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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大先生和中国营销教材建设的
缘与情
高等教育出版社 童 宁

与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几位老先生的相识始于2004年,当时我负责高

等教育出版社市场营销专业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千年之交正是中国高等教育改

革大潮方兴未艾之时,当时的国家教委实施了“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

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组织编写了一大批代表当时国内最高或较高水平的高校统编

教材。也正是这批教材,架起了我和学会几位老先生相识、相知的友谊桥梁。

2004年,为了更深入地推动教学改革,教育部组织了一系列的师资培训。市

场营销专业的培训工作在那一年委托给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云南财经大学承办。之

所以让这两个单位承办,是因为当时的国家统编教材《市场营销学》的出版单位是

高等教育出版社,而主编所在单位是云南财经大学。培训的时间是暑期,培训地点

也就选在了昆明。下飞机后我来到了培训统一入住的酒店大堂,给本书的主编吴

健安先生打电话,向他报到。电话里,吴先生热情地说:
 

“童宁同志来了! 你在大

堂等我,我马上过来。”只过了三五分钟,一位身着西服的老人,精神矍铄,快步走过

来和我握手,这就是吴健安先生。原来吴先生一整天都在酒店等待每一位抵昆讲

课的专家,当时吴老师已经74岁了,曾经担任过云南财经大学的校长,同时仍然兼

任学会的副会长。这个年龄,这个身份,为这点接待的事,在酒店守候了一整天,着
实令我感动,体现了一个老者的诚意和热情。这是我对吴老师的第一印象。

后来的几天,一共有10位营销学专家给来自全国的300多位老师进行了培

训,这些营销专家从年龄上来说都是吴老师的晚辈,但是每位专家在离开昆明前的

空余时间,吴老师都会亲自过问、安排,有些甚至极具个性化。比如,某位专家和云

南财经大学的某位教授是老同学,吴老师则会把他们约在一起聚餐,共叙友情。即

便对来参加培训的普通老师,吴老师也体现出了极其谦逊的品格。在之后近20年

的相处中,吴老师的这种谦逊、周到始终如一,我想这也正是吴老师能够在营销学

界具有人望的原因之一。
说起吴老师,不得不说由他主编,我社出版的国家统编教材《市场营销学》。该

书是在当时的国家教委实施
 

“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

划”的背景下,由教育部(1998年国家教委更名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该书被定位

为工商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教材。吴老师虽然任该书主编,但是副主编、其他参

编人员都由教育部决定人选。这些人员有的吴老师熟悉,有的不熟悉。如何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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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团结起来,组成一个班子,完成教育部交给的任务,为全国高校师生编写一本

普遍适用的教科书,是任何主编都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吴老师以他的谦逊、宽
容、严谨、幽默,很好地化解了这个难题,把来自天南海北的作者组织了起来。大家

为这本书合作共事了20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本教材也以它的高质量,赢得

了广大高校师生的认可和采用,年销量最高的时候有二十几万册,成为一个时代培

养营销人才的经典之作。吴老师及其团队的敬业精神也在这本书的编写、修订过

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每一版的修订,我们都要召开编写会,经常是封闭在一个

宾馆中,大家相互审稿,互提意见。为一个定义如何措辞,一个知识点如何安排,反
复研讨、推敲的情况屡见不鲜,这在其他教材的编写中是不常见的。正是吴老师和

编写组一众专家的严谨和对读者的责任心造就了这本经典的教材。我想这种治学

治教的态度值得后来者学习。
学会另外一位令我敬仰的先生是武汉大学的甘碧群教授。甘碧群教授青年时

代曾经求学于武汉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又于20世纪80年代初到法国研修,
是我国最早接触市场营销学、研究市场营销学的学者之一,是我国最早的市场营销

