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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涓滴成长,四十载同向而行
上海财经大学 高维和

1.
 

我与学会:
 

15年涓滴成长

作为一个中国“70”后市场营销学教学和研究的中青年教授,毫无疑问赶上了

中国市场营销蓬勃发展的大潮,其中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简称为学会)是
这场世界营销中国大发展的参与者,甚至可以说是当仁不让的主导者之一。作为

一个高校学者和以学生为主的市场营销学科交流、教学和研究平台,从最早聚焦市

场营销学教学和学科发展探讨功能的学会,逐渐成为国内唯一的综合性多功能学

术组织。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来说,参与学会举办的各种教学和学术会议,对于

年轻人提高教学能力、开阔学术视野和提升学术素养极为重要。虽然,由于各种原

因,特别是2016年之后我担任了学校发展规划处副处长,负责学校的学科特别是

双一流和上海高峰学科建设等行政工作,我并没有全勤参加学会每年组织的各项

活动,但是2006年我逐渐了解并参加学会会议,并于2008年参与学会活动,15年

来对于我个人的职业发展以及个人成长有着不可取代的助力。
学会2009年年会,在广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召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会的

年会,年会的主题是:
 

消费升级与市场营销。年会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这个大背

景下举行的,其时的我属于名副其实的青椒,虽然2007年因为机缘巧合我进入上

海财经大学,由于当时岗位是研究岗,并没有特定的教学安排,所以2007年底一直

到2008年,我都处于身份转变的犹疑中。2009年7月,我和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

销系几个在读博士生以及几位年轻同事一起参会。年会我并没有论文报告,但是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第一,当时的报告嘉宾不约而同指出市场营销学对于扩大

内需、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时移世易,已然过去十几年,但是

扩大内需、倡导营销的社会责任依然具有全新的现实意义。回想起来,这对于“小
白”的我来说,这些报告是增强营销自信和决心营销研究的原动力。第二,时任学

会副会长郭国庆教授以及其时还非常年轻的王永贵教授的报告让我大开眼界。郭

会长指出中国市场营销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依然存在忽视市场营销基础知识、基本

理论的教学,市场营销贴近现实的研究不够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在当下的市场

营销学中依然存在,潜移默化中也成为后续我个人研究中一直思考的方向和目标

之一。其实,王永贵校长当时报告的内容我全然已经忘记,但是他当时报告声音的

洪亮、穿透力以及投入程度,对不够自信、不够投入、不够坚决的我来说,实实在在

是一次全新的现场教学。第三,认识了一些新同事,并且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正是这次会议,我认识了东北财经大学年轻教师张闯以及汪旭辉等,后来我们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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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了中国营销战略论坛,虽然猝不及防的疫情影响甚大,2023年12月23—24日

第四届中国营销战略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这也算是参加学会的收获之后,我们自

己对于中国市场营销学教学和研究的贡献之一。
学会2012年年会,在内蒙古财经大学召开。这是我第一次论文得奖的年会。

2012年逐渐走出第一个职业生涯转换期的我,以《从偶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商

业性朋友关系的建构机制及其绩效探析》论文投稿,尽然意外得奖,蓦然回首却微

不足道,但是却对于我有着特殊的意义。得奖之后,我觉得这个题目应该还可以继

续探索,2013年我在这个获奖论文的想法基础之上,整体形成《因“商”生“情”,“商
情”合一:

 

商业性朋友关系的建构机制和平衡策略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申请报告,并且幸运获批。2022年,这个项目在后评估中获得特优评价,也是

当年获得“特优”评价的两个市场营销面上项目之一。学会的报告、获奖不仅有助

于获得各位同事和前辈的建议和指正,也会不经意中播下一粒种子并生根发芽,这
个小苗虽然不一定长成参天大树,但是新的生活、新的出发毕竟依然开始。另外,
正是这次会议让我线下见到了具有独特魅力的国内营销学界前辈———华中科技大

学景奉杰教授。随后,景老师就职华东理工大学。而后,我相信大家对于市场学学

会上的景式诗歌不再陌生。
学会2022年教学年会暨营销学科发展论坛,在海南大学召开,年会的主题

是“数字化营销人才培养:
 

