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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的力量
———甘碧群先生访问记

香港城市大学 周 南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道德经》第六十四章)中国营

销学科发展至今,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简称“CMAU”)一直起着引领作用。

CMAU即将迎来40周年诞辰,此刻回望当年,探寻CMAU是如何在前辈学者的

推动下从“毫末”与“累土”起步的,十分有意义。
甘碧群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涉足市场营销学领域的学者之一,也是最

早的两位市场营销学博导之一,对CMAU的创立与成长贡献良多。我最近从香港

通过微信视频和身在武汉的甘先生对话接近一个小时,听她介绍这段难得且珍贵

的经历,并请她对后辈学子提希望。以下是对话的简要记录,已经先生审阅。“甘”
是甘老师的简称,“周”是我的简称。

周:
 

甘老师,您18岁入读武汉大学(简称“武大”),1959年本科毕业后去中国

人民大学读研究生,1962年9月毕业后回武大,在经济系任教。您是怎么与营销

学结缘的?
甘:

 

1980年,我通过了国家教委的出国留学英语考试之后,计划去美国当访问

学者。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开始从计划导向转向市场导向,了解外国经验

可以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正好法国政府给了武大12个全资助的两年访学名额,学
校希望我去法国学习。我当时面对两大困难:

 

一是专业,我此前学习的是苏联计

划经济体系下的经济学,但留学学习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市场营销学,这将经历

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学向管理学、从计划经济理论向市场经济理论的转变;
 

二是

语言,由于没有法语基础,我仅在国内参加了由法国教师举办的为期9个月的法语

突击培训,便去了法国马赛第三大学企业管理研究院研修,于是我在当地又学了

3个月法语。为了快速提高法语水平,我每天坚持听法语广播,每个周末都与当地

学生和居民用法语交流,两年时间从未间断。刚开始旁听市场营销学课程时,我的

状态像坐飞机,听得云里雾里。马赛第三大学企业管理研究院上课用的是科特勒

《营销管理》教材的法文翻译版,我还专门买了英文原版。好在我在国内提前准备

了中国台湾翻译出版的《行销学》以及一本闽建蜀教授所著的《市场营销学》教材,
可以在课下用作参考。就这样,我课上认真听、课下对照着看。一年后,我基本过

了专业与语言关,也能与当地人比较流利地交流。1990年,受美国福特基金资助,
我又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D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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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访问学者半年多。这几年的留学经历让我收获很大。
周:

 

请介绍一下CMAU的成立过程以及您的参与。
甘:

 

1983年9月,我从法国回到武大时,筹备成立CMAU的工作正在如火如

荼地进行。1984年1月6日,全国高等财经院校、综合大学市场学教学研究会成立

大会在长沙举行。那时,专门去国外学习过营销学理论的学者很少。由于我从国

外留学回来不久,因此被邀请在大会上作报告,介绍市场营销学在法国的发展与应

用。我讲得很投入,大家听的兴致也很高。之后每届年会我都被邀请发言,分享我

的想法与研究。1990年美国访学后,我又将美国当时的营销理论和实践发展情况

介绍给与会教师。

CMAU第一届年会于1985年7月在昆明召开。为了筹集经费召开年会,我
参与开办了市场学高级研讨班,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教师和企业营销人员教授

市场营销相关理论知识。

1990年至2003年退休以前,我一直担任学会副会长与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根据国家经济发展重点,选定每届年会的主题。我只是牵头,
大家齐心协力,通过学术年会积极传播国内外营销学知识,交流教学经验。众人拾

柴火焰高,每年的年会及各项学术活动总是开展得很顺畅。
学会学术委员会早期的另一项工作,是规划市场营销专业课程体系,并在此基

础上引导营销学专业教材的建设工作。2000年,教育部指定由我作为总负责人,
主编一套21世纪市场营销专业主干课程教材。这套教材包含12本营销学专业教

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我编著的《国际市场营销》被列为教育部重点教

材。同时,我编著的《市场学通论》于1987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并在其后

再版12次。结合我个人对营销的理解,我还出版了两本专著———《宏观营销研究》
《企业营销道德》,探讨如何将营销学思想应用于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在学会发

展早期,这些工作在社会上形成了正面的反响。我也很高兴看到学会在后继更多

学者的努力下,不断发展和创新。
周:

 

武汉大学的市场营销学专业是您创办的,请介绍一下。
甘:

 

我从国外回到武大后,1984年开始给本科生上《市场营销学》课程。1985年

我开始招收市场营销专业硕士生,1994年我开始招收博士生,最初招生是挂靠在

经济学博士点专业目录下。在我担任武汉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期间,于1998年组织

申请并成功获批了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点,开始独立招收企业管理学博士,市场营销

学成为其中一个方向。感谢我的同事们和学生们,武大市场营销学科发展得不错。
我的博士生符国群与汪涛分别担任了前两届(2015—2023年)与本届(2023—2027年)

CMAU会长。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希望大家继续为营销学科的发展做贡献。
周:

 

CMAU走到今天,前辈学者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您对后辈学子们

有什么样的期望?
甘:

 

我们那一代的营销学者对后辈学子们抱有很高的期望。当今世界风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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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技术变革层出不穷,青年学者们应当紧跟时代变化,探索由此带来的营销挑战

与机遇,开展营销理论创新,并将其用到科研与教学之中。年轻人想提升职称是对

的,但研究不能太狭窄,不能只跟着西方理论走,不要将过多精力投入在国外学术

期刊上发表文章,要研以致用,将营销学理论真正应用于实践。我过去经常到当地

企业如武钢、武商、武重、武烟等开展营销讲座和咨询活动,帮助企业分析营销问题

和提出解决方案。我在担任湖北省、武汉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时也常常参

与咨政活动,呼吁政府部门用营销学思想和方法推动市场经济。我希望大家加强

与企业的沟通、多为政府献策,将理论联系实际,建立与发展中国自己的营销学理

论体系。

周: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第六十四章)。没有老一辈的营销学者,
就没有今天中国营销学界的繁荣景象。听了甘老师的分享,我们对老一辈学者的

敬意增加了,您的教诲语重心长,我们会谨记。

2014年甘碧群先生与在大学工作和学习的54位“徒子徒孙”合影

(前排右7为甘碧群先生,甘先生左手边为本文作者)

(周 南 香港城市大学市场营销学系退休教授、2007年度教育部企业管理学

科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19年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首届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