学博士生导师。她培养的弟子遍布大江南北,如今很多都已经雄踞一方,誉满天

下。甘老师是“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市场营销专

业的总牵头人,2000年前后,在教育部的委托和甘老师的主持下,制定了我国市场

营销专业的教学基本要求、核心课程、主干课程等一系列教学标准,并组织编写了

与之对应的系列教材,我也正是因为这套教材和甘老师建立了联系。2005年,面
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进入修订期,为了修订的事情我到武汉找甘老师。在甘老师家

里谈完修订事宜刚刚十点半左右,但是甘老师一定要留我吃午饭。那时甘老师是

教育部倚重的大牌专家,而我只是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编辑,一种强烈的感触

涌上心头:
 

越是德高望重的大专家,越是平易近人,好打交道。也正是那次午饭,
甘老师把在武汉的系列教材作者黄敏学、黄静、熊银解、廖以臣等老师一一引荐给

我,为我日后的工作展开创造了条件,也为我和这些老师结下几十年的友谊打下了

基础,我在心里深深地感激甘老师。后来甘老师又在烟台,在张云起老师的协助

下,召开了市场营销专业面向21世纪教材修订会,会上甘老师主持制定总的修订

原则,向每一本书的主编一一嘱托……也正是在甘老师的带领下,这套教材生生不

息,至今仍是市场营销专业最权威、最受大家欢迎的一套教材。甘老师当年主持制

定的教学标准、课程教学框架体系至今仍在沿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营销学子。
应该说甘老师为我国市场营销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我们

所有营销学人应该向甘老师致敬。
万后芬老师较吴健安老师、甘碧群老师要年轻一些,我认识吴老师、甘老师的

时候他们已经从领导岗位、教学岗位上退了下来,而当时万老师正值当打之年,风
华正茂,刚刚获得了“首届国家教学名师奖”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

接见,正在带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市场营销专业乘风破浪,勠力前行。认识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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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跟万老师约定了一本《市场营销教程》的教材。当时正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

如火如荼之际,立体化教材是教材改革创新的一个方向,我就和万老师商议,把这

本教材建设成为一本新形态立体化的教材。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创新,也是一

种前所未有的尝试,很多作者因为对数字化内容不太熟悉,制作过程也比较麻烦,
都有畏难情绪。但是万老师却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勇于改革,乐于创新,欣然接受

了这个具有挑战性的项目。万老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教育

教学专家,也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她带领的团队分工合作,宁昌会、汤
定娜、应斌、费显政等众多中青年学者分别负责主教材、辅教光盘、辅学光盘、企业

营销案例集的编写、制作工作。正是团队的精诚团结,管理得有条不紊,这套代表

当时中国教材建设领域最先进水平的立体化教材得以如期问世。主教材配以丰富

的电子化素材,音频、视频、电子文档、小程序等一系列新元素融入教材、教学之中,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也正是以这套教材为基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市场营销专

业陆续获得了湖北省教学成果奖、国家教学成果奖。这也使我感受到一个学校,一
个专业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一个和谐团结的团队是多么重要。在万老师的带领

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市场营销专业人才辈出,薪火相传,从万老师,到“60后”的
宁昌会教授、汤定娜教授,到“70后”的应斌教授、费显政教授,再到“80后”的杜鹏

教授……这恰是我国市场营销学界、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大家庭团结和睦、
接续奋斗的一个缩影。

往事历历在目,学会已经成立了40年,我参加学会也已经20年,这期间和学

会的众多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已经突破了普通的工作关系,成为终生

相伴的深情。除了以上提到的三位先生,还有卜妙金、胡其辉、钟育赣、龚振、吕一

林、吴晓云、景奉杰、符国群、聂元昆、郭国庆、张云起、宁昌会、汤定娜、黄静、黄敏

学、应斌、费显政、叶敏等学者。其中有的是师长,有的是兄弟,我们因教材而结缘,
因学会而相知,我真诚地祝愿学会成为中国营销学人共同的家园,祝愿友谊地久

天长。

(童 宁 高等教育出版社编审、经济管理与法律出版事业部副主任、中国高

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荣誉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