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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说明】 

1.案例简介 

本案例来自现实情境中商户租赁店铺遇到的真实问题，商户得到了数学方法

的决策支持。在解决来自现实世界问题的过程中，最具挑战的是分析和获取问题

情境中重要的量，比如预测营业额，估计各种成本等，一旦确定了这些量，接下

来的数学运算与推理工作并不难，经常只涉及到建立并求解一元一次方程等知识。

从租赁中甲方的角度考虑，则可以提出如何确定租赁方案中的参数等问题，这个

过程仍然需要预估商户的营业额、成本、合理利润等。 

  2.案例意义  

     ①建模学习意义 

通过本案例，学生将体会到，面对实际问题，如何获得和确定租赁方案中涉

及到有关的量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并且获取数据方法的多样性以及辨析数据

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最具挑战性的内容，事实上，如果这些数据一旦给出，数学计

算变得很简单。 

实际上，数学中有很多类似的应用题，经典的如电话费套餐问题，在书本上，

学生面对的是已经给了各种套餐方案中的数据，在此基础上的计算并给出决策就

建议并不难，但换位思考一下：通信商是如何确定这些套餐方案的？他们需要考

虑哪些要素？不同方案中的数据是如何确定的？决策过程比本案例中的租赁问



题还要复杂，但却是在现实的世界中必须面对的。 

      ②教育意义 

从案例的代表性以及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影响等角度，这个数学建模

案例的教育意义可以分为如下的方面： 

第一，为学生了解用数学方法解决未来职业中所遇到的挑战提供契机。店

铺租赁方案问题仅仅是学生未来可能面对的不同职业情境中的一种情形，实际上

学生未来可能从事不同的职业中，在职业工作中用数学的眼光观察问题、用数学

的思维分析与解决问题、用数学的语言表达问题是理性的一部分。这个案例则为

学生畅想用数学的方法解决未来不同职业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供了机会。 

第二，发展学生严谨认真的品质。在数学建模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需要

系统的思考、进行相对严谨的数据调查、有依据地估计、认真计算求解，否则获

得错误的数据会导致错误的决策，从而会造成一系列投资的损失。从仅仅纸上谈

兵的无关轻重，到感受真实的风险与责任担当，学生不断锤炼的是严谨求实与认

真做事的品质。 

第三，身临其境的理解创业者的不易，培养学生的同理心。在建模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切实体会到作为小创业者、小商户的不容易和需要的智慧，

创业有风险，而通过动脑筋及时做出调整则会降低甚至化解风险。 

     3.教学使用建议   

      本案例有如下三种使用方式： 

第一，提供给学生阅读，请学生对案例进行评论，比如，对于问题的提出，

研究过程与用数学方法解决问题，基于数学进行决策等方面进行评论，还包括对

案例写作的评论，是否有改进建议等，也可以质疑或者提出进一步要研究的问题。 



     第二，可以只将情境和问题提给学生，请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提出解决方案

并解决，撰写研究报告；  

     第三，即使学生没有亲朋好友有类似经历，但生活在真实世界中的学生也

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可以开展研究。教师可以启发学生对未来不同的职业中可能会

遇到的问题进行畅想与规划，引导他们进行调研并提出问题，进而组建小组开展

研究：如门口的快餐店是否盈利？店铺租金定位多少合理？店铺如何选址？教师

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采用恰当的方式给出一些数据，支持学生的建模活动。 

 

【案例内容】 

店铺租赁方案的决策 

 

1.研究缘起（或背景描述） 

晓峰计划在大学城的美食城租一个店铺卖水饺，他期望每个月的利润为

5000 元以上。 

大学城给出了两种店铺租金方案供他选择，租赁合同每学期签一次，每学期

按照 4个月计算——这也是店铺每个学期的大致营业时间。 

租赁方案 1：房租 8000 元，并抽取营业额的 13%； 

租赁方案 2：免房租，抽取营业额的 23%； 

晓峰是否应该开水饺店？如果开的话，应该选择哪种租赁方案？ 

2.研究设计 

 2.1 明确问题 

（1）每个学期的营业额大概为多少? 