新教改、新形态、新模式”,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会的

教学年会,虽然因为外在不可抗力,我只能线上参会并做了一个主旨报告。我在

学校发展规划处和学科办从事行政工作已然多年,对于工商管理学科以及市场

营销学科发展和研究逐渐有了一点自己的认识和感想,本次年会上我以“新版目

录变化与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为报告主题,和与会的同事和同学们分享了市

场营销学科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挑战,报告之后有多位国内同仁私下索取相关

报告的PPT,表明现阶段大家对于国内市场营销学教学和研究存在的包括但不

限于,教学和科研融合潜力、市场营销人才培养、市场营销学科在工商管理学科

中的定位以及研究如何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这些方向性和根本性问题的共同

关注以及思考。
学会2023年学术年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本次年会选举产生学会换届第十二届

理事会,本人有幸当选为学会副秘书长,并且负责学会华东片高校等机构的会员服

务和发展等事宜。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凡是未来,皆有可期。身为副秘书长以及

学会的常务理事,上海财经大学也是学会的常务理事单位,作为中国现代市场营销

学教研重要力量之一,中国现代市场营销学理论和思想传播地之一,本人深感荣幸

和责任重大,及时当勤勉,岁月不待人,为学会这个大家共同的家园贡献自己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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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与学会:
 

40年同向而行

源于1917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的普通商业系,1954年上海财经大学开

设
 

“贸易经济”专业并设立
 

“市场营销”方向,1979年招收国际贸易专业市场营销

专门化研究生,2002年正式设立市场营销学科博士点,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

是中国最早开展市场营销教学和研究的院系之一。为了市场营销学在中国的推

广、普及和发展,市场营销系梅汝和教授亲自牵头组织并推进一批营销学专业的学

术机构和平台的建立,包括高校市场营销学会、上海市市场学会、中国市场学会等。
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市场营销学术组织,学会与上海市市场学会自成立之日起,就
成为中国市场营销学科发展的重要阵地和产学研联系的核心桥梁。

“Marketing”中文名翻译。Marketing最早在中国以“市场学”为中文对应,这
一点可以从学会(1987年更名)以及成立初就以“上海市市场学会”为名可以看出。
学会成立之后,专门召开关于“marketing”中文名的相关讨论,但都没有一致的结

论,直到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营销管理》第五版的正式翻译出版。许多现在约

定俗成的专业词汇翻译在当时并没有确定的说法,梅汝和积极组织和参与学会相

关专家的讨论会。自此,“Marketing”一词翻译成“市场营销”逐渐成为国内营销学

界和实务界约定俗成的名字。其时,当菲利普·科特勒本人得知梅汝和及其团队

正在进行的翻译后也表示十分支持并寄来了他亲自写的序言,认为在中国能翻译

出版这本书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举措,这也是当时少有的国外作者亲自作序。
教材编译和出版。1984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到美国西北大学访问时,

被菲利普·科特勒的 Marketing
 

Management深深震撼,决定要把这部著作引入

中国。随后,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主任、上海市市场学会会长梅汝和先生成立

专项工作组展开翻译工作,于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引进并组织翻译菲利普·科特勒

第五版的Marketing
 

Management,把书定名为《营销管理》,在1990年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出版。这本在西方有着“营销《圣经》”之称的著作,由于其系统性和权威性,
成为日后国内营销学的教材蓝本。

学术交流。上海市市场学会自20世纪80年代创设以来,作为国内最早的市

场营销学术组织,经历早期国外市场营销思想传播、国内市场营销人才培养以及市

场营销研究的策源地之一等阶段,学会在创设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都积极参与学

会主导和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
 

组织市场营销学国际交流、思考和推动中国市场

营销学的发展、组织学会相关骨干力量编写《市场学词典》以及积极参与和指导企

业的市场营销实践等。新时代,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在学会指导下,分别召开

了多次高层次会议,如2021年我们克服疫情影响,召开了“营销科学创新与发展”
高峰论坛,邀请了时任学会会长符国群教授等国内代表性学者齐聚上海财经大学,
共商共话中国市场营销学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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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海尔集团市场营销研究会合影

学会领导与上海市场学会部分会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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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科学创新与发展”高峰论坛

3.
 

不是结语的结语

1910年美国学者正式提出和确定市场营销学概念与定义,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市场营销在短短的40年间快速发展,不断进步,成为一种影响和推动社会进

步的力量。学会40年如一日,带动和推动现代市场营销学在中国广为传播,为国

内大学和学者交流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官方平台,中国市场营销理论和研究得到了

显而易见的大发展。新时代,在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基础上,继续增进国际学术交

流,为世界市场营销学发展贡献中国学者的力量和声音。本人作为学会副秘书长,
将借助自己担任上海市市场学会法人代表、副会长和副秘书长的契机,在学会战略

指引和领导下,恪尽职守,为学会发展特别是华东片会员发展和学会影响力的进一

步增强勤勉担当。

(高维和 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