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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加快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服务，我国把发展职业教育摆在了突
出的位置上，实施了国家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特别是加强了对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紧缺的
高素质、高技能专门人才的培养。
教育部提出，职业教育要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
　　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任，其发展正
日益得到重视。
然而，目前我国许多中等职业学校实施的教学与所承担的任务不相适应，许多学校课程教学的内容陈
旧，不适应生产实际的要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职学生应当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操作能力、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的能力以及多方
面的综合素质，以适应职业生涯和终身发展的需要。
因此，中等职业教育必须加快改革，加快构建以岗位能力为本的专业课程体系。
　　本套教材正是基于上述背景编写而成，且具有如下特点：　　1.职业教育性：渗透职业道德教育
理念，体现就业导向；培养学生爱岗敬业、团队及创业精神；树立安全和环保意识。
　　2.教学适用性：教学内容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取材合理，分量合适，符合“
少而精”的原则；深浅适度，符合中职学生的实际水平。
　　3.知识实用性：体现以职业能力为本位，以应用为核心，以“必需、够用”为度的原则；紧密联
系生活、生产实际；加强教学针对性，与相应的职业资格标准相互衔接。
　　4.结构合理性：教材的体系设计合理，循序渐进，符合中职学生心理特征和认知、技能养成的规
律；结构、体例新颖，并配制有多媒体教学课件，适应先进教学方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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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课程改革规划新教材：汽车配件管理》是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课程改革规划新
教材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汽车配件相关常识、汽车结构基础知识、汽车常见易损件和常用材料、汽
车配件市场调查与预测、汽车配件目标市场营销与策略、汽车配件订货管理和仓储管理，以及汽车配
件营销和汽车配件计算机管理系统等。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课程改革规划新教材：汽车配件管理》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
专业、汽车商务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汽车维修企业或汽车配件经营企业管理人员的岗位培训教材或
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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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目前，世界汽车配件行业这种独立或解体的实质正孕育着产业结构的重组及新的专业群体的诞生
。
在汽车工业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性支柱产业的基础上，整车厂和配件厂以遵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
同谋求发展新的合作原则为前提，伴随着产品开发结构集成化和系统化供货方式的发展趋势，配件产
业将按地域重新分工、组合，从而步入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
3）高附加值化和高新技术化当前世界汽车配件企业的经营发展方向是产品的高附加值化和高新技术
化。
如美国的汽车音响设备生产，原先集中在三大汽车公司，后来美国逐渐把一般音响设备生产线转移到
国外，国内只保留新式的、先进的和高附加值的产品。
这样，就使美国的生产能力下降近一半，而利润却提高3倍以上。
　　2.我国汽车配件行业的发展与现状　　1）我国汽车配件行业的发展历程　　我国汽车配件行业是
随着汽车生产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兴起阶段。
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以整车带动配件发展。
1956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建立，随后南京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和第二汽车制造厂等相继建立，
迎来了我国第一次“汽车热”。
此间，为与整车厂配套，也相继建立了一批汽车配件厂。
但绝大多数配件企业生产水平很低，生产规模很小，无产品开发和更新能力，产品质量差、价格高，
并且只能与规定厂家配套，不能任意销售到别的整车企业。
　　（2）波动阶段。
第二阶段从1978年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配件发展的主要特点仍然是以围绕整车配套为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卖方市场出现，国家布置了“三大、三小、二微”
的生产格局，抉定把汽车工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由此我国迎来了第二次“汽车热”。
供不应求的局面和支柱产业的发展前景吸引了各地政府投资进入汽车配件生产领域，一大批中小配件
企业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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