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
 

向往、期待与成长
华东理工大学 费鸿萍

学会已经40年了,已经与学会认识30多年了。

引言:
 

初识———对老院长的崇拜与引领

认识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以下简称“学会”),还是1991年刚刚上大学

的时候。进入云南财贸学院(现在的云南财经大学)贸易经济系的时候,就知道学

院有个很厉害的老院长,在全国营销学界很有影响力。自己当年就读的也是贸易

经济系的营销专业,然后就一直很期待能见见老院长、能当面向老院长请教(其实

就是想能否得到亲传秘籍,然后快速进步———哈哈,年轻时总会幻想快速进步)。
大学三年多,虽然没等到老院长的授课,但是营销专业课的几位主要授课老师都是

老院长的学生,从他们的教学中我感受到了老院长对营销的理解和治学的严谨。
大四的时候,终于第一次见到了老院长,老院长跟我谈到了营销,也谈到了学会,让
我第一次对传说中的遥不可及的学会开始了解……期待见到的学者儒雅、博学但

又那么亲和……毕业留校后有了更多的机会和老院长交流,特别是在聂元昆老师

安排下完整地听了老院长的营销课程,让自己构建了对营销管理学的系统框架,也
开始慢慢了解老院长所服务的学会———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大家应该都

知道老院长是谁了吧? 吴健安先生,中国营销学界的前辈,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

究会的主要发起者之一。
这么多年过去了,感谢老院长、聂元昆老师、王旭老师……能让我在大学时候

就开始认识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

走近学会:
 

2006—2018年

2006年来到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工作以后,在郭毅老师的支持下,断断续续

地参加了几次会议,记得一次在南昌,一次在哈尔滨,还有一次在南开。
与学会再次走近,是2011年景奉杰老师来华东理工大学以后。
由于教学、科研工作繁忙,加上各种主客观原因,大家的工作生活都比较向内,

与外界的交流并不多。记得景老师与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被安排在浙江大学的一

个会议上。然后慢慢地我们开始重回组织,开始参加学会的活动……原来营销的

天地不只是学校办公室和文献里的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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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学会:
 

2019年以后

2019年,学会换届,我有幸担任学会第十一届常务理事,并受学会领导的委托

担任学会副秘书长一职,兼任教学委员会秘书长。主要在符国群老师、彭泗清老师

的指导下,配合景老师、连漪老师,为学会老师提供教学相关的服务,其中教学年会

是主要活动之一。2019年到2022年,四次教学年会的组织服务经历,是我在追随

学会成长最快的几年。其中三次由于疫情原因都是以线上为主,线下小范围内进

行。这种打破以往常规的会议形式虽然带来了很多挑战与不确定性,但这一过程

中学会领导的战略指导与果断决策、各承办方院校负责老师的敬业精神与热情投

入、秘书处的老师们的细心工作与专业执着,让学会这几年的教学年会能仍然一如

既往地进行,而且能结合教学的发展需要,有了许多创新,为学会会员单位的老师

们提供了教与学展示、学习与成长的平台。

2019年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第四届教学年会由汕头大学承办。
会议主题:

 

新时代·新营销·新商科·新金课。
感谢钟育赣老师、蒋青云老师、景奉杰老师和汕头大学的郭功星老师为会议的

举行做了大量的工作,让教学年会顺利进行。另外,因为2019年刚刚进入教学委

员会,教学年会的工作参与还不多,记得只参加了当年的教学论文评审,有点小

惭愧。
教学年会分为师资培训和大会论坛两个环节。

2019年11月16日,在汕头大学图书馆演讲厅首先进行了师资培训。

2019年11月17日,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2019年教学年会暨营销学科

发展高峰论坛在汕头大学科学报告厅举行。时任学会会长符国群老师和汕头大学

执行校长王泉致辞。两天的会议除了大会主题演讲外,还有中国营销学科负责人

联席会议和多个平行论坛。
会议结束之际,大家互相道别时,还彼此叮嘱:

 

2020年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再论营销教与学!
彼时我们都没想到:

 

