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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斌

    把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运用到商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来，
W.利于搞活商品流通，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美化人民生

活，这的确是一门崭新的学科。龚帜、曾雄伟、何柏同志新近合

著的《商业美学》一书，内容丰富，为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形成作

了初步的尝试，值得一读。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会引起越来

越多的商业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对商业美学的重视，并使

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这一学科对商业经营管理工作的重要作用，.

然而使这门学科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不断完善。因

此，我认为这种初步的尝试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
    其实，美学问题在商业经营活动中早已普遍存在着，人们

已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美学知识进行商品交换。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审美意识也在逐步增强，对吃的商品

讲求色香味型，穿的讲求美观大方，用的则要求价廉物美，选

择商品的范围越来越广，对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商业部门为

了满足人民的需要，千方百计地组织美的质量好的商品供应市

场，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企业也在积极装修门面，美化环境，并

以美的服务来赢得顾客，从而促进商品销售，提高社会效益和经

挤效益。《商业美学》一书的作者，正是在观察这些日常的美



学现象中，揭示了商业美学的特有规律，并把一些散乱的观

点系统化，把一些感性的东西理性化。从这个A度说，《商业

美学》一书的出版，对这门学科的建立也是一个小小的飞跃。

    研究商业美学的目的、并不仅%k为了商业本身。人们常
说:商业是社会文明建设的Iff口。商A美学研究的作用不仅能
加强商业自身的建设，促进文明经商，而且能美化人民的生

活，引导和培养消费者美好健康的生活情趣，促进整个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本书的作者也正是这样期望的。

    诚然，商业美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同时也是，门年轻的

学科。该书的间世显然还不太成熟，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需薯不断丰富和完善。’‘但她已成为探索和研究这门学科的铺路
石，并摆在了我们面前。我殷切地希望人们能踩着这块铺路

石，踏上探索积发展这门学科的征途，写出更多更好的专著

米，为生产和消费服务，为商业工作服务，为祖国的四化建设
服务。

一九八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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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商业美学研究的目的、

        任务、作用和方法

    商业美学是一门多边缘的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

一门实践的学科。它与美学、文艺美学、技术美学、商品学、

心理学、民俗学、社会学、销售学等都有密切的联系，具有较

强的综合性。但它所研究的是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中的美学问

题，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实践性。研究商业美学，对提高商
业实践活动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章对商业美学的研究

月的、任务、作用和方法作些概述。

第一节 商业美学研究的目的、性质和对象

1 商业美学研究的目的

    商业美学研究美的本质与商业活动之间的关系，包括研究

美与商品的关系，人们的审美意识，市场营销中的产品策略与

商品的设计，价格策略与商品美的价值，促销策略与商品审美

兴趣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商业美学的目

的，主要是为了搞活流通，繁荣市场，提高商业经济效益，同

时，也是为了美化人民生活，培养消费者美好健康’的生活情

趣，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美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物的一



种属性。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同时，逐渐认识了它的美的属
性。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改造，也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比

如，在日本球西欧市.场上，一件款式新颧的成衣，一套工艺精
巧别致的酒具的价格，可以比式样陈旧落后的同类产品高出几

倍甚至十几倍，这高出的价格，郭晕美豹价值所转化，并为人
们所认可。现在，我国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经济体制改革进一

步深化完善，市场价格的范围逐步扩大。美的商品由于畅销，

价格明显提高。不美的商品因滞销不得不降价出售，或亏本出

售。这主要是人们对商品的审美价值影响着消费方向，影响着

市场的价格和供求关系「，影响着企业的利润和经济效益。因
此，人们的商品审美观，对企业的兴旺与衰败都有着不可低估

的影响。面对我国迅速发展的商品经济，迫切需要我们去研究

商业美学。

    2、商业美学的科学性质

    人的美感是在周围现实的作用下由大脑产生，不是凭空想

象出来的。人都有感觉、知宽、记忆穿想象和思维等认识活
动，人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活动中，受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

