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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营销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有诸多的误传.作者在史实考证的基础上,对几个问

题进行了探讨,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①中国第一本营销学著作是１９３３年由丁馨伯编写、于１９３４
年出版发行的«市场学原理».②最先将 marketing翻译为中文“营销”一词的是台湾学者,最早将其

作为学科名称的也是台湾学者.在内地,“市场营销学”取代“市场学”始于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１年之后逐

渐占主流地位.③早在１９８１年就有中国内地学者翻译了科特勒的«营销管理»的有关章节,但是在

中国产生广泛影响始于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年«营销管理»第５版和第６版的中文版公开出版发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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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营销学带进了中国
———营销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史实考证

０　引言

营销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包括两个时间

段,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第一次传播和８０年代的

第二次传播.这两次传播,使营销学来到了中

国,催生了在全球产生影响的中国营销学者.我

们在享受前人“果实”的同时,不应该忘记他们的

贡献和努力.然而,现有文献很少提及早期传播

学者的贡献,同时,还流行着错误的说法.大家

都在忙于作大样本的问卷调查,忙于实验室里的

心理实验,忙于回报丰厚的营销咨询,忙于申请

国家的各种课题,却对一些基本问题在缺乏细致

考证的情况下,加以引用,使一些错误的说法得

不到纠正,诸如是谁最早把营销学带进了中国?
是谁最早把“marketing”翻译为“营销”一词? 是

谁最早把科特勒的«营销管理»引入中国? 这些

问题都存在着不准确或是错误的说法.最近我

们在研究中国营销学发展史的过程中,对这三个

问题进行了考证,取得了有参考价值的成果,与
大家共享,以使真实的历史得到铭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是中国营销学早

期传播的全景功劳簿.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营销学的第二次引进,作出卓越贡献的是一个数

十人的学者群,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仅对前面

提到的三个问题进行考证,其他人和事留待后续

研究完成.

１　谁最早把营销学带进了中国

１１　最早的营销学教材为«市场学原理»

关于这个问题,被广泛引用和流行的观点是

吴健安教授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最早的市场营

销学教材,是丁馨伯先生１９３３年译编并由复旦

大学出版的«市场学»”(吴健安,１９８８).后来在

庆祝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成立２０周年大会

７４

营销科学学报 JournalofMarketingScience;
第８卷第４辑:４７－５８ Vol８,No４,December２０１２:４７－５８

①

②

③

李飞,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博士生导师,EＧmail:lifei＠semtsinghuaeducn.
贾思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博士研究生,EＧmail:jiasx１０＠semtsinghuaeducn.
米卜,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博士研究生,EＧmail:mibu１９８７＠gmailcom.



上,他又谈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发源于美国的

市场营销学被介绍到中国,复旦大学１９３３年曾

出版了丁馨伯先生译编的«市场学»”(吴健安,

２００４).同时,在另外一篇类似文章的注释中得

到佐证,１９８０年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借

阅此书(吴健安,２００２).这个说法,已经出现在

若干«营销学»课程考试的诸多模板之中,如“我
国现存最早的市场营销学教材,是由丁馨伯教授

编译,复旦大学１９３３年出版的(　).A«市场

学»;B«市场营销方法»;C«市场营销原理»;D
«市场营销学»”.试题给出的正确答案是 A.该

试题无论是题目的陈述,还是给出的正确答案,
都是令人质疑的,却广为流传着.

本文作者在参与教育部«中国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报告,１９７８~２００８管理学»(赵纯均和

吴贵生,２００８)课题研究时,曾经查阅中国人民大

学和国家图书馆书目,在以丁馨伯为检索条目的

情况下,仅有相关的«市场学原理»(不是吴健安

教授记忆中的«市场学»),由世界书局印行(不是

吴健安教授记忆中的复旦大学),第１版出版时

间为１９３４年,第２版为１９４７年(作者收藏有两版

原版),扉页上写有“复旦大学教授丁馨伯编译”,
作者 在 “自 序”中 写 道,本 书 编 译,以 梅 纳 德

(HaroldHMaynard)、维德勒(WalterCWeidler)
和贝克曼(TheodreNBeckman)所著的«营销原

理»(PrinciplesofMarketing)为蓝本.１９３０年出

版了英文原书第１版,１９３２年出版了第２版,由

RonaldPress公司出版.据本文作者查证,中国

最早以“市场学”为名称的书籍由侯厚吉编写,

１９３５年由上海黎明书局发行(侯厚吉,１９３５)(本文

作者收藏有复印版).可见,吴健安教授的记忆可

能有误,除非该书在公开出版之前,复旦大学内部

印行了名为“市场学”的教材,但是这种可能性很

小.引起误解的原因也可能是该书的确编译于

１９３３年(该书自序写于１９３３年),但是出版是在

１９３４年;不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不过丁馨伯为

复旦大学教授),而是由世界书局印行.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中国第一本营销学教材