我们有我们的计划———2020年教学年会时,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再论营销教与学,但是世界另有安排———2020年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打乱了计划节奏。

2020年为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教学年会第五届,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承办。
会议主题:

 

后疫情下市场营销教学:
 

产教融合与实践转型。
这是我第一次全程参与的教学年会,从筹备到会议进行。

2020年,在景老师的提议下、符老师、彭老师、汪老师等学会领导的支持下,学
会启动了优秀教学成果评比。记得5月份开始,景老师和连老师就组织我们研究

国家级及省部级的各类教学成果评比的情况,准备相关的文件包括评比范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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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比赛程序、评分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领导一再强调在教学成果征

集和评比过程中,如何以赛促教,鼓励老师通过教学成果的申报对自己的教学改革

与创新做个总结,也通过与其他老师的交流、分享,共同推动中国高校营销的教学

质量。记得教学成果申报7月底启动,9月份截止,共收到40多份来自全国高校的

申报材料。经过秘书处形式审查,共有40份进入初评。最终有14支团队进入现

场决赛。
问题来了:

 

教学年会现场能否进行?
时间回到2020年的冬天,不只是武汉,国内好多地方对出行都有所限制。随

着会议时间的接近,对于会议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要不要线下继续进行……年会

组委会一直在讨论。最后经以符国群老师为主的学会领导商议决定,采取线上与

线下直播同步进行的方式。

2020年12月11日,师资培训班进行了两个专场———“数据与市场研究”和“案
例教学研究专场”。

2020年12月12日,“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2020教学年会暨营销学科

发展论坛”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文泉楼北506会议室如期进行。时

任学会会长的符国群老师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邹进文、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钱学锋老师分别为大会致辞。会议除了围绕商科教育发展、提升所进行的主题演

讲外,还设置了数据与市场研究专场以及优秀教学成果决赛展示。
还记得当年会议开幕式时费显政老师对线下和线上营销同仁们问候的那句

话:
 

“室外的温度是4.8摄氏度,室外的温度是15.8摄氏度,而36.8摄氏度是呼吸

的温度、心跳的温度,代表了所有学术同仁热爱营销学科的温度。”是啊,想想那个

“艰难”冬天的教学年会的线下线上,学会的老师们仍然不减对营销教与学的热爱,
仍然在追逐我们对中国营销教学发展的理想。第一届优秀教学成果决赛现场:

 

14支团队,有12支团队现场展示,2支团队因为客观原因线上展示。现场的紧张、
激烈和热情,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营销教学老师华山论剑。最终第一届特等奖花

落中山大学王海忠老师团队。

正如符国群老师在开幕式中所说的2020年的教学年会创建了很多第一:
 

第一次举办优秀成果评选;
 

第一次线上线下同时直播;
 

第一次和清华大学出版社合作。

时隔3年,那个冬天的年会筹备的多次线上会议以及现场教学研讨的画面仍

能清晰地回放:
 

感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费显政老师、杜鹏老师团队的努力与付出,
让我们在那个冬天仍能有对教学的热情、仍保留了学会对老师的关心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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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第六届教学年会。
会议主题:

 

大数据时代的营销人才培养:
 

融合、创新与发展。
承办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2021年的教学年会,是否能在线下全面展开,仍然有太多的不确定性。随着

时间的进展,各个单位,特别是高校对外来人员的来访仍有所限制,特别是关于会

议规模的规定都较严。为了能让教学年会顺利进行,在学会领导的指导下,在承办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王毅老师的协调下,会议地址选择在北京香山饭店———没错,就
是贝聿铭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

2021年10月22日,按惯例首先举办了师资培训班。

2021年10月23日,“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2021教学年会暨营销学科

发展论坛”在北京香山饭店正式进行。时任学会会长符国群老师和中央财经大学

副校长史建平老师、商学院院长林嵩老师分别为大会致辞。大会包括主旨演讲以

及“营销学科发展论坛暨学科负责人联席会议”“优秀教学成果、期刊主编面对面、
优秀教学论文”“教学技术与课程创新”等多个环节。仍然想提一下优秀教学成果

的情况:
 

