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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近年来电子商务在生活消费、金融服务、跨境贸易等各个领域强势崛起，越来越

多电商团队的成立使得市场竞争趋近白热化。有些企业想通过超低价策略占领市场，

然而这种做法不仅使企业自身陷入现金流危机，也大幅降低了行业利润。如何确立

经营重点，如何合理有效的分配资源，是经营者需要认真探讨的重要问题。本论文

研究的 W 网店资源配置问题，旨在使用目标规划、因子分析等定量分析工具，为 W

网店提供一个客观的、可操作性强的资源配置分析模型，给经营决策提供科学有效

的参考方案。文中首先介绍了 W 网店所处的行业背景与发展现状；其次从资金、商

品、人力等方面分析了 W 网店在资源配置上存在的问题；再次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日

常关注的经营指标进行降维分析，提炼出网店经营的重点目标；之后根据经营目标

和过往经营数据，建立目标规划模型，并求解出资源配置方案；最后通过 W 网店的

实例分析，将使用模型方案和不使用方案两种情况的未来预测做对比，论证了模型

的有效性。此研究为 W 网店经营者提供了合理有效的经营思路和资源分配方案。 

 

 

 

关键词：目标规划；电子商务；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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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Electronic Commerce has experienced a sharp rising in the 

fields of living consumptio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cross-border trade. More and more 

e-commerce teams have been establishing, make domestic e-commerce markets more 

competitive. Some companies adopt low-price strategy to survive in the market. However, 

the price wars bring seriou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one hand, risk of capital chain rupture, 

some enterprises will fall into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other hand, industry profits will be 

greatly reduced. It i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correct operational focus and set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this paper, we research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problem of W 

company by factor analysis and goal programming model. We hope to provide an 

objective and workable operational model for the industry,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reference solution to business decisions.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dustry status and trends.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of 

W company at financial, commodity and staffing. Thirdly, it use the factor analysis 

method to reduce the dimension of operating indicators and finds the business focus. 

Fourthly, it establishes goal programming model according to W company's previous 

operating data, finds out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solution. Finally, it verifies the validity of 

model by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This study provides an effective business idea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scheme to W company’s operators. 

 

 

 

Keywords: Goal Programming; Electronic Commerce; Resource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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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 1 -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 

电子商务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远程通信技术，进行商品交易的一种商

业运营模式。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用户消费习惯的改变，电子商务在

生活消费、金融服务、跨境贸易等各个领域强势崛起。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100EC.CN）2015 年 4 月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

模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0.6%，同比增长 32.5%；交易金额达到 28211 亿元，

同比增长 49.7% 
[1] 。 

常见的电子商务分类包括 B2B、B2C、C2C、O2O 等类型。B2B、B2C、C2C 分

别指企业对企业、企业对个人、个人对个人的网络营销方式，O2O 指将线下的商务

机会与互联网结合的经营方式。本文的研究对象——W 网店，主要采用 B2C 网络零

售模式，经营图书类商品，属于图书电商。 

我国图书电商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1995 年，我国最早的网上书店中国

书店成立，之后又相继出现 china-pub、当当网、亚马逊中国等知名图书网站。2012

年 6 月 14 日天猫书城正式上线，包括 50 家国内外出版社、20 多家独立 B2C 购书网

站在内的 1000 多家网络书商通过天猫书城平台与读者见面，图书品种数超过 130 万

种[3]。天猫书城的出现，不仅将已有图书网站汇集到一起，更是解决了中小型书店开

设网店的技术和渠道瓶颈，大大降低了行业的门槛。于是国内网上书店的竞争格局

被打破，多家“小而美”的特色书店进入读者视线。在同一时期，亚马逊网、京东网

也开放了图书商家的招商工作，鼓励更多的书商到网上开店，力求以图书品种全，

图书价格低的特色吸引消费者。这一举动给中小型图书商家带来了机会，但同时也

使网络图书零售的竞争更加激烈化，图书市场上的商品同质化、价格战等问题愈演

愈烈。 

当然，价格战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图书电商的竞争中，很多经营其他商品的电商

企业在成立初期也想要依靠“烧钱模式”抢占市场份额，吸引流量。但最终如愿的企

业少之又少，不但没有大幅增加用户数量，反而出现资金链断裂的危机。在积累了

一定经验后，越来越多的电商企业开始向“盈利模式”转型，开始思考有利于企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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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发展的经营方式。 

W 网店和大章电商企业一样，也受到外部竞争形势和内部生存危机的双重夹击，

急需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在过去，W 网店经营者主要依靠在图书行业的工作经验来

做决策，找到了一些差异化商品和新的经营渠道，扩大了店铺的经营规模。但是随

着商品同质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原有的商品的差异化特质已经逐步消失，利润越来

越低，而新的渠道也不断有竞争者涌入。要争取到更多的有竞争优势的资源难上加

难。那么，如何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现有资源，最大化的发挥其优势，找到新的利

润增长点，成为店铺经营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显然，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凭借经

