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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商品学实务》 是新世纪高职高专教材编委会组编的市场营销类课程规划教材之一。
　　商品是社会经济的缩影，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指南。
市场经济越发达，商品越丰富，市场竞争越激烈。
在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的今天，. ‘质量是市场竞争的焦．汽”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消费个性化
、市场专门化、产品细分化导致了商品品种的多样化。
面对残酷的竞争，持续开发、生产和提供适用的商品，提高服务水准，已成为每一个生产经营企业的
重要课题。
同时，面对严峻的质量形势和尚不规范的企业经营行为，消费者不仅要具备自我保护的意识与能力，
还需了解和掌握商品的一些基本理论和鉴别商品质量优劣的能力。
因此，商品学作为一门以商品质量为中心、研究商品使用价值、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于一体的应用
性学科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就越发明显。
　　编者在多年的商品学教学实践工作中发现，企业一线缺乏实用商品知识的现象较多，培训机构在
培养面向社会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线“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应用型人才方面缺乏系统
和有针对性的教材。
为此，我们编写了《 商品学实务》 。
　　本教材具有以下主要特色：　　1．商品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从自然
科学和技术学的角度研究商品使用价值，研究的中心内容是商品质量，称为自然科学的商品学或技术
商品学；另一个是从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市场营梢和消费需求方面研究与商品质量和
品种相关的问题，称为社会科学的商品学或经济商品学。
本教材主要从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的角度研究商品的使用价值。
　　2．在体例上，每章均有案例导入、学习目标、本章小结、复习思考题、综合练习题及实训设计
，注重强化学生能力培养，力求达到“融教、学、做及理、实为一体”的教学效果。
　　3．在内容组织上，力求达到理论知识够用，并在实践中具有指导意义。
穿插了许多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汲取了商品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力求体现“繁中求精，精中求用”精
神，使本教材简洁、务实，可读性强，可操作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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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分类是从中分类中进一步细分出来的类别。
主要分类标准有：按功能用途划分，如畜产品大分类中的猪肉中分类下，进一步细分出排骨、里脊等
小分类；按规格包装划分，如一般食品大分类中的饮料中分类下，进一步细分出盒装饮料、瓶装饮料
、听装饮料等小分类；按商品口味划分，如糖果饼干大分类中的饼干中分类下，进一步细分出甜味饼
干、咸味饼干、奶油饼干等小分类。
　　单品是商品分类中不能进一步细分的、完整独立的商品品项，如猪肉可细分为肉丝、肉块、肉丁
、肉馅等，每一品种又依质量细分为500克、300克和200克等不同包装等。
　　（二）商品分类的意义　　商品分类是将各种商品在商品生产与交换中实现科学化、系统化管理
的重要手段，通过科学的方法对商品进行条理化、系统化分类，有利于实现商品使用的合理化和流通
管理的现代化。
对发展生产，促进流通，满足消费，提高管理水平和企业效益等有着重要作用。
　　1.商品分类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实施各项管理活动奠定了科学基础　　国民经济各部门如计划、统
计、物价、贸易等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及国民经济状况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商品分类基础上的。
　　2.商品分类有助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进行　　通过商品分类，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要组
织生产；有利于掌握生产和销售的基本情况；有利于商品计划、统计、会计核算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有利于深入分析商品质量的变化规律，为提高商品质量和合理使用、储存与运输商品创造条件；有利
于推进标准化管理；是实行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前提。
　　3.商品分类为促进行业发展决策提供依据　　通过商品分类，可以了解消费需求的结构及变化趋
势，为产业政策的制定、行业与市场相关信息的提供以及制定行业标准和规范提供依据。
　　4.商品分类便于消费者和用户选购商品　　通过科学地商品分类和编制商品目录，可以根据消费
需求有序地组织市场供给，方便消费者和用户选购和消费。
　　二、商品分类的基本原则　　进行商品分类时，首先应明确分类的商品集合体所包括的范围；其
次必须提出商品分类的明确目的；最后必须选择适当的分类标志。
为了实现商品的科学分类，使商品分类能够满足特定的需要，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科学性原
则　　科学性是分类的基本前提，是指商品在分类中所选择的标志必须能反映商品的本质特征并具有
明显的区别功能和稳定性，以满足分类的客观要求，发挥分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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