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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品学是一门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主，融合社会科学、经济学为一体的一门应用性学科。
《现代商品学概论(第2版)》主要是对商品学基础知识点进行介绍，包括商品学概论、商品分类与编码
、商品质量与质量管理、商品标准与标准化、商品检验、商品包装、商品物流配送、商品储存、商品
与环境、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战略、纺织商品和食品商品等。
《现代商品学概论(第2版)》在明确商品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每章后附思考与练习，目的
在于强调其实际的运用和实践操作。

　　《现代商品学概论(第2版)》融知识性和实用性为一体，可作为贸易、工商、市场营销等专业的本
科教材，也可作为高职高专经济管理类的相关专业教材，还可供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阅读及作为消费者
生活消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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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世纪，德国哥丁堡大学的约翰·贝克曼（ John Beckman）教授1793年在德国哥丁堡大学首先开
设了“工艺学和商品学”课程，并于1793～1800年出版了《商品学导论》两卷本，构成了古典商品学
的基本体系。
全书共分两卷，第一卷讲述了商品生产技术，主要是工艺学，第二卷叙述了商品性能、用途、产地、
包装等知识，这两部分构成了古典商品学的基本体系，因此，他被誉为商品学的学科创始人。
书中对于商品的制造工艺与方法，商品的分类、性能、用途、质量、价格、检验、产地、主要市场及
商品包装等内容做了十分详尽的描述，从而明确和拓展了商品学研究的范围，建立了科学的学科体系
。
同时，还选定了一些国际贸易商品进行了分析并做出规范性的叙述，为贸易商品进行学科阐述创造了
先例。
贝克曼的理论受到了社会科学界的广泛欢迎，他所创立的“商品学”被誉为“贝克曼商品学”。
随着国际间的商品贸易与学术交流，这门学科先后传入了意大利、俄国、奥地利、日本等国。
1810年，莫斯科商学院将“商品学”列为必修课；1884年，东京商学院正式开设了“商品学”课程。
 2.日本 日本东京农业大学斋藤进教授著的《食品商品学》-书中提到，日本的商品学是从16世纪开始
出现的，有一位名叫直濑道三的医学科学工作者著有《宜禁本草》-书，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接近于商品
学的书。
1811年山太世孺编著的《怀山食性》-书，内容有菜、谷、酿造、鸟、兽、鱼、果等7个部分，主要叙
述食用性质，属于食品商品学。
1849年青苔园编著了进出大阪批发市场商人用的通俗读物图谱，介绍鱼的形状、味道、食用方法等知
识。
1874年日本创办商法讲习所，即日本的第一所商业学校（现日本一桥大学的前身），讲授《物产志》
。
书中内容采用伊夫《商业博物志》的材料，主要讲述按区域划分原材料、动物、植物、矿物、工业用
材料、食用原料、药用原料及制品等。
明治24年，博物馆的户田翠香出版了《日本商品学》，该书以动物、矿物各论为主体，共分三编，同
时包括进出口商品相关内容。
明治30年日本高等商业学校派部分教师和学生去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学习商业科学；明治40年代留学比
利时的学生又去德国留学；1890～1891年日本的高等商业学校规定正规课程开设商品学，并在第一、
二学年讲授，1906年日本出版了《商品学基础教程》，1926年上坂酉三又出版了《商品学概论》。
迄今，日本的商品学研究非常有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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