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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互联网+”时代出租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补贴方案的实效分析

立项时间 2017.05 完成时间 2019.05

项

目

主

要

研

究

人

员

序

号
姓 名 学号 专业班级 所在院（系）

项目中的

分 工

1 曾胜军 1410140103

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

化(卓越)

机械
查阅资料

建立模型

2 李凯 1410740118
机械电子工

程
机械 编写程序

3 王心仪 15060340301
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
材化 撰写论文

4 颜孟缇 15050440109 物流工程 安工
查阅资料

改进模型

5

二、研究成果简介

项目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成果的创新

特色、实践意义和社会影响；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特色。限定在 2000 字以内。

1．项目研究的目及其意义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有多家公司依托移动互联网建立了打车软件服务平台，

实现了乘客与出租车司机之间的信息互通，同时推出了多种出租车的补贴方案。补

贴会刺激出租行业，使打车的人数增加，很多司机不会载路上招手打车的乘客，会

更多的选择用软件打车的乘客。而对于这些用软件打车的乘客而言，出租车司机也

会挑那些距离近、目的地更加“优惠”的乘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又开始“打车难”

了。所以面对这个社会热点问题，如何实现出租车资源的优化配置、如何对补贴方

案合理地利用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根据上述出租车行业的基本现状,针对城市出租车资源配置

问题,首先采用定量、定性分析法,合理地建立“供求匹配”指标，运用模糊数学综

合评价体系分析在“互联网+”时代不同打车软件的补贴方案对指标的影响和实际

效应；其次考虑到模糊数学模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经验，主观因素的影响比

较大，所以在评价方法上选用了改进的主成分分析法。通过主成分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计算偏离度，从而更好的对同一城市不同年份出租车资源供求匹配程度做出评

价；然后利用多目标优化原理，在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前提下结合偏离度的公式，得

到了打车软件的最优补贴方案,从而为城市出租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缓解”打车难”

的社会热点问题做出重要的参考,也为今后出租车这一行业的良性持续发展提供重

要的依据。

2．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

（1）利用科学的方法建立合理的指标，分析不同时空出租车资源的“供求匹配”

程度，从而给出合理的解释和建议。

本项目搜集了有关 2013 年北京、上海、乌鲁木齐、贵阳、长沙五个城市出租

车的相关数据，通过运用 SPSS、MATLAB 等软件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和处理，对于

数据有缺失或部分缺失的，对其进行正常化处理；然后对处理过的数据，采用功效

系数法来描述出租车运力规模的合理程度，运用模糊数学综合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

求解模型，从而分析不同时空和相同时空不同地点两种情况下出租车“供求匹配”

程度。

（2）以北京、长沙为例，分析滴滴打车和摇摇打车是否对缓解打车难问题有所

帮助。

基于上述“供求匹配”评价模型，以北京、长沙为例，对不同的打车软件的补

贴方案对能否缓解”打车难”进行实效分析。然后利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改进的主

成分分析（即利用将维的思想）重新确定指标和权重，利用偏离度更好地分析了长

沙市出租车供求匹配程度。

（3）要创建一个新的打车软件服务平台，设计一种合理的补贴方案，并论证其

合理性。

建立了多目标规划模型，一方面以出租车公司可获得的最大利润为目标函数，

另一方面以供求匹配程度偏离度最小化作为另一目标函数，从理论上提出依据哪些

指标建立优化模型。

3．成果的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现在的很多打车软件公司对出租车司机和打车人的补助都是补助钱，其目的是

为了软件能更好地发展和运用。从总体上来讲，打车软件的出现是否可以缓解打车

难，应选取合理化指标在不同时空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问题的结论应具有广泛性，

可用于风险决策，综合评估，物流配送等领域，为今后出租车这一行业的良性持续

发展提供重要的依据。



4.成果的创新点和特色

（1）通过数理统计的方法，运用 MATLAB 和 SPSS 软件先将数据进行处理，然后运

用模糊数学层次分析法和综合评价法对模型进行分析，该方法新颖，可行性强。为

了避免凭经验进行目标选择所固有的主观性，我们选用了改进的主成分分析法，使

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2）本项目所研究的“打车难”一直是社会所面临的热点问题，在打车软件逐渐

普及的情况下分析了供求匹配以及缓解“打车难”等问题，并根据结论建立优化模

型，真正为今后出租车这一行业的良性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依据。

（3）运用多目标最优化原理，提出更为合理的补贴方案；所得的结论应用广泛，

还可用于风险决策，综合评估，物流配送等领域。

（4）由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组队，在思维和专业上优势互补。

5.成果的实践意义和社会影响

根据多目标最优化原理，从理论上提出更为合理的补贴方案，此问题所得的结

论应用广泛，不仅为今后出租车这一行业的良性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依据，还可用

于风险决策、综合评估、物流配送等领域。

6．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特色

在省级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 3篇

（1）《“互联网+”时代打车软件补贴方案的实效分析》，科技经济导刊，第

13 期，2018.05.

（2）《“互联网+”时代》的出租车资源配置的“供求匹配”分析》，科教导刊，

第 22 期，2018.08.