是复旦大学丁馨伯教授编译的«市场学原理»,世
界书局１９３４年印行第１版;中国第一本以“市场

学”为名称的营销学教材是侯厚吉教授编写的

«市场学»,１９３５年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发行,是
中国的第二本营销学教材.到目前为止,我们能

查到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文营销学教材或书

籍,仅有这两本.

１２　 «市场学原理»的作者丁馨伯

关于丁馨伯教授的历史资料,无法通过一般

文献搜索得到.好在１９３４年出版的«市场学原

理»一书扉页上写有“复旦大学教授丁馨伯编译”
(图１),因此我们从复旦大学的历史资料中查

起,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

图１　作者收藏的１９４７年版«市场学原理»的封面和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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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出版的«复旦人北碚专刊»(２０１０
年３月总第５期),提到了丁馨伯的名字,并有一

张照片(图２),遗憾的是没有简介.后来,本文

作者偶然发现了“１９３８年春重庆复旦大学教员

名录教员与课程(二十六年度)”的资料(复旦档

案馆,２００８),在这个名录中发现了丁馨伯的名

字,该名录显示当时复旦大学法学院设有法律

系、社会学系、经济学系、会计系、银行系、工商管

理系和统计系,丁馨伯是工商管理系的专任教授

(有的教授为兼任教授).该资料显示:丁馨伯,
男,３５岁,江苏泰兴人,美国渥海渥(俄亥俄———
本文作者注)大学硕士,曾经在湖南大学、交通大

学、沪江大学担任教授,讲授的课程有保险学、运
输学、市场学、销售管理、工业管理、公司理财、房
屋管理、海运学、采购学等,月薪２２０元,１９３３年

春到复旦大学任职,每周讲授１２~１３小时课程,
是讲课时数和门数最多的教授,但是薪酬不是最

高的(高者可达到２８０元).

图２　丁馨伯在北碚时的照片

从这份资料可以看出,丁馨伯在来复旦大学

任教之前,曾在湖南大学任职.随后本文作者又

查找了湖南大学的早期资料,有资料记载“商学

系教授丁馨伯,１９０４年生,江苏泰兴人,复旦大

学商学士,留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硕士学

位”(徐康,２０１１).
除了«市场学原理»一书之外,丁馨伯还出版

过其他商科类教材,如 «广告学»,１９４４ 年著,

１９４６年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出版,由丁馨伯在

复旦大学和华西工商专科学校授课讲稿整理而

成,内容包括广告原理、广告制作、广告媒介物和

广告计划、广告业务组织等内容(丁馨伯,１９４６).
该书“注重介绍国外最新的广告学理论,紧跟国

际学术步伐,学理与操作兼顾,是一本比较成熟

的概论性的本土广告学专著”(黄玉涛,２００９).
同时,他还编著了«采购学»,１９３６年由商务印书

馆发行,内容包括采购的原则、组织、方法和控制

等,也是在教学基础 上 编 写 而 成 的 (丁 馨 伯,

１９３６).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院系调整过程中,复旦大

学财经学院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丁馨伯先生

随后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后改为上海财经大

学)任教.之后情况不详,待考证.

１３　 «市场学»的作者侯厚吉

侯厚吉(１９１０~１９９１),１９２６年考入清华大

学政治经济系,１９３１年大学毕业后赴上海银行

总行调查室任职,１９３２年调任国民政府实业部

上海国际贸易局专员.在１９３５~１９４１年的５年

多的时间内边工作、边研究,先后撰写了«农业金

融论»(侯厚培和侯厚吉,１９３６a)、«世界统制经济

问题»(何炳贤和侯厚吉,１９３７)、«商业通论»(侯
厚培和侯厚吉,１９４３)、«市场学»(侯厚吉,１９３５)
(图３)、«商业地理»(侯厚吉和侯厚培,１９３６b)等
著作,计百万余字.抗战胜利后,一方面在政府

