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块链技术在车货匹配平台上的应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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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当前车货匹配平台中所存在的虚假信息泛滥、对交易全过程缺乏监督以及违约现象严重的问题,
将区块链技术运用于车货匹配平台中, 设计了基于公有区块链的车货匹配平台框架及相应机制, 用实际数据模拟双

方在具有区块链技术的车货匹配平台上进行一次交易的全过程, 并对交易的达成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区块链技术

能够增强平台上交易信息的可信度, 能够对交易的执行全过程进行实时有效监督, 间接降低了双方的违约行为, 弥
补了车货匹配平台所面临的短板, 保障了双方的交易能够顺利进行.

关键词: 车货匹配平台; 监管机制; 区块链技术; 信任度

引用格式:  王维祺,叶春明.区块链技术在车货匹配平台上的应用.计算机系统应用,2019,28(11):72–78. http://www.c-s-a.org.cn/1003-
3254/7126.html

Application of Block Chaining Technology in Vehicle Cargo Match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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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false information flooding, lack of supervision over the whole transaction process
and serious breach of contract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vehicle-freight matching platform, this study applies blockchain
technology to the vehicle-freight matching platform, designs the framework and corresponding mechanism of the vehicle-
freight matching platform based on public block chain, and simulates the two sides on the vehicle-freight matching
platform with block chain technology with actual data.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transa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
transaction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block chain technology can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of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on the platform, effectively supervise the whole process of transaction execution in real time, indirectly
reduce the default behavior of both sides,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faced by the vehicle and freight matching
platform, and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both sides'trans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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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我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整合型车货平台, 如
货车帮、58速运和云鸟配送. 但是, 在车货匹配平台这

样一个典型的双边市场中, 传统物流运输业所面临的

主要问题仍然未得到有效解决, 问题如下:
(1) 货源信息真假难辨, 促成交易的效率无法得到

保证. 由于平台上交易双方真正身份难以确认, 使得货

源讯息难辨真假, 不仅存在着大量的不实信息, 诸如虚

假报价和虚拟运输地点, 而且从最初的消息发布到最

终的的交易达成, 其有效性也难以得到保障.
(2) 无法对过程进行有效监控. 大部分的车货匹配

平台只负责促成双方达成交易, 而无法对交易过程中

诸如车主的提货时间、到达目的地时间, 双方履约情

况等信息进行监控.
(3) 异常问题难以及时解决. 大多数情况下,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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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充当双方信息沟通的桥梁, 最后货款结算绝大多数

情况下是在线下完成的, 这导致了货主拖欠货款的现

象时有发生, 交易双方的权益也因此难以得到保障. 针
对上述问题, 鉴于近年来不少学者关于区块链在可信

数据管理以及追溯方面的研究成果, 将区块链技术与

车货匹配平台相结合, 试图解决平台现存的 3 大问题,
有利于提高平台中信息的真实性、交易执行过程的透

明性、双方履行约定的可靠性以及信息存储的安全性,
对促进我国物流运输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

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们肯定了车货匹配平台在公路运输中所

起到的重要作用. Robu V 等[1]提出了一种基于代理的

分布式运输物流配送平台. Gattuso D 等[2]提出了一种

优化物流平台接收活动的数学模型, 使得物流系统的

优化也可以通过引入、计划、组织和自动化节点的过

程来实现. Elbert R 等[3]研究了交货时间窗口对公路车

货承运人和货代的影响, 并设计了时隙管理系统.
1.2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国内公路运输的不断发展, 近 5 年来以基于

