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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同日本签署的第一份快递代理协议开始%快递这一新型的运输形式
才进入民众的视野&在随后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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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间里%快递行业就发展得风生水起&从最初的邮政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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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如今的申通*圆通*顺丰等民营快递企业%快递行业的前景十分
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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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不少研究者运用不同评价方法和模型分析预测了快递行业的影响因素和发展潜力&孙
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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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快递业务量是量化快递行业的一个重要指标%对其进行建模预测%有助于企业高管做出正
确的决策&肖烯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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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快递行业有着发展迅速*跨度空间大等发展特点%认为未来几年之内应
提高快递分拣技术%以及快递运输效率&邹志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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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分析了各个指标的权
重%确定了应急物流的路径选择%表明物流产业在未来发展中的多样性&除此之外%研究者还从定量
角度进行快递需求量预测%如利用差分整合移动平均自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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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误差反向传播算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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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快递业务量的预测%预测效果良好&为
了减少误差%王惠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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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二次指数平滑模型和多项式指数预测模
型进行组合预测%发现组合模型预测的精度更高&以上研究成果为本研究运用季节指数模型提供
了理论基础&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整理%发现关于快递业务量的预测研究%大多是单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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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的总体变化趋势&因此%本研究应用季节指数修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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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建立
灰色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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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指数模型的建立
原序列的观测值除以季节指数后得到一组没有季节性波动的平稳光滑序列%然后以平稳光滑序列为

基础建立预测模型%计算出的模拟值乘以季节指数%恢复其季节波动%进行结果分析&以下是求季节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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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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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指数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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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模型的精度评价
#

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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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年的快递业务量拟合值与实际值的精度对比见表
E

%拟合效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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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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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模型精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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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平均绝对误差 均方差 平均绝对百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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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指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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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指数模型的快递业务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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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季度快递业务量拟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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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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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仅仅反映了总体趋势并没有体现出季节因素%精确度很低%加入季节指数后
的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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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模型%不仅反映了快递业务量的总体趋势%而且精度指标平均绝对误差*均方差和平均绝对
百分误差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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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Kc

&

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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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明显地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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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指数模型拟合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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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更贴近实际值%图
%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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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模型模拟出来的发展趋势表明全国的快递量会持续上涨&结合这几年的形势%在电商*外贸等
行业的背景下%快递运输业的业务量大概率会出现新的增长&季节时刻的变化可以说明%每年的第四季
度是业务量的高峰%这说明商家的双十一*双十二等促销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消费者的目光%从而影
响到快递行业的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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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指数模型的预测结果
运用式!

%$

"累减还原计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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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年全国快递季度业务量预测结果%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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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快递季度业务量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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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

可以看出%未来几年的快递业务量迅猛增长%展现了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总体来看%在未来
的一段时间内快递行业将维持高景气状态%预计

#$#K

年快递业务量将超过两千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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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语
本研究以国家统计局*国家邮政局对全国快递量的有关统计数据为基础%应用灰色模型预测快递业

务量&先利用
#$%K

$

#$%A

年的季度快递业务量求出季节指数%接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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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指数模型&通过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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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对比%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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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指数模型精度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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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平均绝对误差降低了
!"jDK$c

*均方差降低了
BK>EKBc

*平均绝对百分误差降低了
E$>!%Kc

&通过绘制模拟数据与实际数据
的拟合图%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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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季节指数模型计算出的模拟值更接近实际值%能够很好地预测快递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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