作用，经过大脑生理机能对外界的万洲央和辩别，产生了审美心

理。这种心理，体现于客观现实同反映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冲o所   v=i，人如美感具有社会性和自然性。
    t商业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美感现象，不仅取决于消费者自

a的认识，也受到经营者的有意识的诱导。如商业经营中采取

的各种握 销售前方式，象商标、广告、，包装的美化，就是以
寄观的形式作用于消费者，使之受到不伺程度豹激化，通过大
脑活动而受影响。商业经营活动也说明了商业美学具有自然性

和赫彦排。



3、商业美学角研完吮t-

    商业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由商业经营活动特有的矛盾

泌 -IYJ。商业经营活动是购销，一最终是把商品卖出去‘因此，
r网 商业美学，就应从购销活动的各方面因素着手。，，

    ①研究消费者。因为市场供求的抹况归根结底要看购成市
!场供应的各种因素能否符合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满足消费者的

程度，消费者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
;%所反映的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直接地反映出消费者对商业
经营策略的接受程度。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受程度，是形成消费
者不同购买动机与购买行为的重要基础。通过消费者对商品美

的研究，找出消费者心理现象的差异规律，依据消费者对商品
的牌号、款式、规格、质量、价格等方面的不同追求，诱导消

费者的购买行为，这都是商业美学研究的内蓉。
    ②研究商品。如何组织美的商品以符合消费者的需求，从

品种、式释、’债量、价格和包装袭瑞等方面引起消费者的美感
与兴趣，应该怎样陈列粕出售商品等，’都是商业美学研究的主

要项目。

    ③研究诱导。广告是诱导购买的重要手段。’要使广告能够

起到促进销售的良好作用，就要研究广告的不同形式，以美感

吸引消费者。店容店貌的装饰、整洁。美观，都会给M 'A者的
购买行为带来积极的影响，这些都是衙业美学研究的对象。

    ④研究经营人员行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经营人员的行动

举止美，、语言美，‘心灵美，给渭费者以周到的服务，能促进消费
者的购买行为。‘个商廓口只组织美的商品，:没有经营人员的
美好接待，生意是做不活的。这是商业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第二节  商业美学研究的任务

    商业美学研究力图揭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中的美感变化规

律，研究商业经营活动中各方面的关系，理解商品经济现象中

人的心理因素，掌握科学的经营策略，调节商品的供应与需

求，指导商品的生产与经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不断繁荣社
会主义商业。因此，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客观事物如何引起消

费者的美感，消费者的审美心理活动如何形成和发展，消费者

的美感与商业经营实践有什么关系等等，都是商业美学的研究

任务。

      1、研究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美感反映过程

    。消费者在购买活动中有它的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

程，各种商品当作客体对象的美在审美主体头脑里必然产生反
映。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认为，美感作为一勒认识活动都有其
产生的客观根源。马克思说:“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

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

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2卷，第1 2 6页)。人的

感觉是由于对象的存在才产生出来，这是感觉和美感产生的客

观根源。

    要引起美感，必须有引起美的事物存在。贾宝玉对林黛玉

的钟情就是由林黛玉之美而引起，因美感而生情。一切美感过

程都会始终激起人采取一定的行动。消费者购买活动的美感过
程，’也必然影响购买行动的发生和进行。例如，消费者通过对
商品的感觉，一般都会激发某种行为，或采取购买行动，或拒
绝购买。为什么名牌彩色电视机抢手，就是因为它的内质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静观 i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a因此，‘.研究枪费徽釉 行
卜为的美感过程，‘有助于了解消费者购买动机的产生和发展的~
般规律，熟悉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中的大脑活动状况。

    2、研究消费者美感中的主观因素

    马克思曾经给思想观念下了个定义:“观念的东西不外是

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马克思的这个

定义说明了在认识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是物质的反映，又是
经过主观头脑改造后的反映，说明了人的认识包含有主观的心。

理因素。美感是美的认识与美的感受的统一，是对美的认识和

反映的基础，而对美的感受和审美心理是以对美的认识为前
提。美的事物为什么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心理活动和感情上的愉-