（2）哪种租赁方案的租金少？  

（3）每个学期的成本和利润大概为多少？ 

2.2 做出假设 

假设 1：学期中每天去美食城用餐的学生人数是稳定的； 



假设 2：饺子馆的成本是稳定的； 

2.2 预测可能的营业额  

2.2.1 确定该问题中的影响变量 

决定营业额的变量有:每餐的用餐人数，人均每餐的消费额，每个月的营业

天数。  

2.2.2 调研相关数据 

（1）调研三餐用餐人数与每客的消费均价  

①实地调研，在平日和周末的在中、晚两餐，统计与水饺类似的快餐档口

平均大约多少人用餐，人均消费多少元； 

②美食城周围的住宿学生人数以及美食城的总档口数，与实地调研的数据

相互印证； 

2.3 测算租金之外的成本 

2.3.1 确定该问题中的影响变量 

在这个问题中，重要变量是原材料成本，包括水饺和调料的成本、水电和固

定员工的工资。 

2.3.2 调研相关数据 

根据调研得知水饺的毛利率约为 45%，因此可以根据营业额确定水饺和调

料成本； 

估算需要雇佣员工的人数和员工的平均工资； 

估算月水电费用； 

3.问题解决 

  3.1 租赁方案的选择 

（1）营业额估计 

经过实地调研发现： 

① 两餐用餐人数与平均客单价 

 午餐 晚餐 

人数 约 100 人 约 100 人 

单客消费 8 元 10 元 

       ②美食城周围的住宿学生人数以及美食城的总档口； 



据美食城提供的数据，周围住宿学生大概 2万人左右，美食城一共 40 个档

口，大约共 60%的学生在此美食城用餐。根据调研，上学期由于毕业季，毕业班

学生外出实习或找工作，用餐人数会相应比下学期少。因此，每个档口平均每天

大约能够有 300 人，和第一个数据能够印证，但是数据不太准确，根据①中的数

据进行估计和计算。 

 ③营业天数 

 每个月营业 30 天，每个学期大约营业 4个月。 

 ④员工工资以及水电成本 

 每个档口需要 2个固定的员工，每人每月工资是 3500 元；  

 每个月的水电费大约 500 元左右； 

⑤水饺利润率 

水饺的毛利润率大约为 45%。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测算得到一个学期的营业额为： 

18× 100× 30× 4=216000 元 

（2） 两种方案比较 

 设每学期营业额是 x 万元  

 13%x+0.8=23%x 

        x=8 

	  
图	   1	   缴纳费用 y 与营业额 x 之间的函数关系 



从图 1 可以看出，如果营业额大于 8 万元，选择第一种方案；如果营业额

小于 8 万元，应该选择第二种租赁方案。 

因此根据营业额的估计，选择第一种租赁方案。 

3.2 每个月的预估利润  

一个学期员工工资：3500×2×4=2.8（万元） 

一个学期水电费：0.05×4=0.2（万元） 

不算固定资本投入（冰柜与煮饺子设备等），一个学期的预估利润为 

21.6× 0.45-21.6× 0.13-0.8-2.8-0.2=3.112（万元） 

3.112÷4=0.778（万元） 

也就是预估每个月的纯利润为 7780 元。 

4.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根据以上测算，晓峰选择了第一种方案，也就是一个学期交 8000 元房租，

以及营业额的 13%。 

但是开业后，他发现自己的决策失误了：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只有 1.4 万，第

二个月是 1.8 万，都没有达到平均 2万的预估营业额。晓峰迅速反思，了解消费

者的意见，及时调整水饺品牌和口味，学生也对这个水饺店铺越来越熟悉、认同

度越来越高，还发现十一月的立冬、冬至日两个传统节日的销售量特别大，都出

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而第三个的月营业额达到了 6万。所以，一个学期总体计

算下来决策是成功的。  

4.2 讨论   

4.2.1 对假设的讨论 

原假设是学生每天到美食城的人数是稳定的，但实际上，每天美食城的用餐

人数受天气、周末节假日的影响很大，学校这种特定环境中毕业季、实习季等也

非常影响用餐人数，另外，饺子这种具有传统文化意蕴的食品的销售量与传统节

日还有关系，这样，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的用餐人数可能会有很大差距，需要更

为精细的测算、调研，以规避风险，提高效益。 

那么营业额至少多少,才能达到晓峰月均 5000 元纯收入以上的期望呢？ 

设一个学期的营业额为 x 万元，纯利润为 y 万元 



（1）如果 x＞8，那么 y=0.45x-0.13 x-0.8-2.8-0.2=0.32 x-3.8 

     若 y≥0.5×4，则 x≥18.125 

如果 0＜x＜8，那么 y=0.45x-0.23 x-2.8-0.2=0.22 x-3 

    若 y≥0.5×4，则 x＞22.7,与 0＜x＜8 矛盾 

	  
图	   2 纯利润 y 与营业额 x 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如果达到月均 5000 元以上的利润期望，一个学期的营业额必须

在 18.125 万元以上，那么需要选择第一种租赁方案，月均营业额则需至少达到

4.53125 万元。第二种方案是不用考虑的。 

4.2.2 面食店铺的个数 

前面没有考虑整个大学城所有的面食店铺，特别是水饺店铺的分布以及数量，

这也是需要考虑的要素之一。 

4.2.3 成本的估算 

由于学生用餐的时间比较集中，所以在用餐高峰期两位固定的员工忙不过来

而一些顾客就不愿等待而离开，所以采用了高峰期雇佣小时工的方式应对，这一

用工成本也需要考虑进去。 

4.2.4 站在甲方立场的讨论 

    站在甲方即店铺出租方的角度，为什么要给出两种方案？给出方案的依据是

什么?  

    实际上，甲方掌握着大量的数据，包括美食城总销售额的数据、不同位置、

不同产品的店铺的销售数据，他们具有更大的主动权，每学期单个店铺营业额的

平均数估计是 80000 元，但是不同店铺的营业额不同，乙方的选择对双方都存在

风险，甲方不能仅仅考虑自己的收益，还要考虑为学生提供过更好的服务，让市



场更繁荣，所以，设计多个方案让乙方选择，将会留住更善于经营的商家。所以，

设计选择性方案，既是甲乙双方的博弈，也会带来甲乙乃至消费者方的多方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