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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编写科学、实用。
        根据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最新课程标准为编写依据，紧扣学科教材，针对各地区版本教材教学实际
的需要及中考改革的要求进行撰写。
    2．解释准确、科学。
        以新课程标准为基础，以中考的内容和要求为主线，紧扣教材，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注重培养
能力，注意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有关基础知识及概念的应用范围和注意事项作了简明扼要的阐
述；对容易出错的基础知识及概念通过典型例题加以分析、说明。
    3．精选得当、权威。
        本着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的理念，在归纳、解析基础知识的同时，精选近年来全同各地的中考题
，进行恰当的分析和点评，加以拓宽、深化，着重突出思维过程的分析，展示考试与基础知识的密切
联系，让学生体会一些思维方法的应用，掌握解题规律、方法和技巧，起到举一触类旁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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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如何理解“消费”的多种含义？
　　（1）消费是指与生产相联系和相对应的经济活动。
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消费并不是与生产完全无关的纯消费，它与生产有内在联系，消费过程同时也是
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2）消费是指以消费为目的的购买行为。
　　（3）消费是指具体消费行为。
　　2.“假冒伪劣”与“质次价高”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
　　所谓假冒伪劣商品，突出的是一个“假”字，是经营者用以假充真、名不符实的商品蒙骗坑害消
费者。
而质次价高的商品，展示的是自己的真实情况，是消费者可以看得出来的，购买这种商品完全是自愿
行为，并没有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不同于假冒伪劣商品。
整顿市场秩序，打击的是假冒伪劣而不是质次价高的商品。
但二者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联系。
如经营者对质次价高的商品作不实宣传，或以次充好，在这种情况下，质次价高商品也就同时成了假
冒伪劣商品。
　　3.个人有消费自主权，家庭生活消费是否与社会无关？
　　家庭生活消费属于个人消费行为。
个人有权决定购买何种商品和服务，也有权决定以何种方式进行消费，社会不应限制个人的正当消费
，更不应该干涉个人的正当消费。
但是，个人消费行为既关系到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成长，又关系到社会和集体的利益。
例如，不能因为有钱就吸食毒品或肆意赌博。
因此，不应片面强调个人消费的自主权，而应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4.享受性消费是否意味着铺张浪费？
　　享受性消费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物质与精神产品，但在理解时不应该把它混同于铺张浪费，也不应
该借口享受性消费而搞铺张浪费。
　　享受性消费是在生存发展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的消费.是建立在生存和发展消费基础之上的消费，这
类消费具有不断扩展和丰富自己的可能性，以满足人的更高层次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它是人的健康、
合理的消费，在性质上不等于铺张浪费。
铺张浪费是不健康、不合理的消费。
　　5.怎样理解适度消费？
　　所谓适度消费，其含义是量人为出，使消费与国情及家庭收入相适应，合理进行消费，既不过分
抑制消费，也不盲目超前消费。
　　6.贷款消费是不是超前消费？
　　我们反对超前消费，但对什么是“超前”要做具体分析。
判断消费行为是否超前，不能仅仅局限在现有收入上，还应考虑收入能力这个动态因素。
有人现有收入虽高一些，但收入能力低，在消费上的回旋余地不大。
有人现有收入虽低一些，但收入能力高，在消费上就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对贷款购房和汽车分期付款这类消费形式不能简单认为就是超前消费。
如果对自己收入能力的判断符合实际，采用这类消费形式就是一种合理消费而不是超前消费；如果过
高估计了自己的收入能力，或者明知自己无力消费却硬与别人盲目攀比，就是超前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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