位置服务的车货匹配平台发展迅猛. 这在一定程度上

克服了传统车货匹配平台服务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风

险管理手段不足等问题[4]. 但预期的效果并不理想. 一
方面, 车货匹配平台还不具备对用户的需求进行快速

高效的匹配, 使得用户不得不在不同的平台上频繁地

发送相同的消息. 另一方面, 车主和货主可以在多平台

接入, 这降低了对平台的依赖程度, 不良行为的发生率

明显高于单归属用户, 交易风险不受控制[5]. 在提高车

货匹配平台的匹配效率方面, 国内已有不少学者进行

了广泛的研究. 其中, 牟向伟等[6]利用改进的量子进化

算法, 提高了匹配系统获取较为优秀的车货匹配方案

的效率. 郭静妮[7]对语言评价集进行量化, 提出了整体

满意度最高的模糊群决策方法. 贾兴洪等[5]提出了基于

车货匹配平台的双边用户交易博弈模型, 从而解决了

单一用户的多平台接入问题. 朱江洪等[8]提出了一种基

于加权不确定语言 Bonferroni平均 (WULBM)算子和

双边匹配理论的车货匹配方法, 通过求解模型使双方

获得满意的匹配方案. 但是, 即便车主与货主在车货匹

配平台上达成了交易, 在执行时, 不良行为也时有发生.
比如在交易达成初期, 当开价更高的货主出现时, 车主

往往会单方面取消交易, 使得货主不得不在车货匹配

平台上重新发布信息, 寻找车主. 此外, 在交易后期, 车
主由于接单过多, 在运输过程中货主又难以对在运输

途中的货物进行监管, 最终车主难以在约定的时间将

货物送到指定地点的现象时有发生, 间接增加了货主

的成本. 而这些不良行为的发生, 大大降低了货主们对

平台的依赖性, 间接阻碍了公路运输的发展.
与此同时, 近年来不少学者针对区块链也进行了

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其中, 钱卫宁等[9]证实了区块链技

术在可信数据管理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陆尧等[10]

证实了相比传统供应链管控方案, 区块链技术在产品

编码、权限管理、物权转移、产品溯源和防伪验证等

方面具备更大的优势. 曾小青等[11]利用了区块链的可

追溯特征, 设计出了用于食品可追溯的完整业务程序.
毕娅等[12]通过实验证明了区块链不仅能够兼顾交易信

息的开放性、安全性和隐私性, 而且能够大幅度地提

高服务平台整体效率.
本文就车货匹配平台现存的三大问题, 将区块链

技术应用在车货匹配平台上, 设计了基于区块链的车

货匹配平台架构, 重点探讨了公有区块链在车货匹配

平台上的实际应用价值.

2   区块链介绍

2.1   区块链的定义和特征

区块链技术起源于 2008 年由化名为“中本聪”的
学者在密码学邮件组发表的奠基性论《比特币: 一种

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13]. 本质上, 是一种去中心化的

P2P 系统 ,  为解决在中心化机构中普遍存在的高成

本、低效率和数据存储不安全等问题提供了可行的解

决方案[14], 具有去中心、交易透明、不可篡改、可追

溯这 4大特征[15,16].
2.2   区块链的功能

在区块链中, 通过 SHA256 算法生成的哈希值是

唯一的, 并且可以有效地防止欺诈, 因为对链中的块进

行更改, 会立即更改各自的哈希值. Zheng Z 等[16]认为

这种协商一致机制是大多数网络验证人 (或在某些情

况下)对分类账状态达成协议的过程.

3   基于区块链的车货匹配平台结构设计

3.1   车货匹配平台公有区块链的框架设计

应用于车货匹配平台中的区块链网络总体架构如

图 1所示. 在传统的 P2P线上车货匹配平台中, 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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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重被设计为平等关系, 其目的在于让车主与货主

通过自适应的方式进行匹配. 此外, 各节点还要能够对

数据进行相互操作. 因此, 作为车货匹配平台的应用基

础, 本文采用具有公有链结构的区块链. 同时, 为了保

护平台上货主信息的隐私, 本文设计了具备 “车主和货

主信息链”的车货匹配平台公有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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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车货匹配平台公有区块链的总体架构
 

3.2   车货匹配机制设计

在车货匹配平台公有区块链运行的过程中, 司机

和货主的交易过程如下:

T = {ti ∈ DA×S A}

第一步: 对车货匹配平台上的公有区块链网络进

行初始化 (见式 (1)). 其中, BI 是区块链的初始状态.
DA 代表货源, SA 代表车源, 它们共同构成了 BI 上的

节点集合; UI、CA 和 SC 分别是用户信息子链、共识

算法和智能合约. DA 与 SA 交易的笛卡尔集合用 T 表

示:  .

