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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于变、慧于行
———举办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2016年教学年会的回顾与感想

桂林理工大学 连 漪

引言

2024年是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成立40周年,是中国高等院校所有从

事营销学科教学和学术研究老师最值得庆祝的一件事。回眸学会40年的发展,中
国的营销学者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学会这个平台上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在研究

商业经济和管理学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市场营销学,到推动营销学科的建设,始终重

视营销人才的培养,积极投身到中国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去,走出象牙

塔,走进市场、走进企业,研究如何满足需求到激发欲望,发现问题,研究市场,从实

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从学习、引进西方的现代营销理论和经验,到消化吸收,最
后有机地运用到中国本土营销实践。再从中国企业的营销实践中提炼、挖掘出适

合中国国情的营销理论与方法,丰富和创新中国市场营销的理论与实践,促进中国

经济增长与发展,贡献了中国营销学者应有的力量。尤其是对营销专业人才的培

养,早在学会成立之始的1984年,就聚焦于营销教学研究与探讨,当时学会名定为

“全国高等财经院校、综合大学市场学教学研究会”。1985年民政部注册登记国家

一级学会,更名为“中国高等财经院校、综合大学市场学教学研究会”,而后在1987
年哈尔滨会议将“中国高等财经院校、综合大学市场学教学研究会”通过修订学会

章程,更名为“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至今。学会成立40年来一直重视营销

教育研究交流,已有资料表明,2006年11月26日由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
中国人民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由华东理工

大学承办“首届新兴市场的营销教育与国际研究论坛”。在这次论坛上举办了“科
特勒《营销管理》教学研讨会”,介绍第12版的新体系、新理论。研讨了科特勒《营
销管理》教程的教学方法、教学问题、教学经验;

 

2008年中央财经大学举办了“市场

营销教学研讨会”,2009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举办了“市场营销

教学研讨会”。2013年5月18、19日,由华东理工大学承办“管理学和营销学的人

类学应用国际研讨会”。而正式将教学年会独立出来,每年连续举办则是从中国高

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第10届理事会选出新一届学会领导班子开始,由符国群会长

倡导与推进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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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启教学年会的新篇章

2016年10月15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由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主办,
桂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承办的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

教学年会这一天在桂林理工大学隆重举行。这次年会的主题是“数字时代的营销

教学创新———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学科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百余所高校的170多

名代表,与多位营销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桂林,进行深入的研讨和交流。这次年会

开启了营销教学研究的新篇章,自此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将教学年会独立

出来,每年与学术年会分开举办一次,为国内开设了市场营销专业的高等院校的老

师提供一个更广泛、更深入和更多维的高水平教学研究交流平台,搭建了营销学科

与管理类相关学科交流学习、业界互动的桥梁,极大地推动中国高校市场营销专业

的建设与发展。截至2023年12月,已连续举办8届,每一届教学年会的主题鲜明

(如表2所示),与时代脉动,密切关注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引领和对人才培

养的指导与要求,邀请专家学者解读教育部的文件精神并努力践行,成为洞察营销

学科教育研究动态与引领指导的窗口,驱动市场营销专业建设和营销专业人才培

养的赋能平台。如今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年度教学年会已成为各省、区、市
有关院校积极争取“申办”的高水平教学年会。

表2 2016—2023年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教学年会主题

时间 教学年会主题 举办高校 地点

2016年10月
数字时代的营销教学创新———在线开放课程建

设与学科发展
桂林理工大学 桂林

2017年12月
数字时代的营销教学创新———案例教学、课程

设计与教材升级
华中农业大学 武汉

2018年11月 “互联网+”时代的营销教学与创新 南昌大学 南昌

2019年11月 新时代·新营销·新商科·新金课 汕头大学 汕头

2020年12月 后疫情下市场营销教学:
 

产教融合与实践转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武汉

2021年10月 大数据时代的营销人才培养:
 

融合、创新与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2022年12月 数字化营销人才培养:
 

新教改、新形态、新模式 海南大学 海口

2023年12月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营销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 深圳大学 深圳

2.
 

值得记忆的教学年会

2016年10月在桂林举办这届教学年会是值得记忆的。在这届教学年会开幕

会上,符国群会长在致辞中,明确提出在继续举办好学会学术年会的基础上,今后

学会将花大力气做好教学年会工作,通过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这个平台,聚
集国内的营销学者,甚至包括国外的华人学者,积极推进营销专业的教学研究工

作,促进中国本土营销人才的培养,让国内更多从事营销专业教学的老师能够在一

起交流学习,共同研讨,共同促进中国营销专业的建设与人才的培养,使学会更有

活力,高质量实现学会的宗旨。秉承这一理念,学会在接下来八年中一年一次地举



134  

办了教学年会。时至今日,教学年会已成为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有影响力

的年会。特别感谢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将连续举办教学年会后承办第一届

的机会给了桂林理工大学。
这次教学年会的承办对桂林理工大学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也具有一定的

挑战。由于教学年会确定的时间较短,预留时间不到3个月,面临三大挑战,一是

年会主题内容的规划,如何找到营销教育与教学的痛点和痒点,使参会老师有收

获,为今后年会续办开启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是专家学者的邀请,他们也都有教

学、科研任务,更为关键的是他们的教学研究成果是否符合这次年会的主题等;
 

