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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特历史地位的苏州年会
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刘文广

长沙,湖南财贸学院的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宣告了“中国高等财经院校、综合大

学市场学教学研究会”(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前身)的诞生! 从1984年云南

昆明上马村(云南财贸学院)开始,到2024年湘江之滨的岳麓山(湖南大学),我将

与“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共同走过40年。在过去的39年里,我伴陪着学

会共同成长,见证了在历任会长主持下的同舟共济的奋斗历程。首任会长贾生鑫

坚韧创新,二任会长何永祺扎实敬业,三任会长罗国民国际视野,四任会长纪宝成

名望加持,五任会长符国群执着求变,接力效应连接出了一条学会成长的上扬曲

线。我在2019年卸任副会长转任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前一段时间向国群和汪涛两

位现任了解了一下2020年以来的学会运行情况,得知在会长符国群的带领下,各
层各线同心协力,各项事业继续得以拓展,学会经费结余200余万元,下一届的学

会发展有了可靠的保障。我们曾为几百元、几千元的经费而努力,也有结余为零的

年景,我不能不为这样的业绩大大点赞! 这也说明39年来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
雏声啼晓到名满天下,“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无论是在自身建设上,还是在

中国市场营销的教学、研究和应用的推广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已经进入

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市场营销是应用型学科,虽然学会的主业一直以教学和研究为核心,但一直注

重与企业实践的结合。从吴凤山、韩枫、华光彦主持承办的哈尔滨年会开始,到苏

州年会、第二和第三次昆明年会、贵阳年会、呼和浩特年会、银川年会、第三次哈尔

滨年会等,都充满了企业营销的色彩;
 

双师型学者吴同光、华光彦、袁步英、马连

福、刘志超、刘文广、张文贤、雷鸣、孟昭礼、胡其辉、聂元昆、张鸿等,都有不同程度

的企业实操经历,并取得了不俗的营销管理业绩。学会首任秘书长吴同光指导和

培育著名电影明星李秀明成功转轨进入公司经营领域,早年学会最年轻的(黑龙江

大学)副教授、学会副秘书长、公认的杰出人才华光彦在黑龙江企业界享有崇高的

威望……学会有着连贯的光辉历史,篇幅所限,恕不能一一推介,本文在这条奔腾

的历史河流中只能截取一段黄金节点,作为学会成立40周年献上的一颗明珠,为
我们留下一抹光辉的记忆。

1991年8月10—14日,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学术年会在苏州召开。这

届年会是由苏州大学张文贤教授负责承办的。张文贤教授是产教融合型学者,有
丰富的企业工作经验和丰硕的教学、研究成果,对企业营销有独到见解。承办苏州

年会那年,张文贤在苏州大学财经学院副院长任上,其后转入复旦大学,历任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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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由副会长吴健安、胡其辉(左二)主持承办的昆明年会截取图片(前排右六为张文贤教

授,右五为刘文广教授)

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主任、上海博达进修学院院长、上海博导企业效率研究所所

长,是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

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人才研究会副秘书长,著述等身。张文贤教授理论与实践融

于一身的特点和在企业界的影响力给苏州年会打上了自身的烙印,使该届年会深

受好评。

苏州年会承载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学会成长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具有里程碑

意义。首先,苏州年会追求产教融合、理实结合的目标与效果,安排苏州企业家做

了实践色彩浓重的精彩报告,组织了学者、企业家及官员进行深度交流,考察了东

方丝绸市场,感受了改革前沿地区的营销态势及市场氛围。其次,苏州年会首度启

动了学会优秀论文奖的颁奖仪式,在何永祺会长主持下,学会为会员提供展示研究

成果的平台,在苏州正式搭建了起来。再次,我们熟知的“申办中国高等院校市场

学研究会年会”这项经久不衰的活动,在苏州年会期间酝酿试行,其后各高校积极

申办、争取支持的场面成为年会的一道风景线,32年来它已成为学会年会的重要

议程。最后,非常有必要说一说该届年会的会务工作。该届年会非常成功,得益于

会议杰出的组织工作,所有衔接的部位都做到了严密、精准、顺达、通畅、周到,忙而

不乱,加上校企双方充分的资源投入,保障了会议的高效运行。那时,学会的会务

费在全国国家一级学会中是最低的,而且会务事项很麻烦,没有手机、网上联络和

高铁,火车卧铺票一票难求,返程票要由会务解决,接送站要由会议负责,一日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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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餐、素食到清真餐)一应到位,企业赞助的纪念品和参观旅游足金足两。苏州

会议竟然完美地做到了这些,这无论是在当前或是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张文贤教

授、苏州大学的师生和苏州企业界的朋友们铸就了一座无差错办会的丰碑。
除此之外,苏州年会还曝出了不少值得一提的花絮,其中在苏州经济体制改革

委员会和企业家协会的座谈会上就发生了一件与厉以宁教授高热度关联的趣事。
厉以宁是在政界、经济学界和企业界拥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代表了西方经济学引进

并加以全面实践的一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厉以宁是当代中国西方经济学的化

身。厉以宁虽然不在了,但这个时代所形成的特征仍然在继续。

1991年8月12日下午,经张文贤教授安排,我和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

会长何永祺、副会长厉以京、常务理事张文贤应邀与苏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苏州市企业家协会的企业家和官员进行闭门座谈。何永祺会长介绍了市场营销在

我国的基本历史和学会的概况,我就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承包和财政、货
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失效等企业外部机制问题发表意见,厉以京教授就计划经

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下企业营销作用的发挥问题发表看

法。结果最后出场的厉以京的发言被打乱了。在交流过程中,当企业家们得知厉

以京是厉以宁的胞弟后,厉以京的发言就变成了企业家们对厉以宁有哪些新见解、
新动向的提问,要求做最新的披露,以探求改革趋势,弄得厉以京应接不暇。整个

见面会热闹非凡,一半时间讨论了我国企业的现实营销及环境问题,另一半时间则

归属了厉以宁,可见厉以宁当年在企业界的影响力就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了。

厉以宁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是有变化的。早期他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的、
实用主义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过一本关于宏观

经济学的小册子,对凯恩斯经济学介绍得精确,言简意赅,其中关于投资不振和消

费需求不足的来龙去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照那本书的意涵,原本我以为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厉以宁会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避免我们重蹈美国曾发生

的民众后顾之忧的覆辙。但在由自主仿制、创造型开发转向合资合作来料加工,由
生产型转向贸易经济,由工业经济、产业升级换代和消费经济并举转向全面的消费

经济之后,我国还是发生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而且几十年下来,这个问题越发

严重,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孙尚清曾在昆明年会的开幕式上将市场学释说为市场经济学,虽然市场学产

生于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学说。厉以宁与孙尚清有所不同,厉以

宁虽以西方经济学见长,但搞企业改革不可能撇开市场营销,他曾经讲过一个向寺

庙及其和尚推销梳子的故事,展示了一个现象背后所揭示出的营销观念和营销技

术问题。厉以宁由经济学跨入营销管理领域,他的研究应该受到其胞弟厉以京教

授的影响,从而发生了经济学家与市场营销的神交神往,使他提出的改革意见更贴

近企业经营实际,也拉近了他本人与企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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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事,难免升腾一种漫无边际的情绪,万水千山、夕阳朝阳,一部中国营销

史,犹如两岸猿声啼不住的绿水青山和奔腾而下的万里江河,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苍穹之下所蕴含的生机便会焕发出来。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就是让中国市

场营销焕发出勃勃生机的那一轮永远燃烧的太阳!

(刘文广 学会第7—10届副会长、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