（3）《改进的主成分分析法在出租车资源配置中的应用分析》，科技经济导刊，

第 33 期，2018.11.

本项目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文献资料法：借助大学图书馆的数据库、互联网络相关专业网站，查阅相

关文献、专著和论文。

（2）比较研究法：考虑到模糊数学模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经验，主观因

素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在研究评价方法上做适度改进。

（3）实证分析法：将已有的相关研究方法及结论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着重推

理和实证分析，得出相关的结论。



三、项目研究总结报告

预定计划执行情况，项目研究和实践情况，研究工作中取得的主要成绩和收获，

研究工作有哪些不足，有哪些问题尚需深入研究，研究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和建

议。（字数不限，可加页面）

1、预定计划执行情况

本项目预期在三年内完成（2016.6-2019.5），主要进程分为三个阶段：

1）项目准备阶段：

（2016.6-2016.12)：深入学习 SPSS、MATLAB 等相关软件，学习数据处理方法

及模糊综合分析与层次分析理论、最优化原理、多元统计分析等相关知识；

2）理论研究阶段：

（1）（2017.1-2017.5) 运用所学知识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通过功效系数法来

描述出租车运力规模的合理程度，建立 “供求匹配”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2）（2017.6-2017.12)在是否缓解“打车难”的问题上，根据改进的方法对不

同打车软件的补贴方案进行实效分析。

（3）(2018.1-2018.12)根据多目标最优化原理，提出更为合理的补贴方案。

3）撰写研究报告阶段和结题阶段：

2018年 5月至2019年 5月，总结前阶段的研究成果，形成总结性的研究报告，

并根据项目结题要求撰写结题材料，通过结题验收。

2．项目研究和实践情况

（1）第一阶段（2016.6-2017.5）：深入学习 SPSS、MATLAB 等相关软件，学习

数据处理方法及模糊综合分析理论知识；收集 5个城市出租车运营的相关数据。

（2）第二阶段(2017.6-2017.12):运用所学知识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通过功

效系数法来描述出租车运力规模的合理程度，建立 “供求匹配”的模糊综合评价

模型；

（3）第三阶段（2018.1-2018.12）：在是否缓解“打车难”的问题上，根据上

述模型对不同打车软件的补贴方案进行实效分析；然后改进模型，利用主成分分

析法更客观地构建评价体系。

（4）第四阶段（2019.1-2019.5）：依据上述模型，根据多目标最优化原理提出

更为合理的补贴方案，并把前期成果进行整理形成文字报告。

3．主要成绩和收获



主要成绩

在省级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 3 篇

（1）《“互联网+”时代打车软件补贴方案的实效分析》，科技经济导刊，第

13 期，2018.05.

（2）《“互联网+”时代》的出租车资源配置的“供求匹配”分析》，科教导刊，

第 22 期，2018.08.

（3）《改进的主成分分析法在出租车资源配置中的应用分析》，科技经济导刊，

第 33 期，2018.11.

收获

（1）实际问题的研究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思维，也增强了他们的文献检索和数据

处理的能力。

（2）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组队研究，在思维和专业上正好优势互补，这不仅加

强了同学们相互之间的合作意识，也增强了自我的创新意识。

（3）SPSS 和 MATLAB 的学习增强了学生软件操作的能力。有了计算机辅助学习，

会让学生更好的将所学理论运用到实际应用中，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4．研究工作中的不足之处

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我们只选取了 5个城市和 2种不同的打车软件进行研究

比较，不能面面俱到，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

5、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基于上述不足之处，后续的研究中可以利用聚类分析对城市进行分类，依据

于类别得出出租车资源配置中更加科学合理的指标，让所得的结论应用更加广泛。

6．研究工作中的困难、问题与建议

与出租车运营相关的因素比较多，各大城市情况不一，仅从统计年鉴获取所

需的数据量有一定的难度，应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挖掘出更有意义的数据量。



四、经费使用情况

经费合计 10000 元。

经费支出情况：

支出项目 支出金额

资料费 2000 元

材料费 2500 元

调研差旅费 0 元

成果发表相关费用 5000 元

资料搜集、处理相关费用 500 元

成果鉴定、申报专利等费用 0 元

其他 0 元

合计 10000 元



五、指导教师及学院（系）审核意见

项目指导教师对结题的意见，包括对项目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的评价等。

该项目通过大量数据的收集和提取，采用数理统计、模糊数学综合分析、层次

分析和改进的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建立出租车“供求匹配“模型，依托模型进一步

对不同打车软件的补贴方案进行了实效分析，并从理论上提出最优补贴方案。方法

新颖，可行性强，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使用价值。各项研究工作开展顺利，并在

省级刊物上发表 3篇论文，达到了预期效果，同意结题。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项目主持人所在学院（系）对结题的意见，包括对项目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的评价等

项目的指导教师为一线教学人员，长期承担数学建模竞赛的指导工作，完全具

备项目指导的实力。本项目的学生团队由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组队，在思维和专业

上优势互补，所研究的课题可行性强，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自立项以来，他们对

项目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所撰写的 3篇论文达到了项目的预期成果，同意结题。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六、学校结题审核意见

学校对项目研究的任务、目标、方法和研究成果水平等进行评价，是否结题。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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