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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对技术型应用人才的需求日趋紧迫，这也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
迅猛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已经进入了平稳、持续、有序的发展阶段。
为了适应社会对技术型应用人才的需求和职业教育的发展，教育部对职业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高等教育司分别颁布了调整后的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目
录，为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提供了依据。
教育部连同其他五部委共同确定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与软件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护理为紧
缺人才培养专业，选择了上千家高职、中职学校和企业作为示范培养单位，拨出专款进行扶持，力争
培养一批具有较高实践能力的紧缺人才。
　　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也为职业教材的出版发行迎来了新的春天和新的挑战。
教材出版发行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服务，必须体现新的理念、新的要求，进行必要的改革。
为此，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北京师范大学等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在全国范围内筹建了“全国职业教育教材改革与出版领导小组”，集全国各地上百位专家、教
授于一体，对中等高等职业院校的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教材的改革与出版工作进行深入
的研究与指导。
2004年8月，“全国职业教育教材改革与出版领导小组”召开了“全国有特色高职教材改革研讨会”，
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近百位高职院校的院校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和一线骨干教师参加了
此次会议。
围绕如何编写出版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高等职业教育教材，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研讨，为新一轮教
材的出版献计献策。
这次会议共组织高职教材50余种，包括文化基础课、电工电子、数控、计算机教材。
2005年-2006年期间，“全国职业教育教材改革与出版领导小组”先后在昆明、哈尔滨、天津召开高职
高专教材研对会，对当前高职高专教材的改革与发展、高职院校教学、师资培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同时推出了一批公共素质教育、商贸、财会、旅游类高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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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总论　　第一节成本的经济内涵和作用　　一、成本的经济内涵　　成本作为一个价值范
畴，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是客观存在的。
加强成本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无论是对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还是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
效益，都是极为重要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品的价值仍然由三个部分构成：①已耗费的生产资料所转移的价值
（C）。
②劳动者为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V）。
③劳动者为社会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M）。
按照马克思的成本理论，商品产品的成本是指产品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货币表现
，即C+V，成本是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补偿尺度。
成本的这一经济内涵，是一种高度的理论抽象和概括，称为“理论成本”。
　　应当指出，在实际工作中，成本的开支范围通常是由国家有关法规制度来加以界定的。
为了促使企业加强经济核算，减少生产损失，对于劳动者为社会劳动所创造的某些价值，如财产保险
费等，以及一些不形成产品价值的损失性支出，如工业企业的废品损失、季节性和修理期间的停工损
失等，也计人成本，这种成本称为“现实成本”。
可见，实际工作中的成本开支范围与理论成本包括的内容是有一定差别的。
就上述的废品损失、停工损失等损失性支出来说，从实质上看，并不形成产品的价值，它不是产品的
生产性耗费，而是纯粹的损耗，按其性质并不属于成本的范围。
但考虑到经济核算的要求，将其计人成本，使之得到补偿，还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对于成本实际开支范围与成本经济实质的背离，必须严格限制，否则成本的计算就失去了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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