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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使机电商品在国民经济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让更多的商品制造
者、商品流通经营者、商品消费者熟悉机电商品的基本特征、特性，掌握合理配置，选用、运用的基
本方法，科学地进行机电设备管理，了解机电商品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我们重新编写了《机电商品学
》一书。
该版《机电商品学》具有新颖性、遥用性、导读性等特点．可作为商贸类院校商品学专业的本科及高
职学生教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电商品学（第二版)>>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商品学(merchandising)与机电商品学
  第二节  商品的分类与代码
  第三节  机电商品范围、功能、结构和特征
  第四节  机电商品的购买与经营管理
  第五节  机电工业与机电商品发展
第二章  机床及其附件
  第一节  机床概述
  第二节  通用机床简介
  第三节  数控机床
  第四节  机床附件与刀具
  第五节  机床的技术管理及经营管理
第三章  汽车
  第一节  汽车概述
  第二节  汽车的基本结构及布置型式
  第三节  汽车的技术参数、使用性能和技术经济指标
  第四节  汽车技术管理与经营管理
第四章  起重运输机械
  第一节  起重运输机械概述
  第二节  起重机械
  第三节  连续输送机械
  第四节  起重运输机械的技术管理及经营管理
第五章  泵、阀、气体压缩机
  第一节  泵
  第二节  气体压缩机
  第三节  阀门
第六章  叉车
  第一节  叉车概述
  第二节  叉车的基本结构及常用叉车简介
  第三节  叉车的技术管理
第七章  滚动轴承
  第一节  滚动轴承概述
  第二节  滚动轴承的代号及性能参数
  第三节  滚动轴承的技术管理及经营管理
第八章  电机
  第一节  电机概述
  第二节  直流电机
  第三节  交流电机
  第四节  电机的技术管理及经营管理
第九章  电器
  第一节  低压电器
  第二节  高压电器
  第三节  电器的技术管理及经营管理
第十章  仪器仪表
  第一节  仪器仪表概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电商品学（第二版)>>

  第二节  电工仪器仪表
  第三节  自动化仪器仪表
  第四节  仪器仪表的技术管理及经营管理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电商品学（第二版)>>

章节摘录

　　（二）机电商品学的研究内容　　机电商品同其他商品一样，是用来交换、满足生产建设和人民
生活需要的劳动产品。
当机电商品从机电工业生产企业生产出来以后，需要通过买卖形式转移到需要的企业单位和消费者个
人，从而实现消费。
由于社会对机电商品的需求呈多样化趋势，使得机电商品品种繁多，规格复杂，各种商品的性能与技
术要求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机电商品的需求和生产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经营者只有了解和掌握
各类机电商品生产发展状况、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生产工艺过程、国内外机电商品水平和发展动向
，才能经济、合理地组织机电商品的流通，引导生产和消费。
同时，由于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而商品流通又是联结生产和消费的纽带，
机电商品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流通主要在生产企业之间进行，经营者应掌握典型机电商品选用、
流通技术等，才能搞好机电商品的经营管理。
可以看出，机电商品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机电商品的功能、结构、工作原理、性能、使用条件、
检验、储运与养护、分类原则、命名方法、商标、质量管理、质量监督、质量与安全认证、标准与标
准化、政策与法规、资源与环境。
三、机电商品学的基础理论机电商品学的基础理论是建立在商品学基础理论基础上的，它主要体现在
对商品、商品使用价值等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上。
　　（一）商品概念　　在现代商品中，依其体现形态基本可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有形的物质形态商品，如人们经常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及供欣赏和纪念的物态艺术品
、旅游品、文物古董等；第二类为无形的知识形态商品，如科技成果、信息商品和非物质的艺术品等
；第三类为资金形态商品，如资金、股票、证券等；第四类为劳务形态商品，如提供的信贷、送货、
设备安装、售后服务、家政服务等。
我国商品学侧重研究物质形态商品中的生活资料商品和生产资料商品，随着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迅
速发展，其商品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开始涉及知识形态、资金形态、劳务形态商品。
以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为研究范畴，讨论商品的概念，商品具有以下特征：　　1.商品的实质——有
用物品　　马克思说：“商品首先是一种外界的对象，一种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的物。
”因此，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通俗地说就是必须有用，具有一定的功能、效用，只有能满足人类
本身需要和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物品才是有用的物品，所以商品不是泛指一切物品，而是由多种要素
限制的特殊有用的物品。
这就是商品的实质。
不能满足人类和社会需要的物品不能成为商品，例如：变质产品、失效产品。
　　2.商品的来源——劳动产品　　在人类地球环境中，物品是众多的、繁杂的，既有自然物，如空
气、原始森林及野生植物动物、微生物等，也有通过人类的劳动转换自然物的改造物、加工品，在构
成商品的诸要素中，劳动是商品生产的手段，是商品的来源要素，所以，物品中必须注入了劳动，才
成为商品。
非劳动产品不是商品，自然物也不能成为商品。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电商品学（第二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