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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市场学会为我开启进入市场营
销殿堂的大门
大连理工大学 董大海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我与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以下简称“高校市场学

会”或“学会”)结缘已有30多年了。很多旧事早已忘却,但对高校市场学会助我走

进营销学殿堂的恩泽一直念念在兹,萦绕于心,感恩不尽。
我本科学的是工程力学专业,1982年毕业留校,在做了5年学校党政工作之

后,抱着对管理学懵懵懂懂的热爱,我向组织提出要读管理研究生的申请。1987
年入读,1991年初毕业,学的是组织行为学,师从恩师余凯成教授。毕业后本想留

在组织管理教研室,但是因为没有名额,转而求助汤正如教授,汤老师收留了我,使
我成为市场营销教研室的一名正式教师。自此,汤老师成为我进入市场营销学方

向的引路人,我的第二位恩师。
汤老师带我参加了高校市场学会1991年年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会活动,

陌生而新鲜。那时我刚刚担任教职,初入营销,学问浅薄,只能像小学生一样,默默

地倾听各位前辈的宏论,认真做着笔记。会议结束后,感到很有收获。那时的学会

年会规模很小,都是老师,没有学生,也就七八十人,好像不到百人,会议形式主要

是交流,不像现在的年会,人数近千人,分为好多论坛宣读论文。
转年第二次参加高校市场学会,因为与各位老师大致熟悉了,也有了点感悟,

所以在会上我偶尔可以参与点讨论,也就是说上几句而已。各位前辈对我的发言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使我信心倍增。我既感受到了这个交流平台的学术价值,也感

受到了这个“大家庭”的温暖。非常抱歉,很多老先生的姓名我都记不得了,印象比

较深和接触比较多的是厉以京、万后芬、甘碧群、吴健安、卜妙金等几位前辈。这些

前辈敬业、谦和、友善、团结、奖掖后生,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记。
第三年参加年会的时候,因为已经有了前两次参会的经验,这两年也恶补了一

些市场营销理论知识,所以胆子也大了,在会上做了一个20多分钟的发言,讲的主

题是“营销三化”。一是“市场国际化”,主要讲的是“市场观”。随着改革开放,越来

越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走向世界,市场营销者必

须建立新的市场观,即国内市场国际化、中国企业国际化。前句是说,中国企业除

了要关注与国内同行的竞争,还要关注与外国企业的竞争;
 

后半句说的是,中国企

业不仅要在国内经营,也要把国际市场纳入视野。不论是教学,还是研究,我们都

要有这样的市场观。二是“教学案例化”,主要讲的是“教学方法观”。当时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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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教学主要采用讲授式教学方法,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因为受中美两国政府

合作举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的影响,比较强调案例教学,我也是有

感而发,建议多采用案例教学。现在来看,这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观点,但在那时,
还是比较有新意的。三是“研究实证化”,这说的是“科研观”。我们老一辈营销学

老师大都是从政治经济学、财政学、流通学等“文科”专业转行而来的,那时的营销

学论文绝大多数都是沿用传统的文科论文范式,通常的语句是“我认为”,有观点,
但缺乏严密的推理和实证检验。我受余凯成教授的熏陶,他有国外访学经历,外语

非常好,也曾尝试在组织行为学研究中使用实证研究方法,但受限于那个时代,对
实证研究的认识和对方法的掌握还都是非常粗浅的。也因为我是理工科学生,对
科学及其定量化更有偏好,所以我坚定地认为市场营销学要科学化就必须定量化。
在当时还很难看到国外论文的条件下,能提出这样的观点,现在想来还多少有点沾

沾自喜。后来,我和一批与我年龄相仿的中青年老师共同推动了中国营销学研究

实证化的转型。回头来看,在整个工商管理学界,营销学研究实证化是走在前面

的。我的这次发言,得到了参会老师们的热烈掌声。
正是高校市场学会这个平台和这个平台上的各位前辈的接纳、教诲和鼓励,使

我更加热爱这个专业,致力于这个专业的教学科研并取得了一点点成绩。每每想

起高校市场学会在我人生、在我职业发展中的作用,我都深怀感恩,对学会充满

敬意。
曾有一段时间,因为国内学术风向的转变和其他学会(协会)的兴起,高校市场

学会有些冷寂。符国群、汪涛等一批老师挺身而出,励精图治,二次创业,使高校市

场学会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这真是营销学界的一大幸事。
祝高校市场学会代代相传,助青年人才成长,积中国营销智慧,为中国式现代

化作出我们营销人更大的贡献。

(董大海 学会第7—10届常务理事、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