和实业部门任职,另一方面担任湖南大学副教授

和湖南农业专科学校系主任.１９５０年,他辞去

香港本华贸易公司的职务,回内地重入湖南大学

执教;１９５３年全国院系调整,转入中南财经学院

(今中南财经大学),讲授货币银行学等课程;

１９５６年出版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

流通»,“十年动乱”结束后,主持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的科研课题,与吴其敬、杨堪、张家骧等人合

作,撰成«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全三册),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１
年９月２３日与世长辞,享年８１岁(中南财经大

学经济研究所,１９９２).
侯厚吉诸多著作的合作者侯厚培,是侯厚吉

的大哥(侯厚吉排行老四),也是中国商学的重要

传播者之一.侯厚培自著和与人合著的商学、经
济学书籍近２０本,除了前面提到的书籍外,在２０

９４谁把营销学带进了中国———营销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史实考证



图３　侯厚吉编写的«市场学»封面

世纪２０年代还著有«中国国际贸易小史»、«中国

货币沿革史»、«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等等.他

有着传奇般的经历,早年曾经考取高等工业学校

(湖南大学前身之一),读矿冶科１年,后因缺乏

兴趣,改读上海复旦大学商学院,１９２３年夏毕

业,后随经济系主任蔡竞平赴清华大学,蔡任经

济系主任,侯厚培任经济系助教.１９２５年清华

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侯厚培调任研究院办公室

办事,直属教务长领导,旁听了国学院导师们的

一些课程,受梁启超影响,开始写经济学论文.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上午９点,王国维来到国学研究

院,向侯厚培借钱,欲借大洋两元.侯厚培身上

没有现洋,便取出一张五元纸币,递给王国维.
王国维用这个钱雇了一辆洋车去了颐和园,又买

了进园的门票,自杀于颐和园的鱼藻轩湖中.耐

人寻味的是,侯厚培因王国维自杀更为人所知.

１９２８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侯厚培任职于其中的社

会科学研究所;１９２９年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进

修,取得硕士学位,学的是统计和国际金融,当年

回国;１９３０年参与创办黎明书局;１９３２年任行政

院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专员,并在湖南大学商学系

讲授“我国最近国际贸易状况及救济方案”;１９３３

年任江苏省农业银行副总经理.１９３７年江苏省银

行和江苏省农业银行联合成立全国唯一的银行专

科学校,抗战期间迁移到湖南,１９３９年改为“国立

商业专科学校”(湖南大学商学院前身的一部分),
侯厚培任校长;１９４９年去香港,后建立珠海经济研

究所;最后回内地定居,９５岁病逝.①

２　谁最早把“marketing”翻译为“营销”

２１　一个流行的说法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营销学第一次被引入中

国时,marketing被翻译为“市场学”,这直接影响

了５０~７０年代的港台地区,它们引进时也以“市
场学”为名(８０年代行销学的译法才在台湾流

行).因此,８０年代初期营销学再次进入中国内

地时,无论是因为历史渊源,还是港台渊源,都仍

然沿用了市场学的概念,仅有上海和北京的外贸

学院等的个别学者使用销售学概念.中国两个

最大的营销学术共同体分别为“中国高校市场学

教学研究会”(１９８４年成立)和“中国市场学会”
(１９９１年成立),这就表明了以“市场学”作为名

称的主张占主导地位.后来为什么“市场营销”
取代“市场学”成为更主流的学科名称了呢?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日本电通派驻北京办事

处负责人八木信人将“marketing”准确地进行了

解释,将其定义为“以销售为目的的、统一的、有
计划的市场活动”,区别于“市场学”、“行销学”和
“市场经营学”(王卓等,２００４b).这种说法似乎会

让人产生误解,“营销”一词的中文翻译来源于八

木信人.八木信人１９４４年出生于中国长春,父
亲为中国国家广播局的日本专家,他本人在北京

上的小学和中学,１９６６年７月毕业于北京大学

政治系,１９６７年回到日本,１９７３年加入日本电通

公司,１９７９年年底再次回到中国,１９８０年担任日

本电通北京事务所所长,他对中国改革初期广告

事业的发展有一定贡献,２００４年退休.如果因八

①　相关资料来源于:徐康２０１１百年名校 商学弦歌[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刘建本,徐康２００９ 国立商

学院院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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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信人解释了“marketing”的定义,就认为他率先

将其翻译为“营销”,那就未免太武断了,这只是一

个没有根据和缺乏考证的误传,因为中文“营销”
一词最晚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就在香港和台湾

出现了.诸多的资料表明,八木信人用中文比较

清晰地解释了“marketing”的定义,而不是将其翻

译为中文的“营销”一词(唐忠朴,２００４).