三

是如何吸引更多老师报名参会,老师们都有教学科研任务,是否有空参加等。在符

国群会长、彭泗清秘书长,钟育赣副会长等几位学会领导的鼎力支持和领导下,同
时也得到高等教育出版社经管分社童宁高级策划编辑的支持,充分发挥中国高等

院校市场学研究会资源网络的优势和号召力,在全国开设市场营销专业的高校中

寻找专家学者,借助学会平台,充分发挥学会会员单位的力量,快速寻找在营销教

学创新、课程建设和专业建设方面贡献力量的营销专家学者,邀请他们来分享研究

的成果。尽最大努力邀请到既要符合教学年会的主题,又要能与专家学者在时间

上匹配,还要符合学会举办教学年会的宗旨,满足以教学为主的应用型人才培养院

校需求。在找寻中还是遇到不少困难,会议举办的日期渐渐逼近,快到“山重水尽

疑无路”了,当时还是有点着急。学会将这次机会给桂林理工大学,是不能让学会

失望的,同时新一届领导班子推出的教学年会,也要旗开得胜,不能让参会者失望。
经多方寻访与沟通,最终柳暗花明,得到时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王

永贵教授、南开大学商学院吴晓云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张云

起教授、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经济管理分社社长刘清田、中山大学王海忠教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钟育赣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奢侈品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李杰和桂

林理工大学连漪教授等老师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按照教学年会主题要求设计

好年会分享交流的内容,同时钟育赣副会长凭借多年在学会工作中积累的人脉网

络,发动学会会员提交与年会交流主题吻合的专题,申报营销课程、专业建设及人

才培养等方面的论文参评,最终圆满实现这次教学年会预定的目标。

3.
 

教学年会应该带来什么?

承办这次教学年会,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如何规划好教学年会主题内容与专题

报告,让参会的老师有收获,让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够充分交流,这次教学年会

在主题报告与专题报告环节,对内容与时间进行精心设计。在学会领导的指导下,
反复征求学会的专家学者的意见和邀请专家学者,最后按照一堂课程的教学要求

进行预设,确保有充分的时间让主讲者能够全面讲清楚内容,参会的老师能够听到

一个完整的主题与专题内容。第一阶段的主题报告,分别由时任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国际商学院院长王永贵做的题为《营销学科的发展: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报告,
南开大学商学院吴晓云教授做的题为《市场营销学科建设体会与经验分享———改



135  

革、创新、服务企业、培养公允公能的营销精英》的报告;
 

第二阶段,由中央财经大

学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张云起教授以《市场营销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经验分享与

教学体会》为题、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经济管理分社社长刘清田以《课程进化史

与“十三五”课程建设趋势》为题做了主题演讲。
在专题报告环节,聚焦如何上好一门市场营销学案例课程,广大的普通高等院

校的市场营销专业如何培养应用人才,路在何方? 如何在一门课程的教学改革与

创新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分享? 分别由中山大学王海忠教授示范讲解“市场营销案

例教学创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钟育赣教授做了题为《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与

教学创新———应用型高校为例》的报告、桂林理工大学连漪教授分享“产学互动的

市场营销学案例教学与能力培养———以桂林理工大学营销专业人才培养为例”、上
海交通大学奢侈品品牌研究中心李杰主任分享了“《品牌审美与管理》课程教学改

革与创新”专题。
这次教学年会还设立了四个分论坛,围绕“开放课程建设与新兴教学方式研

究”“学生核心能力与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互联网、新课程与立体化教材开发研究”
“案例教学与其他教学问题研究”等开展了充分的交流分享活动。点评专家普遍认

为,这次教学年会交流的内容丰富,提出了营销学科建设中值得研究的前沿问题,
发言的专家学者关于市场营销学科建设与实践的见解,对于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

培养模式,是未来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为各高校市场营销教学和研究提供

了新的思路与借鉴。
此外,这次教学年会还开展了优秀教学论文的评选,虽然本次投稿只有26篇,

但评审过程是严格遵守规则的,钟育赣副会长非常认真地组织了学会12位教学委

员会的专家进行了匿名评审,所有被评审论文删除有关作者信息、编号,分别发给

各位评委。将评审意见收回以后,将各位专家的评审表隐去专家信息、编号,请会

务组老师算出结果,为了慎重起见,用了简单平均法(5位专家打分)和去极值法

(去除最高分、最低分各1个),最后提交学会教学委员会进行终审,对不属于教学

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排除,最后按得分高低,评出二等奖2个,三等奖4个,一等奖空

缺。最后颁发证书与奖金,其中1名三等奖获得者没有参会,按照规则取消获奖资

格也不能递补,形成了一个的规矩。
如今的教学年会内容在不断地丰富与完善,在中国营销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与

时俱进,在变动中完善,极大地推动了营销学科的教学研究。如2023年由深圳大

学举办的教学年会已设计出六大板块内容:
 

①营销师资培训;
 

②主题分享、学科发

展论坛和平行分论坛;
 

③优秀教学论文评奖与交流;
 

④优秀教学成果评奖与展示;
 

⑤教学案例开发与教学方法交流;
 

⑥优秀企业营销实务研讨等。

后记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共有700余所高校开设市场营销专业,除了少数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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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外,绝大多数地方院校都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服务地方经

济建设,不断完善与丰富教学年会的内容,吸引更多高校营销学者参加教学年会,
共同推进中国营销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唯有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最合适。

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教学年会密切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政策走向和

学科发展的动向,每年邀请的教育部教指委专家学者解读工商管理及营销学科的

发展趋势,在国家一流课程建设和国家一流专业建设方面取得成效的专家学者分

享交流,对营销学科的教育研究与探讨具有很好的指导和引领作用,更有助于地方

院校如何做好市场营销专业的建设,找准定位,形成特色。
借此机会特别感谢一路走来支持、帮助桂林理工大学商学院营销专业建设的

学会领导和各位专家学者,有你们的牵引,让我们前进有了方向和目标。中国的营

销学科因你们而出彩,坚信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在一代代学会领导和中国

营销学者大爱无疆、做负责任研究的推动下,中国本土营销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灿烂

的明天。

(连 漪 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副会长、桂林理工大学前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