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消费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2021_2022__E5_AE_B6_E

5_BA_AD_E6_B6_88_E8_c38_61338.htm 高三政治高考复习 高

一部分 经济常识 第七课 商品服务市场和消费者 课题：家庭

消费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课时数： 授课时间： 周 星期 教学

目标： 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懂得现代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依

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知道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后应

该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解决；学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自

觉遵守社会公德。 知识要求：公民个人和家庭生活消费的基

本内容以及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家庭消费与社会生产的关

系；消费者依法享有主要要权利；我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立法和组织机构；依法解决消费者和经营者争议、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一般程序；消费者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

履行的义务。发展商品服务市场对于促进生产和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的作用；树立正确消费观的意义。 能力要求：培养学

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如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看，树立

正确消费观以及适度消费的重要意义。 运用知识的能力：通

过本课教学，培养学生在理解知识的基础上，独立认识问题

、解决问题，运用所学知识分析新情景、新问题的能力。如

怎样解释制造假冒伪劣不能看作是个人行为，为什么要从这

些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后果认识市场交易原则的重要性等等。 

觉悟要求：帮助学生认识到作为一个纯粹的消费者，一方面

要学会正确消费，另一方面要增强自己作为消费者的权利意

识，学生用法律正品保护自己，同时又要遵守社会公德，尊

重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帮助学生分析、审视自己的消费观念



和消费行为，鼓励学生敢于剖析自己、修正自己，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教学重点： 1、家庭消费的内容 2、 树

立正确的消费观 3、依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教学难点：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依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授课过程 一

、【高考考点】 1、家庭消费的内容 2、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3

、依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基本理论 （一）、基础知

识讲解： 1、家庭消费的含义及内容 1）含义：家庭消费也叫

生活消费。它是指发生在生产过程之外的，人们为维持自身

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对各种生活资料和劳务的消耗，是人

们恢复劳动力的消耗并获得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自身的再

生产。它包括人们的吃、穿、住、用、行等物质生活方面的

消费，也包括人们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和劳动服务方面的消

费。教材明确地告诉我们，家庭消费的目的是人们为了生存

和发展；家庭消费的途径是通过吃饭穿衣、文化娱乐等活动

；消费对象是消费资料和相应的服务；消费结果是生产出了

新的劳动力。 2） 家庭消费的内容 ① 按消费内容区分，可分

为物质生活消费、精神文化生活消费和劳务消费 A物质生活

消费。现代社会的物质消费远不止于此。由于生产力水平的

不断提高，我们吃的水平提高了，不仅仅要满足温饱，还要

讲究合理、均衡和营养；穿的水平也提高了，穿衣不仅为御

寒，还要具有审美价值；住、用、行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层次和水平。这些消费的结果就在于更好地再生产出了

人的体力和智力。虽然如此，这种消费也仅仅是人类最基本

的消费需求。 B、精神文化生活的消费者是人类特有的消费

现象。人闪在物质生活条件有了一定基础的前提下，必然要

求学习和娱乐。人们要认识社会和自己，需要学习和研究；



人们要调整身心，就需要休闲、娱乐；人们要从各方面得到

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在精神上不断有新的追求； C、劳务消

费也是人类独有的消费现象。而且劳务消费水平也体现着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水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特

别是在近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务部门才越来

越多。 ②按消费目的分类，可以分为生存资料消费、发展资

料消费和享受资料消费 A、生存资料消费是维持生存所必需

的、最起码一物质生活消费和劳务消费，是基本的生活需要

。目前，住房体制的改革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有人将购买

住房理解为是购买享受资料，这是错误的须知住房也是基本

的生存需要。 B、有生存资料还无法满足人们的进步和提高

，因此，就需要有发展资料的消费。每个人由于个体状况的

不同，需要发展的方面不同，所需要的发展资料也不大相同

。在内容上可表现为多种多样，既有物质生活消费，也包括

精神文化和劳务消费。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资料消费在人

们的消费中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大。 C、享受资料的消费。因

此，其伸缩性、变动性较大 总结：家庭消费是具有变动性和

发展性的。从宏观上讲，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影响，一

般情况下，是从低级开始逐步向较高的层次递进。从微观上

看，每个家庭由于各自情况不同，其消费状况也不同。 3）

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 根本因素：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

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家庭消费是随着国家

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从低级开始逐步向较高的层次递进发展的

。 ①收入水平：收入水平的高低对家庭消费有直接影响。家

庭消费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多少，因此，



提高家庭消费水平的主要途径，就是增加收入。 ②物价水平

：物价水平。在家庭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商品和服务的

价格水平成为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一般说来，消费品

价格总水平提高，则家庭消费水平降低，反之亦然。 [突破] 

不能认为物价越低，消费水平越高 人们的消费水平受各种因

素的制约：从根本上说，是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此

外．还受到收人水平、物价水平和人口数量的影响。人们的

消费水平的高低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还受到分配

政策的影响以及个人收入的影响。当然，物价对人们的消费

水平是有影响的，在收人一定的条件下，物价下降，意味着

用相同数量的货币可以购买到更多的消费品，相对来说，消

费水平有所提高。但是物价持续下降，将对企业生产经营产

生严重影响，给全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这势必影响人们的生

活，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所以，要全面认识物价下降这一经

济现象。 ③人口数量： 在收入总量和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家庭消费水平与供养人口成反比。供养人口越多，平均消

费水平越低；供养人口越少，平均消费水平越高。因此，控

制人口增长，对于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二、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1．树立正确消费观念的重要性 (1)提高消