２２　最早使用“营销”一词的人

至今发现的文献表明,最早将 marketing翻

译为中文“营销”一词的是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的学者.我们查到的台湾“市场学”类书籍,在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出现了“营销”一词,论文

中出 现 这 个 词 可 能 更 早.闵 建 蜀 认 为,早 在

１９６４年出版的杨朝阳著、刘兴武译的«广告的科

学»一书中,就将 marketing翻译成了营销学,该
书由台北联广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闵建蜀等,

１９８２).但是,我们没有查到该书的１９６４年版,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查到该书的１９８１年版,由台

湾新生报社出版部出版(图４)(杨朝阳,１９８１).
该书于１９７３年先在日本用日语出版(中央公论

社),译者刘兴武写的序言日期为１９７４年,而联广

股份公司成立于１９７０年,因此该书应该不是在

１９６４年出版的.我们检索台湾大学图书馆时发现

该书于１９７４年由中国革新企业顾问公司出版,作
者为林朝阳(CharlesYang),与杨朝阳实为同一

人.该书将 marketing翻译为中文“营销”,推测是

杨朝阳和刘兴武二人共同商议的译法,但不是闵

建蜀教授所讲的作为学科的“营销学”.

图４　杨朝阳著述的«广告的科学»

其实,早在杨朝阳的«广告的科学»之前,在

１９７０年由台湾学者王德馨和江显新著述的«市
场学»(图５)中就出现了频繁使用的“市场营销”
一词,该书第一编为“市场营销”,第一章为“市场

营销在现代经济之地位”,其中,第一节为“市场

学与市场营销”.他们认为,marketing在不同情

况下,可以翻译为市场学或市场营销,后者是指

综合的商业活动过程,包括产品计划、定价、广
告、分销、促销等各种服务,来满足消费者的需

要;前者是指以市场营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同

时,书中还使用了“市场营销观念”、“市场营销哲

学”和“市场营销组合”等词汇和概念,并在序言

中加以强调(王德馨和江显新,１９７０).纵观这本

书的体例、内容和观点,可以判断其吸收了美国最

新的营销研究成果,同时也有作者自己对营销的

深刻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其专业水平超过

了美国一些原版书籍.王德馨出生于１９１５年,

１９５６年接受中国台湾行政部门侨委会委托,编写

函授用的«商业广告»教材,１９５９年出版了台湾第

一本«广告学»,后任中国台湾教育部门人事处处

长至１９７２年６月,之后赴交通部门任人事处处长

至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９７３年在台湾创办了广告培训

班,后任考试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被称为台湾广告

第一人.因此,他与江显新合编的«市场学»更适

合用于教材,也更加接近学科前沿.

图５　１９７０年王、江版市场学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闵建蜀早在１９７１年发表

的文章中,就使用了“营销”一词.他在该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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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书院学术年刊»第１３期上,发表了题为“职业,
社会阶级与消费行为”的论文,该文出现了“营销

组合(marketingmix)”、“营销计划(marketing
program)”等词汇,同时也使用了“行销组合”、
“市场行销”等词汇(闵建蜀,１９７１).这表明早在

１９７１年,香港就有了“营销”的译法.

２３　最早将“营销”作为学科名称的人

王德馨和江显新是把书中的 marketing翻译

为“营销”,而非用于学科名称.１９６８年台北“大中

国图书公司”出版了刘益民编写的«实用市场管理

学»(刘益民,１９６８),１９７２年２月出版该书第４版,
在第４版序言中作者讨论了 marketing作为学科

的中文翻译问题.刘益民认为,台湾“教育部门”
课程名称为“市场学”(如苏在山、郭坦、王德馨、
李少藩等观点),受“市场”含义影响较大,没有动

感;称为“市场推销”(中国生产力中心等机构主

张),则与selling混淆,不符合 marketing的原

意;称为“行销学”(如杨必立、陈胜年等的观点),
有别于市场和推销,但是信、达、雅不足.而蔡松

辉先生等提出的“营销”最为大家所接受,“营”意
为计划、组织、协调、控制和决策,“销”意为上市、
销售、推广.因此,“营销”二字,包含了 marketing
一词的全部内容.故建议,将 marketing译为营销