BI = (DA,S A,UI,CA,S C,T ) (1)

第二步: 车货匹配平台生成自己的公钥和私钥 (见
式 (2))

BIpublic = Hash
(
BIprivate

)
(2)

dai sa j

dai sa j

第三步:  和 分别表示需求端 DA 和供给端

SA 中第 i 个货主的需求和第 j 个用于供给的货车司机

和 各自生成属于自己的密钥对和地址, 用于加密

和传递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的信息 (见式 (3)～式 (6)).

dai.public () = Hash
(
dui,private

)
(3)

dai.address () = Hash
(
dui,public

)
(4)

sai.address () = Hash
(
dsa j,public

)
(5)

sai.address () = Hash
(
dsa j,public

)
(6)

dai

sa j

dai.message ()

dai

dai iddai

cqi gli ldi

pi cci

lpi ti tpi

mpi hmi sa j.message () sa j

sa j sa j.message ()

cc j lp j

cd j t j ed j

ep j
−→
D

第四步: 需求端第 i 个货主 和供给端第 j 个司

机 在车货匹配平台上发送各自的消息, 然后, 车货匹

配平台进行自动匹配. 同时, 将消息传递到公有区块链

网络中进行广播 (见式 (7)和式 (8)). 其中, 
是 发起的运输需求, 在车货平台上进行广播. 其中的

参数包括 的身份证明 、需要运输的货物数量

、货源所在地的地理位置 , 目的地所在位置 , 从
货源地 a 到目的地 b 的支付价格 , 车辆类型 , 净车

厢长度 ,要求提货时间 ,  货物类型 ,  包装方式

和装卸方式 .  是 发起的承运需

求, 其中的参数包括 的身份证明 、车

辆类型 、净车厢长度 、货车当前点所处的地理

位置 、预计取货时间 、期望送货地 、期望运输

价格 . 所有节点在网上扮演着监听其他节点的角色,
根据与其他节点的相对位置自动生成距离矩阵 .

dai.message () =
(
mdai

(
iddai ,cqi, ldi, pi,cci, lpi, ti, tpi,mpi,hmi

)∥∥∥dai,public
∥∥∥dai,address

)
(7)

sa j.message () =
(
esu j

(
idsa j ,cc j, lp j,cd j,ep j, t j,ed j

)∥∥∥sa j,public
∥∥∥sai,address

)
(8)

cci cc j

dai

sa j

第五步: 车货匹配平台在 = 的前提条件下, 根

据各 所提供的信息通过平台的匹配系统对所有参与

响应的 进行匹配.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 生成以总权益

−−−−−→
dcd j,gli

lp j− lpi

lp j

值最小为目标的智能合约 (见式 (9)). 其中 表示

货源地与货车之间的距离,  表示车主所驾驶的

货车 j 可装载的最大空间 与货主所要求的存放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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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i ti− t j

ep j− pi

w

i 的空间 之间的匹配程度,  表示货主要求的取货

时间与车主可以提货时间之间的匹配程度,  表

示货主期望的运输价格和货主能够支付的运输价格之

间的匹配程度, 以及 表示相应的权重分配情况. 该智

能合约利用车货匹配平台的私钥进行加密.

sc=min
(−−−−−→
dcd j,gli .

(
lp j−lpi

)
.
(
ti−t j
)
.
(
ep j− pi

)
.w
)

BIprivate

(9)

dai.address () dai

dai.public () dai

sa j dai sa j.respond ()

ci, j sa j

dai sign.sa j sa j

第六步: 按照所生成的智能合约 SC, 为货主 i 提供

服务的车主 j 首先到 上寻找 的公钥, 并

和 进行比对, 以验证 的身份是否属实. 身

份确认之后,  向 回传消息 (见式 (10)).