费水平，改善人民的消费质量，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具有

重要作用。 (2)家庭消费虽然是个人的消费行为，国家尊重个

人生活消费的自主权，但是家庭生活消费绝非与社会无关。

(3)健康、合理、文明的生活消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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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到社会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新的社会需求的创造以及新的市场的开拓。

2．正确消费观念的内容 (1)家庭生活消费必须与国情及家庭



收入相适应，提倡适度消费，反对铺张浪费。 2、树立正确

的消费观 1）树立正确消费观念的重要性 (1)提高消费水平，

改善人民的消费质量，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具有重要作用

。 (2)家庭消费虽然是个人的消费行为，国家尊重个人生活消

费的自主权，但是家庭生活消费绝非与社会无关。 (3)健康、

合理、文明的生活消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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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到社会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新的社会需求的创造以及新的市场的开拓。 2）生产

与消费的关系 ①生产决定消费。 一是生产为消费提供对象。

一个社会消费什么，不能由人闪的主观愿望决定，而要由客

观的物质生产状况所决定。空调没有生产出来的时候，家里

有一台电扇就够奢侈多了；彩电没有的时候，谁家拥有一台

黑白电视，也会挤满了邻家的观众。⋯⋯ 二是生产决定消费

水平。消费水平是指按人口平均实际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劳务

的数量和质量。它表明在一定时期内，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

要的实际满足程度。改革开放20年来，无论从实物消费量还

是从价值消费量看，我们的消费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从实

物消费量看吃、穿、用的水平不仅表现在量上，更表现在质

的提高上；持续了多少年的老大大件早已变成了新三、新四

甚至更多的大件了。人价值消费量看，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按可比价值来算，均提高了2~3倍。这一切都缘于改革开放带

来的社会生产的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三是生产决定

消费方式。消费方式即怎样消费。如，同样购买商品，西方

发达国家可以很方便地在网上购物，而我们却难以做到。这

是因为我们的电脑不普及，网络更不普及，而且使用电脑也

需要有相当的受教育程序，这一切都囿于我国较低的生产发



展水平；同样是吃饭，我们曾经笑话西方人的请客，一个汉

堡或一个三明治或顶多几个菜，都不让人吃饱似的；而我们

却很大方，几盘几碗越丰盛越显得主人热情和生活水平如何

如何高。实际上，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的方法水平的确比短

缺经济时代高多了，否则无论怎样热情也难以丰盛餐桌；另

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人民刚刚获得温饱后的心理状态；以前

吃不饱或吃不好，现在有了条件，那还不好好地吃？哪怕吃

不了浪费也要吃，吃出了胃肠病也要吃。当然，随着收入的

提高，人们又开始吃保健品了。有资料表明，前几年的出国

人员回国时带大件，现在回国带保健品。这都反映了社会生

产力水平的变化带来了消费方式的变化。 四是生产为消费创

造动力。消费赶“时髦”、消费“一步到位”虽然不为社会

所认可，但它反映了消费的动力是生产带来的，是由收入水

平决定的。没有生产的发展，也就没有消费赶着“到位”的

情况。当然事实上永远无法“到位”，因为生产在在不断发

展。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消费对象

、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总会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

。 总之，生产决定消费，消费所需要的一切商品和服务的种

类、数量、质量都是由生产创造出来的，没有生产就没有消

费。 ②消费反作用于生产。 首先，消费是社会生产四个环节

中的最后一环，消费状况如何，对生产和其它几个环节都在

着重要的反作用。产品出产出来以后，只有当它最终被人们

消费了，才真正起到产品的作用，生产才能继续进行。相反

，如果产品没有被消费者所接受，卖不出去，生产就要受到

影响，就要萎缩。因此，消费市场的状况和变化趋势，对生

产能否顺利进行具有极大影响。可见，把企业推向市场，让



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既能使生产直接地为消费服务，又

能通过消费来及时地调节生产，还可以有效、合理地利用资

源、减少资源的浪费。所以，合理、适度的消费，是社会再

生产正常进行，实现良性循环的重要条件。 其次，消费是生

产的动力。一个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往往能带动一个产业

甚至几个相关产业的出现和成长。 第三、消费为生产创造出

新的劳动力。新的、较高水平的消费会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得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生产

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第四、消费是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

生产的目的就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

需要。即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消费。人们有各种需要，才有

适应人民需要的各种生产。 [突破] 把个人消费的自主权理解

为与社会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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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应该干涉个人的正当消费。 但是，家庭

生活消费并非与社会无关。健康、合理、文明的生活消费，

既关系到个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健康成长，又关系到社会

和集体的利益，关系到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新的社会需

求的创造，以及新的市场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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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消费者应该树

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①提倡适度消费，反对铺张浪费。 什么是

适度消费？它与超前浪费的界限是什么？（设计此问的目的

在于让学生通过比较，明确适度消费的含义） 适度消费即合

理消费，包括不抑制消费和不超前消费两层意思，就是使消

费与我国的国情和家庭收入状况以及需求状况相适应，量入

为出，既不滞后，又不超前；既不人为抑制，抑制型。认为



财富有限，消费即浪费。 A. 超前型。超出生产水平和自身能

力，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消费。 B. 面子型。与别人攀比，在一

种非理性的心理活动支配下进行消费。 C. 露富型。向别人炫

耀自己的富有、阔绰。 D. 愚昧型。是一种幼稚、无知 、落后

的个人消费模式。 E. 实惠型。注重商品的实用价值。 F. 计划

型。量入为出，有计划购买，坚持正常的消费倾向。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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