(学),marketingmanagement译为营销管理(学).
但是,考虑到大家有一个达成共识的过程,因此该

书第４版仍然叫做“实用市场管理学”(刘益民,

１９７２a),从第５版起改为“实用营销管理学”(刘
益民,１９７２b).随后,在１９７２年１２月出版“增修

订”第５版时,将书名中的“市场”改为“营销”(之
前都为“市场”),从而书名改为“实用营销管理

学”,并将书中过去使用的“市场”、“市场活动”等
词换为“营销”(刘益民,１９７２b).估计这是最早

以营销为书名的中国台湾出版的营销学书籍.

１９７９年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过戴郛

编著的、名为“市场营销管理”的著作.１９８３年

台湾“教育部门”公布并出版了«市场学名词»(台
湾教育部门,１９８３)一书,在这本规范营销学中英

文对应的书中,将 marketing翻译为“行销”,这
就导致后来台湾出版的营销学书籍不叫市场学,

而叫行销学,各种营销学书籍中也一律用“行销”
取代了过去出现的“营销”或“市场”等词.可见,
刘益民先生是“营销学”作为学科名称的重要提

倡者和推动者.刘益民先生为管理顾问师、中原

理工学院教授,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学

系,１９６８年创办中国管理科学发展中心股份有

限公司,１９６９年受聘华成企业管理顾问公司,

１９７１年受聘联合企业管理顾问公司,１９７２年加

盟中国革新企业顾问公司.
香港中文大学的闵建蜀教授,虽然把自己编

写的营销学教材称为“市场学浅说”(闵建蜀,

１９８２)和“市场管理”(闵建蜀等,１９８２)(图６),但
他非常赞成使用“营销”一词,基本同意刘益民先

生的观点,并称他是营销学译名的重要推动者

(参见其１９８３年发表的论文———«市场营销在中

国企业之应用»)(闵建蜀,１９８５).

图６　闵建蜀等著述的«市场管理»

２４　“营销”一词传播到内地

当２０世纪８０年初期,营销学再次被引入中

国内地的时候,受３０年代老教材和香港、台湾营

销学教材的影响,marketing出现了多种多样的

译法.不过,在传播早期大家基本接受王德馨和

江显新的观点:出现在文中和作为学科名称,采
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前者用营销,后者用市场学.

在内地营销学传播早期,如果不是作为封面

的书名,marketing一般被译为销售、行销和营销

等,与观念、组合、系统等配合使用.“销售”一词

源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传统译法,依据是 mar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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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ting词根的“市场”和“销售”的含义;“行销”一
词来源于台湾“教育部门”规定的译法;“营销”一
词使用最为广泛,它最容易与观念、组合、系统等

联合使用而不引起歧义,来源应该是前面提到的

王德馨和江显新著述的«市场学»教材,以及闵建

蜀先生的影响.这样说的依据是:１９７９年华侨

大学何永祺教授筹备市场学课程,以及１９８０年

云南财经学院吴健安教授到北京搜集市场学资

料时,都曾经选择了这本书(王卓,２００４a;聂元

昆,２０１２),当时这本书不仅有台湾原版,还有内

部发行的复印版,该书几乎把所有的 marketing
都翻译为“营销”(除了书名之外).何永祺和吴

健安教授是在中国早期营销学传播中起到重要

作用的人,同时读到这本书的应该还有其他学

者,这是后来“营销”一词在中文版«市场学»教材

中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另外一

个重要原因,闵建蜀教授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６年频繁

在内地进行市场学讲座,参与各大高校和国务院

各部委组织的培训班,估计有数十场之多,足迹

遍及北京、长沙、汉口、南京、上海、沈阳、昆明、厦
门、天津、成都、西安、广州、青岛、重庆、太原、深
圳等城市,讲座中对 marketing进行翻译时使用

最为普遍的便是“市场营销”一词.闵建蜀对营

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非常重要,因此其主张使用

“营销”一词自然会影响很多人.
从学科名称来看,大多数人延续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的译法,翻译为市场

