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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早期琐忆
———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成立40周年纪念

清华大学 林功实

北京工商大学 兰 苓

作为积极参与学会活动的老会员,我们有幸见证和经历了学会从筹备、建立到

发展壮大的几乎所有历史进程。逢学会成立40周年之际,应符国群会长之邀,忆
及学会早期活动中的片鳞半爪,借以反映学会发展历程中的某些侧面。

1.
 

生逢其时却也磕磕绊绊

市场(营销)学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潮在重新引进的基

础上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学科,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随之创办于20世纪

80年代初,可谓生逢其时,是我国高校改革开放后复办和创办较早的专业学会之

一。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学会沐浴改革开放春风,得到多方面的关注与支持,呈
蓬勃发展之势。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其发展历程却也是磕磕绊绊,难说一帆风顺。

(1)
 

课程建设经坎坷

改革开放之初,计划与市场、姓“资”与姓“社”的争论还未尘埃落定,与市场经

济紧密相关的市场营销学的命运,自然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戏剧性。受当年反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影响,市场营销专业和市场营销学课程不幸

受到“株连”和冲击。例如,某地日报头版头条发文《市场营销学———资本主义的生

意经》(已排版),幸被有识领导及时阻止。质疑市场营销学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传统

保守观念在学界虽然最终未成气候,但仍给课程建设带来了一定影响。个别院校

准备的课程被替换或削减课时,青年教师被重新安排其他课程。幸有新时期党的

基本路线的指引,有各级、各界领导的关怀与支持,学会在历届会长及其班子领导

下,不改初衷,不走回头路,以扎实的工作适应和满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对市场营销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
(2)

 

专业生存遇危机

1990年7月23日,时任副会长、武汉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甘碧群老师打来电话,
通报了重要信息:

 

在修订我国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是否保留市场营销专业时,由甘

老师牵头南方片的论证意见与北方片有根本分歧,且有关部门已经表态支持北方

片的意见,市场营销专业将被取消。北京商学院、陕西财经学院等4所已有在校营

销专业本科学生的院校顿时面临危机。我们当即循着早年本专业的申报路径了解

参与论证的相关人员、院校和行政业务机构的情况,摸清底数后四处游说,动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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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力量据理力争,终于得到有关专家及部门领导的初步认可,悬在半空中

的心才算落下一半。

1991年3月,逢“中国市场学会”成立,各校专家教授云集京城,见缝插针组织

了12位专家在北京商学院召开了论证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在高等院校本

科专业目录中增设市场营销专业的意见》。专家们签名之后即马不停蹄踏归程。
记得路途最远的是时任副会长、来自云南昆明且年逾60岁的吴健安老师。

各位专家教授签名的意见书,是而后办理一系列行政手续和审批程序的重要

基础材料。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不仅将市场营销专业保留下来,还摘掉了1988年

公布的专业目录讨论稿中加着括号“试办”的帽子。

2.
 

一级学会管理不易

首届会长贾生鑫老师为研究会的筹备和创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勋。
当时,学会的业务主管部门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贾老师为争取总行有关领导的支

持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李连寿老师和郎宝书老师(北京经济学院教授、时任

副会长)及相关院校的老师们为初建的学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时隔多年,说起本学

会,还会有领导感到惊讶:
 

“一门课程,你们是怎么搞成一个全国一级学会的!”
(1)

 

更名有波折

学会成立时,名为“全国高等财经院校、综合大学市场学教学研究会”。1986年

年会,由厉以京教授(华南理工大学)联络的西安交通大学许绍李,清华大学林功实

和吕一林等老师加入学会,后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诸多工科院校

老师加入。林功实在征得贾生鑫、何永琪会长同意后,联系了时任教育部办公厅主

要领导,其同意协调后,在京的副会长郎宝书老师做了许多工作,杨岳全(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老师与林功实奔波多趟。林功实解释和说明了在接受审批过程中的多

处问题和质疑:
 

问题1,当时市场学只是一门课,不少学校尚未开设,在课名上也有

分歧,传统认为市场学应归属经济学范畴,研究会只能作为经济学会的分会。问题

2,冠以“中国”的学会罕见。林功实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宣传

和汇报了市场营销学的理论与方法、市场营销战略策略、市场营销管理丰富的学术

内容和应用前景,以自己在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院选修的十多门课程、发达国家大

多数院校都设立博士学位、市场营销系等得到上级的理解和支持。问题3,为什么

不更名为“市场营销学会”?
 