用 dai 的公钥对该消息进行加密处理. 其中,  是 为

提供服务的具体内容,  是用 的私钥加密

的数字签名.
sa j.respond () =

(
ci, j
(
iddai , idsu j ,cqi,ep j,cc j, tc, lp j, t j, tpi,mpi,hmi

)∥∥∥sign.sa j,sa j,private

∥∥∥sai,address ()
)
dai,public

(10)

dai

sa j

sa j dai.address () sa j

sa j sa j dai

ci, j ()

da′i .message ()

Tsid Ttime

dai sa j

第七步 :  在收到消息后 ,  首先 用自己的私钥

对信息进行解密, 在得知是 反馈的消息之后, 通过

提供的地址 找到 的公钥. 然后, 对
的数字签名进行解密, 确认 的身份. 其次,  查

看信息内容 . 若货主对车主提供的服务有异议, 则
货主就异议部分重新生成新的信息 , 并发

送给车主 j, 车主 j 重复第六步.如果车主和货主双方都

没有异议，则该系统自动生成包含交易的序列号信息

和交易达成的时间 的合约脚本 (见式 (11)). 在
交易成功后, 车货匹配平台需要将该合约的全部信息

向所有节点进行广播, 并对区块链中的信息进行及时

更新, 从而完成新一轮的共识. 因此, 合同脚本需要货

主 、车主 和车货匹配平台三方共同提供的数字

签名 CS.

cs =
(
Tsid

∥∥∥∥Ttime

∥∥∥∥sign.dai, sign.sa j, sign.BN
(
ci. j
) )

(11)

sa j

第八步: 在司机和货主交易达成后, 司机按照合约

先到货主所提供的货源地进行提货, 然后将货物运输

到指定的目的地. 同时, 为确保车主和货主双方的交易

能顺利完成, 区块链和实际的车货匹配平台进行实时

信息交互, 对交易的执行情况进行全程记录、自动确

认、按合约审核和监督在此过程中, 区块链将记录交

易过程和交易结果的信息, 并对平台中所有节点进行

即时更新. 若货主和司机在交易过程中违约, 车货匹配

平台可以根据在智能合约内事先拟好的惩罚机制, 给
予他们相应的处罚. 假设司机 j 违约, 根据合约应对该

司机给予缴纳违约金的惩罚. 其中, r 为 需缴纳的违

约金, 该值由货主进行设置. 处罚信息被公共服务平台

的私钥进行加密, 并对所有节点进行广播 (见式 (12)).

sa j.punish () = rBIprivate (12)

3.3   模拟在车货匹配平台上区块链的生成过程

通过 Python3.6编程环境搭建区块链, 然后使用一

台计算机开启不同的网络端口来模拟多节点网络, 并
在 Postman 平台上和 API 进行交互模拟. 本文启用

3个节点, 其中, 货主端口为 http://localhost:5000, 与货

主交易的车主端口为 http://localhost:5001, 另设端口

http://localhost:5002代表区块链网络上的其他节点. 为
了便于表述, 将货主端口记为节点 1, 车主端口记为节

点 2, 另设端口记为节点 3, 代表公有区块链网络上的

其他节点.
3.4   货主与车主的交易达成过程模拟

首先, 货主 (ID: H11273541)将需求信息发布在车

货匹配平台上, 通过平台的匹配系统与车主进行自动

匹配. 假设货主发布的需求信息具体内容如下: 需要运

输的货物数量为 10 箱 ;  货物所在地的地理位置是

[34 .620906,  112.455131] ;  目的地的地理位置为

[25.716128, 114.773786]; 货物类型: 水果; 能够支付的

运输费用为 856元; 运输车辆的类型为 6.2 m的鲜货运

输车; 要求在 8月 3日前从货源地提货, 为保证水果新

鲜, 送达时间不得超过 2 天, 如果违约, 则需要车主支

付 117元的违约金. 同时, 车货匹配平台将货主的需求

信息传递到位于公有区块链网络中与该货主相对应的

节点 1处, 生成节点 1的初始交易信息. 在节点 1生成

原始交易信息之后, 在该节点处进行挖矿, 生成一个包

含初始交易信息的区块, 如图 2. 其中, 变量 da, sa, cq,
gl, ld, sl, tp, p, cc, lp, t, dt, r 分别表示货主 (初始 ID:
da), 车主 (初始 ID: sa), 需要运输的货物数量, 货源所