学;少部分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其翻译为销售

学;也有的人借用台湾的译法将其译为行销学,
只有个别人将其翻译为营销学,最早以营销为书

名的书籍是翻译的书籍———«市场营销原理与决

策»(RJHise等著,韩佩璋,胡士廉等译,机械

工业出版社于１９８３年出版)(图７).
从当时内地营销早期传播的史实看,比较一

致的看法是在营销学教材中把 marketing译为

营销,但是对于学科名称存在着争论.１９８１年７
月闵建蜀在陕西财经学院进行讲座时,就对学科

名称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市场学的称谓,比较

静态且容易与微观经济学混淆;台湾政治大学商

科学院翻译的“行销学”,虽有动态但不顺口;“市

图７　１９８３年出版的«市场营销原理与决策»

场营销学”,虽动静结合,但字数太多,简化为“营
销学”不错,但是没有表达出“市场”的意思;京沪

外贸学院翻译的“销售学”,容易与原有销售学混

淆(闵建蜀,１９８１).闵教授的讲座说明内地在

１９８１年已有“营销学”的说法,１９８２年８月在一

则关于闵教授的上海讲座的简讯中,直接称之为

“营销学”讲座(俞杏堂,１９８２).不过,闵教授在

１９７９年出版的«市场研究:基本方法»一书中,把

marketingmix还翻译为“市场决定变数”(闵建

蜀和游汉明,１９７９),闵教授在出版营销学教材

时,还是选择了市场学和市场管理的学科名称.
不过,如前所述,在１９８３年他表示赞同刘益民的

看法,将 marketing译为“营销学”,这在他后来

的内地的讲座中有所表示.
早在１９８０年,梅汝和教授在发表的«现代资

本主义市场和销售技术的发展»一文中,就介绍

了营销学,但称之为销售学.不过,文中有这样

一句话:“一门以营销决策为导向,以分析、计划

和控制为内容的市场营销管理学已发展起来

了.”(贺名仑和蓝苓,１９８５)这是在内地比较早地

使用“市场营销管理学”概念的例子.
罗真耑教授认为,“销售学”的译名也并未尽

达 marketing的原意,只是比较适意而已.她提出

是否可译为“销售经营学”或“市场经营学”.在１９
世纪以前,有分别研究推销、广告、定价、产品设

计、包装、订牌、仓储与运输方面的著作.直到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销售学才成为一门综合的、科学的、
完整 的、独 立 的 学 科.以 前 英 文 marketing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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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ling或sales是同义语,都是出售.５０年代后,
二者不再是同义语.因此,她主张把 marketing译

为销售,selling译为推销或出售,只是销售的一部

分活动(罗真耑,１９８２).
吴健安教授开始认为,译为“市场学”比较合

适,虽非十全十美,但是也没有大错,从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开始使用了半个世纪,没有引起人们误

解,也不会妨碍人们对营销的动态理解(吴健安,

１９８３),因此他于１９８５年出版的教材是以“市场

学”为名称的.１９８７年７月他率先在其主编的

教材上使用了“市场营销学”的书名,并在该书前

言中写道:“鉴于近年来学术界对 marketing的

译名已取得接近一致的看法,本书定名为“市场

营销学.”(吴健安,１９８７)同年,还有６月出版的

«市场营销学»(吴同光和陶琲,１９８７),以及１０月

出版的 «市 场 营 销 概 论»(高 国 辉 和 葛 建 明,

１９８７),这些都是中国内地最早使用“营销”书名

的非翻译类营销学书籍.从此之后,以营销为书

名的教材越来越多,直到具有广泛影响的科特勒

的«营销管理»中文版和邝鸿主编的«现代市场营

销大全»工具书于１９９０年出版发行,marketing
无论是在书的内文中,还是作为学科,都更多地

被翻译为营销,“市场学”一词的使用越来越少

了.我们查到的最近一本以市场学为名称的营

销学教材,为２００７年出版的«市场学(第３版)»
(白长虹和范秀成,２００７)(图８),市场学已经成

为稀有的且令人产生回忆的名称了.

图８　２００７年出版的«市场学»

由前述史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台湾

的王德馨和江显新在１９７０年出版的«市场学»

中,把书中的 marketing翻译为“营销”;１９７２年

台湾的刘益民编著并出版了名为“实用营销管理

学”的书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营销学再次被

引入中国内地时,书中的 marketing大多被翻译

为“营销”,学科名称大多为市场学;中国内地第

一本以营销为书名的书籍是翻译书«市场营销原

理与决策»,率先以营销为书名的非翻译教材是

吴同光、吴健安和高国辉等编写的,分别于１９８７
年６月、７月、１０月出版的«市场营销学»、«市场

营销学»和«市场营销概论».