快，是因为美的事物是事物的典型的状态，是同一类事物中的

出类拔萃者。它只要和人发生关系，就更为人所需要，所以它

一能弓}起人的感情心理活动。消费者的不同美感心理，其感觉和
反映美的商品不同，有的喜欢红，有的喜欢绿。不同的物质生

活关系，物质生活条件，使得他们的美感心理和美感情趣就不

同。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产生，是在反复感知商品的基础上形成-
的。所以，消费者审美心理活动，直接影响其感知商品的效率‘

和深度，是形成各种购买行为的心理基础。研究消费者的美感·

主观因素，可以帮助我们揭示构成不同消费者行为的内部原

  因，预见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3、研究消费者的美感与市场管梢的关系

    各类商品市场都有各自独特的销售特点，其主要的销售对
  象也有各自不同的美的要求。市场营销采取何种策略，对消费者

养感心理活动的产生、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不同年龄、堆娜

35



的Mwi-I对市场商品的需求，具有不同的购实动机、习恻冷行
为。从事市场营销活动，’就必须适应消费者的术同需求、不同
购买动机和购买行为，去确定营销中’的商AA品种和经营方丸

扩大购销业务，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研究消费者审美心理与
市场营销的相互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各类商品市场的不同

需求岁在营销活动中有针对性9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满足

各类消费者的不同需要。

第三节  商业美学的作用

    我国已经进入一个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历

史时期，’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市场形势与

消贾者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商业美学，有着多方面的作
用。

    I、根据消费者对商品美的需求组织和指导商品生产，，史
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f9据市场需求组织商品流通，是商业经营者的基本要求。

我们研究美学与商业的关系，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商业实践活
劫，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消费需要，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促

进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

    人们的a感各有不同，对消费需要也极为复杂。当生理上

M M A求wm基本满是以后，心理上的，’高一级的需求将
日趋强烈。如何使商品适应社会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最主要

是看生产和销售的商品是苦能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它不仅要

掌生产企业在设计、生产物品时，切实考虑消费者对美的需

城  etIfIr为制是生产计划的出发点，而宜婆求禽亚部汀组织

蛋翔卜商佛睡瞥时，世婪状真考I渭赞者时需求变化获去确定销



告瀚澳餐莽速笨，藏么铃食消狱眷的添望，捉进社禽丈舆东一
产润:的0实现

  、从率那戒品弟促进生产发展方面浓 9 从毖产，凝嘴土-

米分析，
    ①在释营环节上:商业部门要认真分析消费者对痴函勇韵

需求，合理I制定销售计划和组织货源，引导和调节商品牟
气一捎费者对有晶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从商品的造型、规格、
色彩、价格等方面来看，商业部一门应研究消费者对商品的各种

需求，预测商品销售趋势，科学地制订销售计划，组织符合人
们消费需要的商品上市供应，扩大购销业务，提高企业经挤效

A.
    ②在生产环节上:根据商业部门传递的市场信息19在商品

的数量、质最,品种、规格、式样、色调等方面组织生产，以

筛尽捎摹者的需要。犀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发展趋势，不断地
那寒毋计新产福，促进梢费品的更新换代。
户傲好市场it*和预侧，，时刻注意信息的反馈，根据消费者
千差万别、不断变化的需要和殉买意识，组织商品供应，从而

起到加速商品流通，促进生产发展和市场繁荣，J更好地满足入
民生活需要的作用。

    2、通过观察和判断消费者的求美心理发展变化，科学地

处理好买卖双方之间的矛盾，提高商业经一营艺术

  ‘商业经营人员在经营活动中，不仅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崇高思想IN体秀品质和一熟练的技能，而且要善于分祈消费
jNA9购-IC-47匆. ̀ 消费者美球心理状态，，}KIA见性、针对性
地接待顾客。.如营业员在堵黛中}，通过邻i}}窄.tf3费者的言谈
声本，了解雄犷1铃种买欲望，·掌握他似的pigm状毒。有寒