验和对行业敏感度可以解决的了。在本文中，笔者将从这一关键节点入手，利用 W

网店的过往的经营数据，进行科学有效的定量分析，运用因子分析、目标规划等方

法进行研究，找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近年来，电子商务经历了高速的发展阶段。在政策鼓励、互联网技术进步、电商

门槛降低以及用户消费习惯改变的多重有利因素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提出了电

商化需求，一时间涌现了大量的电商团队。经营初期，大章电商企业以吸引更多的

用户和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为目标，有的不顾成本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广告宣传，有

的用过低的价格销售商品以吸引用户眼球。然而通过这类经营方式积累的用户往往

没有忠诚度，一旦企业不再提供优惠活动，这些用户就会快速流失。长此以往，不

但无法实现初衷，反而容易造成巨额亏损。 

现在越来越多的电商企业意识到“烧钱模式”的弊端，也意识到必须尽快找到更合

理有效的发展方式。那么，如何正确把握经营方向，如何合理分配有限的资源，如

何精准的进行运营推广，如何有效的实现电商经营的多种需求？这些问题都将是电

商企业实现长远经营所需要关注的重点。然而以往的凭经验、凭热情做事的方式都

难以得到精准的答案，此时通过经营数据进行科学有效的定量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目前针对电商企业资源配置方面的定量研究较少。而本文研究的 W 网店资

源配置问题，旨在运用因子分析、目标规划等定量分析工具，建立可操作性强的分

析模型，并求解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案。论文中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日常关注的

经营指标进行降维分析，提炼出网店经营的重点目标；其次根据经营目标和过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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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数据，建立目标规划模型，并求解出资源配置方案。这一研究一方面能给 W 网店

提供经营建议，另一方面也希望为同类企业提供通用的分析模型。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结构 

本文通过 W 网店过往经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向网店经营者提供合理有效的

经营思路和资源分配方案。论文结构如图 1-1 所示。 

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第二章为理论综述，介绍了因子分析、目标规划和资源配置的相关理论。 

第三章，首先介绍 W 网店所处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其次介绍 W 网店自身的

基本情况，并从资金、商品、人力等方面提出了 W 网店在资源配置上存在的问题。 

第四章，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对 W 网店的经营指标进行降维分析，提炼出店铺

经营的关键目标；其次根据 W 网店过往经营数据，建立目标规划模型；再次求解目

标规划模型，并得到相应的资源配置方案。 

第五章，通过 W 网店的实例分析，将使用模型和不使用模型的未来预测数据作

对比，论证了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第六章，对全文的研究论述做出总结，并对持续研究提出新的展望。 

 

绪论

因子分析、目标规划相关理论介绍

W网店在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分析

W网店目标规划模型的建立求解

W网店目标规划模型的效果分析

结论与展望
 

图 1-1 论文结构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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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 

第一节  因子分析法相关理论 

因子分析是一种降维、简化数据的技术，最早由英国心理学家 C.E.斯皮尔曼提出。

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转化成用少数几个抽象的变量来反映原

来众多变量的主要信息，这几个抽象变量称为公共因子。一般来说，原始变量是可

观测的显在变量，而公共因子是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例如一家网络店铺的经营效

果可以用一系列指标来评价，包括访客数、浏览量、商品收藏次数、支付转化率、

支付金额、退款金额等众多指标，这些指标是原始变量，容易进行观测。但其实经

营者真正关心的只是两个方面：店铺访问情况和销售情况，这两项即公共因子，它

们不便于直接测量，需要通过其他具体指标进行间接反映 
[4]。 

因子分析用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资料的大章信息。运用这种研究技术，我们可

以方便地找出应重点关注的核心因素，设立对应的经营目标。也可以通过因子得分

得出不同因子的重要性指标，而管理者则可根据这些指标的重要性来决定首先要解

决的问题。 

因子分析的数学形式可以用矩阵表示为： 

X AF                             （2-1） 

式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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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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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满足： 

1. m ≤ p 

2. cov（F，ε）= 0 ，即公共因子与特殊因子不相关。 

3. 

1 0

1
= =

...

0 1

F mI

 
 
 
 
 
 

 ，即各个公共因子不相关且方差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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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1

2

2

2

0

=
...