３　谁最早把科特勒的«营销管理»
引入中国

３１　科特勒的«营销管理»在出现中文版

之前的影响

菲利普科特勒的«营销管理»一书对中国

营销学界影响巨大.有人说,“科特勒是中国市

场营销学的启蒙者”.吴健安教授在肯定科特勒

学术成就及影响的同时,列举事实,说明中国二

次引进市场营销学的启蒙阶段,应是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４年,先行者是罗真耑、邝鸿等一批中国学

者,科特勒对中国营销学界的影响,实际上是在

１９９０年其«营销管理»一书中译本出版后才日益

显著的(聂元昆,２０１２).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

理,但也有需要说明的地方.
这是因为早在１９９０年科特勒的«营销管理»

中文版出版之前,他的著作的部分内容就被翻译

出来刊登在中文期刊上,同时,１９８６年他第一次

来中国进行了营销讲座.
据查证,１９８１年就有学者介绍科特勒的«营

销管理»的内容.张苏和董复荣翻译了科特勒的

«营销管理»第４版第９章,题目为“需求的衡量

和预测”,分两次刊载于«杭州商学院学报»(现为

«商业经济与管理»)１９８１年第４期和１９８２年第

１期.这是我们发现的对科特勒«营销管理»教
材最早的介绍.１９８２年罗真耑教授在«一门新

兴的市场管理学科———现代销售学»一文中,也
引用了科特勒的«营销学原理»和«营销管理»(第
４版)的诸多内容(罗真耑,１９８２);罗真耑教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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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出版的营销学书籍«销售学原理与应用»也表

示参考了科特勒的«营销管理»和«营销学原理»
(罗真耑等,１９８２).后来内地出版的一些教材,
也有些声明是以科特勒的营销学书籍为蓝本的,
如苏亚民主编的«简明市场学原理»,就在“前言”
谈到,是以科特勒的«市场学原理»的最新版本为

主要依据编写的(苏亚民,１９８８).
另外,１９８６年科特勒曾经到中国讲授他的

营销思想.有文献显示,１９８６年６月３０日,他
曾经在中国对外贸易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市场营

销对计划经济的贡献”的讲座,包括他刚刚提出

的大市场营销的１０P’s的概念(苏亚民和张景

智,１９８９).同时,科特勒在«营销管理»(第５版)
的中文版序言中,也提到他１９８６年７月曾来到

中国进行讲座,并考察了一些企业.当然,这些

都发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因此,吴健安

教授认为科特勒在中国营销早期传播时的影响

不大,也有一定的道理.

３２　科特勒的«营销管理»的中文版及影响

对于«营销管理»中文版的出版时间,说法不

一.何佳讯一方面认为“１９９０年科特勒的«营销

管理»第５版首次在内地出版发行”(何佳讯和卢

泰宏,２００４),另一方面又在其他论文引文中出现

该书１９８７年出版的文字(何佳讯和罗雯,２００３).
两种说法都有缘由.１９８７年上海财经大学梅汝

和教授等译校完该书,但是该书的正式出版却是

在１９９０年５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次

印刷为２３００册(图９)(科特勒,１９９０),用了３年

才卖完.本来开始翻译的时候是根据１９８５年刚

刚出版的最新的第５版,但是１９９０年出版时也

就成了旧版,然而无论老版还是旧版,对于中国

学者来说都是第一版.为什么翻译完３年后才

得以出版发行? 其中还有隐情.梅汝和教授的

儿子梅清豪教授,２００４年在接受«成功营销»杂
志记者采访时谈到该书出版的曲折过程.１９８４
年,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到美国西北大学访问时发

现了菲利普科特勒的«营销管理»,认为应该把

它引入中国,随后梅汝和先生成立专项工作组展

开翻译工作.翻译完之后,由于出版社征订数太

少而难以开印,加之美国出版商索要１０００美元

版权费,出版社那时没有美元,因此没能及时开

印.后来汪道涵市长出面斡旋才交上了版权费,
译校者又争取让上海财经大学订购了８００册书,
这才顺利地印刷、出版发行了.梅家父子对科特

勒的«营销管理»的引进作出了很大贡献,并参与

了多版营销管理教材的翻译工作.