记得临要开会时,宁夏大学的冯蛟老师团队由于突发情况(疫情)而未能

到现场,但其团队线上专业的展示以及内容得到了现场评委的高度评价,在强强比

赛中拿到了本届优秀教学成果的特等奖。
相比2020年,2021年的教学年会能到线下参会的老师有些增加了。
感谢中央财经大学王毅老师、顾格格老师、姚凯老师团队的师生们,能让我们

相聚在贝聿铭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面对面地交流,和学会的老师们一起期待香山

红叶开时,畅谈营销教学与人才培养。

2022年,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第七届教学年会。
会议主题:

 

数字化营销人才培养:
 

新教改、新形态、新模式。
承办单位: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
也许最没想到的是2022年末的这个年会会有这么大的不确定性———在12月

时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让很多人的出行计划临时改变。
这次会议仍然采取了线下会议+线上直播的形式同步进行。

2022年12月9日,师资培训以线上和线下的形式展开。本次师资培训有一点

点改动:
 

基于教学发展中的学员的参与式,将单纯式的讲授改为师资培训-教学能

力工作坊,强调模块的双向促进互动。

2022年12月10日,“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2022教学年会暨营销学科

发展论坛”在海南大学举行。时任学会会长的符国群老师和海南大学副校长叶光

亮老师分别为大会致辞。大会包括主旨演讲以及“数字经济时代的营销学科发展

论坛暨学科负责人联席会议”“优秀教学成果”“市场营销系列新形态教材分享会”
“教学论文分享与期刊主编面对面”“自贸区港建设与创新”等多个平行论坛。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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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因为冬天的海南是大家的向往,疫情也没那么紧张……然后组委会在征求大

家的意见后,设置了很多论坛,没想到的是,世界仍然另有安排,阻止了很多老师的

脚步。论坛的现场人数不达预期。不过,线下参会的老师和分享嘉宾仍然在略显

空荡的会议室,线上线下联动,仍如在一起一样,专注而热情地分享与交流。
在疫情快要结束的时候,相聚于海南,感谢海南大学管理学院童泽林老师、王

萍老师团队的投入与付出,让我们这群营销老师在这样一个冬天感受到海岛的温

暖,保持着对营销教学的热情。

2019—2022年,在学会这个平台上,还在学会领导的指导下,和教学委员会的

老师们与见数姚凯老师团队共同举办了CMAU市场研究与商业策划赛事(姚凯老

师会主要提到),参与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新形态市场营销系列教材的教设,也参

与了学术年会和学会其他专委会举办的会议和活动,还有2021年春节,组织大家

拍摄的拜年祝福视频……

2023年末,再回望,从初识学会的向往到参与活动、服务教学的经历,学会带

给我的不只是几句话或者一些事就能表达的成长。
在学会平台上,知道并慢慢领悟了营销的科学与艺术,让自己开始坚定而热情

地在营销教与学的领域研究发现自己和学生的价值。
在学会平台上,打开了营销科学与实践的一扇窗,让自己结识了越来越多的营

销人,开阔了营销学术研究与教学的视野,一步一步踏实地探索真正的市场营销。
更重要的是,在学会平台上,始终有这样一群良师益友,引领、指导和陪伴我们

追逐中国营销教学梦想。
感谢在我学生时代和教学生涯开始时引领我结缘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

的吴健安老师、聂元昆老师、王旭老师。
感谢在我进入学会后在工作和学习上一直给予指导和帮助的学会领导:

 

符国

群老师、彭泗清老师、汪涛老师、孙国辉老师、费显政老师等。
感谢这几年在教学年会工作中给予自己支持的所有老师:

 

郭功星、杜鹏、王
毅、童泽林……

特别感谢教学委员会和各种活动中支持、指导我工作的景奉杰老师和连漪老

师,还有郑敏老师、姚凯老师和张希贤老师———四年中为了筹备各种活动,曾经一

起熬夜开会讨论的团队!
还有很多要感谢的好友,就是在学会这个平台上,让我们这群普通的营销老师

能一起为我们不普通的营销教学梦想一起努力、前行!

(费鸿萍 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华东理工大

学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