0 p









 
 
 
 
 
  

 ，即各个特殊因子不相关，方差不要求相等。 

其中 X 是原始变量，F 是公共因子，ε 是特殊因子。
ija 称为因子“载荷”，是第 i

个变量在第 j 个因子上的负荷。矩阵 A 称为因子载荷矩阵 
[4] 。 

采用因子分析求解问题，需先准备相关数据样本。一般可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取得指标数据，也可以直接使用企业的经营数据。本论文的数据来源于 W 网店的经

营数据，选取店铺经营者长期关注的指标和大型电子商务平台推荐关注的指标进行

分析，并使用 SPSS 软件求解出公共因子。 

第二节  目标规划法相关理论 

一、 目标规划的基本思想 

目标规划是线性规划的一种特殊应用，能有效的求解多目标优化问题。其基本思

想是对每个目标设定期望值，建立各个目标的目标函数，然后找到一个解，使得这

些目标函数与目标值之间的偏差值最小[5]。多个目标之间往往有优先级高低之分，一

般采用两种方式求解。一种是先保证实现高一级的目标函数，再继续考虑次级的目

标函数；另一种是给多级目标设定权重值后求解。 

在实际生活中，目标规划的应用范围很广，包括生产计划、投资计划、营销方案、

人力资源、土地利用等等 
[6]。采用目标规划解决的问题一般具备以下特征： 

1. 多目标性 

目标规划问题所要解决的目标不止一个，它能够处理单个主目标与多个目标并存，

以及多个主目标与多个次目标并存的问题。企业管理经常遇到多目标决策的问题，

如何统筹兼顾多种目标，选择合理方案，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应用目标规划可以较

好的解决这类问题。 

2. 不同目标之间的矛盾性 

有些目标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无法同时取得最优值，只能互相约束寻求一个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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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方案。例如拟定生产计划时，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环境保护和社会

效益等多方面问题。又如制定营销方案，既希望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又要求将运

营成本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再比如做投资项目，既要考虑收益率，也要考虑存

在的风险。 

3. 不同目标之间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 

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能够对各个不同目标进行衡量，因而难以直接对各目标的重

要性、优劣程度进行比较。例如经营效益和市场份额两个目标，前者用利润衡量，

后者用市场销售占比衡量。不同的衡量指标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目标规划模型通

过设立优先权 P 来一步步找出解决方案。 

4. 强调所解决问题的整体性 

目标规划强调从全局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力求寻找一个对于整体目标来说最合理

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同时满足所有的目标。 

总而言之，目标规划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将复杂的多目标决策问题转化成多个单目

标的线性规划问题。此类模型并不是一味追求每个目标的最小化或最大化，而是在

众多相互矛盾的约束条件限制下，让每一个目标最大限度地接近于事先给定的目标

值，从而使得整体目标达到最优化[7] 。 

二、 目标规划的数学形式 

目标规划数学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1 1

min  z ( +w )
m n

i j j j j

i j

P w d d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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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2,...    1,2,... )i m j n k L    

目标规划中把 d
+，d

- 称为偏差变量，作用是允许约束条件不被精确满足。d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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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目标值超过规定目标值的数量，称为正的偏差量；d
-表示实际目标值未达到规定

目标值的数量，称为负的偏差量[6]。如果 dj
+
>0，则 dj

-
=0；如果 dj

-
>0，则 dj

+
=0。它

们存在这样的关系 dj
+ 

× dj
-
=0，即表明任一决策值不可能既超过目标值，同时又未达

到目标值[5]。 

P 表示不同目标的优先级别，w 表示权重。目标规划的求解有两种常用方式，一

种是首先考虑优先级别高的目标，再考虑优先级别低的目标。另一种是可以通过给

不同优先级别的目标赋予一定的权重值 w，将其转换成线性规划问题来求解。 

Min z 表示目标函数最小，即偏差值最小。X 表示决策变量，g 表示要满足的目

标值，R 为可行解集合 
[6]。 

三、 目标规划模型的建立 

首先，具体分析所要研究的问题，提出需要达成的目标，并设立目标的优先级 P。

如果优先级之间的重要程度可量化，那么可以设定其优先级的权重。例如目标 1 的

重要程度是目标 2 的三倍，那么设定 w1 : w2 = 3 : 1。 

其次，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数据准备。数据来源可以是企业过往的经营数据，可以

是调查问卷，也可以是专门做的实验数据。一般来说，样本量越大，数据收集的越

全面，则能得到越精准的分析结果。 

再次，设立决策变量 X，针对各个目标列出相应的目标函数式 g 和约束条件。 

最后，选择适合的方法或工具进行求解。 

四、 目标规划模型的求解 

常用的求解方法有两种。一是有优先权的目标规划，求解的时候首先考虑优先级

高的目标。第一步，在只考虑第一个目标的前提下进行求解；第二步，把第一步求

得的最优函数值作为约束条件，进行第二个目标的求解；以此类推直到求解完所有

目标。这种方式要求在对低优先级的目标求解时不能改变优先权比它高的目标的最

优值。 

另一是加权目标规划。其基本方法是通过量化的方法分配给每个目标偏离的严重

程度的一个罚数权重，然后建立总的目标函数。如果此时单个目标的函数及约束条

件符合线性规划要求，那么整个问题就可以转化成一个线性规划问题来求解 
[6]。 

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根据模型求解的复杂程度，以及高低级目标之间的重要性差

别，来综合考虑和选取合适的求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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