图９　１９９０年出版的梅译«营销管理»(第５版)

有趣的是,在科特勒的«营销管理»(第５版)
中文版刚刚译完不久还没出版时,１９８８年就出

了原版的第６版,广东省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发现

与第５版有着不小的差异,于是成立编译组,邀
请暨南大学何永祺教授(时任中国高等院校市场

学研究会会长)等参与译校,从１９８８年９月开

始,经历了两年的时间得以完成.该书分为上下

册出版,１９９１年１月先出版了下册,５月出版了

上册,书名为“市场营销管理:分析、规划、执行和

控制”(图１０)(科特勒,１９９１).这两本书的出版

发行,才真正使科特勒的营销学在中国得到广泛

传播,从此他的教材成为中国营销学教授和学生

重要的教学参考书.

２００１年,菲利普科特勒让他的弟弟米尔

顿科特勒来到中国成立了咨询公司,举办营销

精英讲座,同年８月５日,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

邀请米尔顿为中国企业营销出谋划策,不知央视

是否将其当成了他哥哥.１０月,科特勒举家来到

中国,米尔顿科特勒依然到处宣讲他兄长的现

代营销学理论,科特勒的夫人———身为美国培训

与发展协会副会长的格瑞塔科特勒在中国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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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１９９１年出版的广译«营销管理»(第６版)

城市开办了自己的培训讲座,菲利普科特勒本

人也来华颁发第２届中国杰出营销人奖项,后来

他的侄女还嫁给了中国人(俞利军,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央视«对话»节目邀请了科特勒兄弟,才使更多

的人知道了菲利普和米尔顿是两个科特勒.可

见,科特勒的影响跨越了学历教育,并进入了企业

咨询和培训等诸多领域,其实他来中国的学术交

流不多,社会活动较多.今天他的«营销管理»教
材销售量还是持续地增长着,另外的著作«营销学

原理»、«营销学导论»也在中国出版发行,巨大影

响还在延续,但是中国学者开始寻求更新的营销

理论和方法,并开始探索自己本土的营销规律,所
以他的影响不再像过去那样唯一、神圣和权威,国
际上还有诸多的营销成果需要我们去领悟,他的

新版教材也增添了更加年轻的营销学者.一个不

争的事实是,一个只讲科特勒营销教材而无自己

营销思想的教授,今天无法在 MBA和EMBA的

讲堂上站稳.中国学术界虽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

出现了什么营销学派,但是开始有了“营销”,也开

始有了“学术”,未来也会有更多的营销学创新

成果.
由前述可知,１９８１年就有中国学者翻译了

科特勒的«营销管理»教材的有关章节,并在«杭
州商学院学报»发表;１９８６年科特勒第一次来到

中国进行营销讲座和企业考察,但是,当时的影

响非常有限.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年科特勒的«营销

管理»的第５版和第６版中文版的公开发行,使
科特勒在中国名声大振,影响开始加深,开始是

教材方面,后来延伸到实践应用方面,然而对学

术研究的影响小于教材方面.进入２１世纪,中
国营销学术界开始了学术创新之路,更多的国际

营销学者为大家所知,学者们随后不断品尝丰盛

的“营销学”大餐,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花费大量时间

和精力搜集了难得的历史资料,但是难免有所遗

漏,或许文中会有不准确的地方.本文仅仅是抛

砖引玉,目的是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关

注,以使我们铭记中国营销学前辈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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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BroughtMarketingintoChina?
———TextualResearchofHistoryontheEarlyDisseminationofMarketinginChina

LiFei,JiaSixue,MiBu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Tsinghua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ismisinformationonthehistoryoftheearlydisseminationofmarketinginChinaBasedontextualreＧ

searchofhistoricalmaterials,severalquestionsarediscussedandusefulconclusionsaredrawn①“PrinciplesofMarket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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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writtenbyDingXinboin１９３３andpublishedin１９３４,wasthefirstChinesemonographonmarketing②Taiwan
scholarswerethefirsttotranslate“marketing”intoChineseanduseitasadisciplinenameThetranslationwasthen
modifiedbyChinesemainlandscholarsin１９８７andthenewnamehadgraduallybecomethemainstreamsince１９９１
③ChinesetranslationofsomechaptersofKotler’s“MarketingManagement”bymainlandscholarsdatesbackto１９８１,

butthebookdidn’tbecomeinfluentialinChinauntilthepublicationofthe５thand６th Chineseeditionof“Marketing
Management”in１９９０and１９９１
Keywords　Marketing,Historyofmarketing,DingXinbo,HouHo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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