在地的地理位置 (经纬度), 目的地的地理位置 (经纬

度), 车主当前所在位置 (经纬度), 货物类型, 交易价格,
运输车辆类型, 净车厢长度, 提货时间, 送达时间以及

违约金. previous_hash表示生成块的 SHA-256哈希值,
proof表示工作量证明. 假设通过车货匹配平台上的自

动匹配系统, 将货主与车主 (ID: C23485931)进行匹配,
并将货主的需求信息传递给车主. 那么在公有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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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 通过共识算法, 将节点 2的链被节点 1的链取

代, 如图 3 所示. 当节点 2 接收到节点 1 的信息后, 对
信息进行更改, 既将价格由 856元改为 800元, 在进行

挖矿, 生成一个更改后的交易信息的区块, 如图 4. 随
后, 通过共识算法, 将节点 2的交易信息反馈给节点 1.
节点 1将最终的交易信息向节点 3进行广播, 如图 5.
 

 
图 2    节点 1生成交易初始区块

 

 
图 3    节点 2接收到来自节点 1的信息

 

3.5   货主与车主的交易执行过程模拟

车主根据交易信息, 驾车到达指定地点进行提货.

同时, 节点 2生成新的区块, 记录车辆的地理信息和提

货时间, 如图 7 所示. 然后, 节点 2 将信息分别向节点

1和节点 3进行广播, 以节点 1为例, 如图 8所示. 当车

主将货物运输至交货地签收后, 节点 2 生成新的区块,

对交易的结果进行记录. 然后, 节点 2将信息分别向节

点 1和节点 3进行广播, 以节点 1为例, 如图 8所示.

 
图 4    节点 2生成第一轮交易更改后的区块

 

 
图 5    节点 3接收到的交易信息

 

3.6   交易结果分析

以代表交易一方的节点 1 为例, 该节点的区块链

中所存储的区块可知, 在公有区块链网络中, 区块链中

包含了若干个区块, 这些区块中记录了交易的达成和

执行的全过程, 并对每一次记录在区块头上加盖一个

时间戳 (见图 2～图 8 中 timestamp 标识), 使得区块上

的交易信息无法进行更改, 而且可以用作交易的证明.
此外, 在区块链接上区块链后, 成为了平台上所有用户

节点的“公共账本”, 使得交易信息很难被篡改. 同时,
通过 SHA256算法对交易过程的每一个时间节点的信

息进行加密 (见图 2～图 8 中 previous_hash 标识), 这
样不仅使交易数据变得更加安全、可靠, 还能使整个

交易过程变得更加透明. 如果在交易过程中出现违约

的行为, 同样也会被区块记录下来, 并向区块链网络的

所有节点进行发布, 这样平台上的其他用户也能够接

收到该用户的违约信息, 直接增加了该用户下一次交

易的成本, 促使双方不得不按照最初已经达成的交易

合同执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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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节点 1生成新区块

 
 

 
图 7    节点 1接收节点 2的信息

 
 

 
图 8    节点 1接收节点 2的交易结果信息

 

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传统的车货匹配平台中, 从
根本上解决了传统车货匹配平台所面临的货源信息不

准确和对交易全过程缺乏实时监督的行业痛点. 同时,
也降低了交易双方违约的可能性, 极大地提升了交易

双方的信任度, 从而改变了交易基于固定客户展开这

一现状.

4   结束语

在“互联网＋”和分布式计算的大背景下[5], 运输行

业的调度模式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本文针对基于车

货匹配平台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缺乏监督这一短板, 提
出了基于公有区块链技术的车货匹配平台框架, 并用

实际数据分别对交易的达成过程和执行过程进行模拟.
研究结果表明, 该车货匹配平台能够同时保障交易内

容的透明性、交易过程的安全性和交易双方信息的隐

私性, 能够使车货匹配平台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匹配

效率. 以下几方面需要深入研究: 第一, 本文设计的基

于区块链技术的车货匹配平台公有区块链虽然详细的

设计了机制, 但在共识算法方面还有待优化. 第二, 对
现实条件下的交易机制进行理想化处理, 很多情况尚

未考虑, 比如在运输过程中的节能减排问题等, 也需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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