林功实也想乘机更改,但如果把市场学改了,研究会也

改为学会,冠以“中国”的研究会,就更难获批准,因此,当时就同意还用市场学教学

研究会,把全国改为中国,把原只含财经和综合大学变成高校。这样,仅把包括学

校的范围改大了,加上两字减小了申报难度,虽不甚理想,但也名副其实。关键是

能获批通过,以变更的名称、新的挂靠单位注册登记。
(2)

 

重新登记的艰难

1998年民政部依据相关规定,下发《民政部关于清理整顿社会团体审定和换

发证书工作的通知》,要求各业务主管单位对所管辖的社会团体进行清理整顿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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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限1999年7月前将社会团体清理整顿审查及初审意见和社会团体《清理整顿

报告书》等材料报送民政部。同时要求在1999年10月25日前,所有社团必须重

新登记,未完成的不得再以社团名义活动。我们在浏览新闻时,无意发现发布审查

合格的社会团体的整版名单中找不到自己的学会,随即在不久召开的年会常务理

事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学会领导、秘书处和所有与会人员对此大为震惊,这意味着

学会将丧失合法性,年会亦属非法活动。会长当即安排我们配合秘书处摸清情况

并跟进,全力补救错过的审查资格和重新登记。返京后,即开始了在学会秘书处、
民政部、教育部之间多次折返、历时两年多、新问题不断出现的“马拉松”。最大的

难题是因人事异动,在主管部门找不到学会的任何材料。首先要设法争取到有关

部门做特殊处理,给予学会组织和补办申报材料的机会,随之要准备大量的送审材

料由我们这里传递到远在广州的秘书处签发,再邮寄到北京由我们送交不同的主

管部门。手续流程繁杂、异地之间通信设备落后、没有专职工作人员、不熟悉相关

情况等各种主客观因素,使得工作效率低、难度加大。多次接触中,我们的认真和

辛劳打动了办理手续的工作人员,建议请罗国民会长给在京的同志出具全权委托

书并请北京商学院临时代章,这样减少了材料的往返、加快了办理速度、争取了时

间。最终得到两个部门的特殊对待,实属不易。我们和学会领导提前经历了高校

教学评估类似的洗礼。

3.
 

学术研究报告做贡献

历届年会,做主题报告(初期称之为研究报告)和评审参会申报论文都是难度

大、花费精力多的重头工作。
林功实在年会大会上多次发表主题研究报告,如《高速公路与新世纪市场营

销》《21世纪议程与营销发展》《超级市场营销实现转变的思考》等。这些报告是理

工科训练的背景与市场营销理论的功底相结合的结晶,林功实以敏锐的观察和独

特的视角,重点研究世界范围内科技进步带来的市场营销理念和营销实践的发展。
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得到了与会会员和港、澳专家同行的一致好评。

兰苓在1986年年会上发表的《市场营销新领域》研究报告,及时、准确地传达

了首次在东方国家(新德里)召开的全球市场营销研讨会的新课题、国际市场营销

研究的新动态,得到与会者的好评与鼓励。
回忆往昔与学会相伴的历程,喜观学会今朝以不断发展壮大之势展现出勃勃

生机,由衷祝愿学会越办越好!

(林功实 学会第4—7届副会长、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原常务副院长

兰 苓 学会第6—10届副会长、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原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