                                                            牙



识地采取恰到好处的接待方法。如消费者对某种商品需求在于

社会流行性方面，就应在新商品中进行推介交易，了解消费者

对某种商品的商标或包装发生兴趣，就立即展示这些商品，熟

悉消费者由于生活条件工作特点等因素长期形成的消费习惯或

狗买习惯，应迅速地拿出这方面的商品。只有掌握了不同消费
者对不同商品的美感规律，才能不断地做活生意。

      3'随着国内外市场经济形势的变化，消费者求美意识不

断增强，商业部门要努力提高竞争力

    时代在前进，技术在发展，新美产品不断出现，市场竞争

时时在进行。要想在市场竞争中战胜对手，立于不败之地，使

自己的企业得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分析掌握

消费者对商品的美感规律，以强有力的手段赢得扩大消费者。
往往是一种产品竞争能力的高低，一个企业经营的成败，与这

种商品是否适合人们的美感，以及采取何种经营对策有着密切

的关系。所以，广大的商业工作者，必须把商业美学的知识运

用在货源组织，商店环境布置，广告设计，服务接待等方面，

并注意提高经营艺术。只有这样，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
面前对应自如，不断地开拓前进。

    4、观察和分析消费者的美感规律，可以促进商业企业管

理水平的提高

    商业美学的研究和运用，对商业经营人员的素质与经营方

曦辱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营领导者，必须及时分析消费
者钓沐向需要，了解市场动态，作出准确的预测和决策。营业
演要加强取业道德修养和营业技术训练，做到礼貌待客，热情
摘，匈辗务1红警牛识别消费者的言谈举止进行交易。经营t 91人
女f耐以务爵屯孙赞金、、挂输、‘营业等方面实行科学管理和1

    、



搜，争取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总之，商业美学的研究作用很多，通过消费者美感现象的

、研究，遵循消费者美感心理活动规律，可以提高商业经营活动

的效率，改善商业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更好地扩大购销业务，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使企业不断地成长壮

大.

第四节  商业美学的研究方法

    方法，是我们要实现某种预期目标所必要的途径和手段。

研究商业美学，必须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反映事物，坚持用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指导。离开客观实际，离开马克思

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商业美学研究就会偏离方向。

    1、研究商业美学应遵循的原则

    ① 客观性原则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任何科学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

态都是客观事物特定方面在人的头脑里的反映，是它的本质属
性的科学概括。理论从实际中来，任何科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都

应该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美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如此，必须

联系商业经营活动的实际情况，客观地，全面地进行分析研

究。但是，科学的理论联系实际，不是只联系事物的表面现象
上的实际，而应当联系它的本质属性的实际。客观事物的现象

是与本质相联系的，现象与本质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对立的一

面，不是任何现象都是本质的反映。_只联系表面现象的实际，
就有可能对理论作出错误的检验和论证。所以，理论联系实

斑，必须抓住能反映本质的实际，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② 发展性原则



    人的美感心理既然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也一定余随着客观:
事物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在商业经-0A,动中，随着周围客观事

物的发展襄化，人印美感心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介因此，商业-
经营人员在经营活动户不仅要看到消费煮的美感变化，而且要

评测其发展趋向，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经vlt动中太钓一美感丧-
化，掌握其变化规律。

    ③ 整体性原则

    在商业美学研I中，不能满泥于冷嘲1 、部分的实际验

证，应该联系一切的美学现象实际，经过这样检验过的真理才’

可靠。列宁说过:“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说地抽出一些
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

子是毫不岁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
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是它个别的情况。

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

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O如果是从
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
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

如”。’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人的美感产生，同样受着多种因素

如环境气氛，服务手段，主体状况等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的影
产响和制约。因此，在研究商业美学时，不能只就局部，而应该-

从整体，’要求以全面的观点去分析研究，才能达到研究的目
的‘。

    ④ ‘物质第一性的原则
    主体同客体的关系，是反映者同被反映者的关系。列宁

说，cc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

觉，我咐了的意识只是岁卜部世界的映象，不而言愉，没有被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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