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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21世纪全国高等院校市场营销类规划教材之一，是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
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育部2006年第16号文件）的文件精神，在借鉴了全国高职高专商品学课
程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满足高等职业院校市场营销、连锁经营管理、物流管理、国际
贸易、贸易经济等专业的教学需要，并结合编者二十多年的商品学教学、实践经验，组织编写了本书
。
　　本书体例新颖，结构合理，对商品学的研究对象、商品质量、商品标准、商品检验、商品分类、
商品包装、商品的基本性质等商品学基础知识做了概括性的介绍，重点介绍了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
酒、茶叶、乳制品、皮革制品、洗涤用品、化妆品、玻璃制品、陶瓷制品、塑料制品、纺织品、服装
、大件耐用电器等商品，对每类商品的品种、化学组成、性能特点、质量要求、品质检验、使用、储
存保管等知识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
该书中所选录的商品除了是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大宗商品之外，还是学生毕业后开展自主创业经营
的优选商品，从我院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情况看，许多同学在茶叶、皮革制品、针纺织品
经营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本书取材新颖，一方面收录了近几年在商品开发、生产活动中诞生的最新技术和成果，如新型纺
织纤维、特种陶瓷等；另一方面在编写过程中查阅了大量商品标准，修订了过往教材中不尽合理的商
品的质量指标及要求，使商品质量要求与现行标准保持一致，并根据现行标准规范了商品名称和商品
分类。
　　本书特别注重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对诸如目的、意义之类的内容做了大幅度的删减，着重强
调对商品类别的划分、品种花色的辨认、质量检验、选购方法等实用性知识的介绍，例如：在茶叶部
分，重点介绍了茶叶的分类及品种、茶叶质量评定的方法和茶叶的储存与保管。
　　本书由山东经贸职业学院刘增田老师主编，参加编写的人员还有山东经贸职业学院钟绵章老师，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付淑文、范伟军老师。
刘增田老师编写了第一－八章，钟绵章老师编写了第九章，付淑文老师参与了第一章的编写工作，范
伟军老师参与了第三章的编写工作。
全书由刘增田老师负责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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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职业院校市场营销、连锁经营管理、国际贸易、贸易经济等专业的“商品学”课程教材。
全书共九章，分为概论和分论两大部分。
概论部分中对商品学的研究对象、商品质量、商品标准、商品检验、商品分类、商品包装、商品的基
本性质等商品学基础知识做了概括性的介绍。
分论部分中重点介绍了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重点商品，如酒、茶叶、乳制品、皮革制品、洗涤用品
、化妆品、玻璃制品、陶瓷制品、塑料制品、纺织品、服装等，对每类商品的品种、化学组成、性能
特点、质量指标、品质检验、使用、储存保管等内容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
本书结构严谨，内容准确、简明，特别注重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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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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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分类　　二、白酒　　三、啤酒　　四、葡萄酒　　五、黄酒　第二节　茶叶　　一、茶叶的主
要化学组成　　二、茶叶的生产　　三、茶叶的分类　　四、茶叶的质量评定　　五、茶叶的储存和
保管　第三节　乳及乳制品　　一、乳的化学组成　　二、乳制品的分类　　三、灭菌牛乳　　四、
乳粉(奶粉)　　五、其他乳制品第三章　皮革制品　第一节　皮革的原料与生产　　一、皮革的含义
　　二、制革原料皮　　三、皮革的生产　第二节　成品革　　⋯⋯第四章　日用化学商品第五章　
玻璃、陶瓷制品第六章　塑料制品第七章　纺织纤维第八章　纱线、织物与服装第九章　家用电器参
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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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耐用性　　耐用性是指纺织品在穿着和使用过程中能够抵抗外界各种破坏因素破坏的能力。
它决定了衣着类商品的使用寿命，纺织品的耐用性通常用其各项力学指标（拉伸强度、撕裂强度、耐
磨强度、剪切强度等）、耐日光稳定性、染色牢度等指标衡量。
　　3.卫生、安全性　　纺织品的卫生安全性是指织品保证人体健康和人身生命安全所应具备的性质
。
主要体现在纺织品的卫生性、无害性、阻燃性、抗静电性等方面。
　　对日用纺织纤维来说，无论是天然纤维，还是化学纤维，都没有发现对人体皮肤有明显的刺激作
用。
但织品在染织过程中，要使用多种化学物质（如染料、防缩剂、防皱剂、柔软剂、增白剂等），这些
物质可能会造成对皮肤的刺激和人体的伤害，例如：偶氮类染料尽管其色谱齐全，色彩鲜艳，色牢度
高，但由于具有诱发皮肤癌的危险，目前已在世界范围内禁止用于纺织品的染色。
　　纺织品必须具有良好的透气性、透湿性和吸水性，这些性质直接影响织品的卫生属性。
　　在日用纺织纤维中，除氯纶、氨纶、动物毛、天然丝等纤维的阻燃性较好以外，大多数纤维都不
具有良好的燃烧性能。
目前，国内外由衣着商品引起火灾伤亡的事件不断增加，因此，各国都非常重视纺织品和服装的阻燃
性能标准的制定，目前，许多国家对儿童和老年人服装都有强制的阻燃性要求。
　　4.审美性　　纺织品的审美性即其美观艺术性。
对于服装商品来讲，人们的购买目的已不是单纯地为了遮体、御寒，更主要的是为了美的享受，满足
消费者美学需要，达到一种精神与物质的融汇，生活与艺术的结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审美性已成为广大消费者购买服装的首选特性。
服装的审美性，主要指纺织品所呈现的外观特征，在色泽、花纹、图案、色彩、款式、风格等方面应
具有时代的艺术特色，体现现代开放式的生动、活泼、舒畅的生活风貌，适合于季节变化、人们的年
龄差异、个性特点、文化素养等。
服装的审美性不仅能使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更能体现人们的精神风貌，充分反映出时代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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