，从而缓解供需矛盾，最大限度地发挥车辆的使用效率，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因为载货车辆的出发地和目的地是由运输任务决定而不能改变的，而且拒绝运输任务所需支付的成本
相对较为昂贵，所以对于某地区出现的运输任务，只要该地区有车辆就尽量予以满足。基于这种考虑
，大多文献在对车队调度问题进行研究时，都不把载货车辆数作为决策变量来考虑，而是假定其为常
数，所谓车队调度问题其实就是空车管理问题。　　这种考虑不能说丝毫没有依据，从简化问题和便
于操作的角度来看，所作的这种假设处理是可取的，而且对于一些小规模问题，其运算结果也能够达
到满意的程度。但从根本上来看，这种假设是不符合实际的，载货车辆为常数也就意味着，在车辆供
给充足的情况下，任何运输任务都不能够被拒绝。这对于货主来说当然是好事，但从作为承运商的运
输部门或物流企业的角度来看，这并不能够使其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承运商的运输能力是有限的
，当无法在服务周期内完成所有运输任务，或者即使能够完成但对其自身不利时，就需要考虑对某些
运输任务进行取舍，尽量满足那些为其能够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运输任务。另外，即使某地区的车辆
供给量大于运输任务需求量时也不一定都要予以满足，因为有时完成某项运输任务并不一定比空车移
动更为有利。这时载货车辆数就不能再作为常数来处理，而应该像空车一样也作为决策变量来对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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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说的不够透彻啊
2、李冰老师的书，一看就是做研究用的。理论较多，应该是博士论文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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