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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theories，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inter-
national business persons need to hav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business knowled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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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duces the academic foci，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 of the domain． After discussing its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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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引言
商务英语专业的纲领性文件《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 试行) ( 简称《教学要求》) 指出: 商务

英语专业要“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宽阔的国际视野、专门的国际商务知识与技能，掌握经济学、管理学

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具备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较高的人文素养，能在国际环境中熟练使

用英语从事商务、经贸、管理、金融等工作的复合应用型商务英语专业人才”( 陈准民、王立非，2009: 6) 。简言

之，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重心在于: 培养具有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的国际化人才( 史兴松、徐珺，2012) 。那么究

竟何谓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 要解答这一问题，需要从跨文化商务交际理论视角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将论述跨

文化商务交际理论体系、学术重点、应用领域、研究方法、研究现状，进而总结其对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启示。

2． 0 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的理论体系
跨文化商务交际是将跨文化、商务与沟通三个变量整合为一体形成的新兴学科领域，主要关注来自不同

文化背景的个人或群体在商务环境中的交际( Bargiela-Chiappini ＆ Nickerson，2003; Varner，2000) 。其主体建

构成分———跨文化、商务、交际，以及相关学科领域如国际商务、商务语篇、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均具有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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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基础和学科背景。与其相关学科相比，跨文化商务交际是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最初倾向于依托相关

学科，通过引用借鉴相关理论分析跨文化商务交际问题。发展至今，跨文化商务交际已整合众家之长、形成自

成一体的独立学科领域。
理论源头———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商务交际理论的主要源头之一是跨文化交际学。该理论创始人 Hall( 1959) 最先指出跨文化交际

与商务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高 /低语境文化理论，用以解释国际商务活动中由文化差异导致的管理与沟通问

题。Hofstede( 1980) 提出的以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四维度理论，与 Hall 的理论学术地位毗邻、
被引频次相当( Cardon，2008) 。以他们为代表的传统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通常以国家文化为着眼点，探讨不

同国家文化对人们价值观念和交际方式产生的影响、分析跨国商务环境中因文化取向不同导致的跨文化误

解乃至冲突。
理论发展———跨文化、商务、交际三位一体

引入跨文化交际理论使人们对国际商务场景中的跨文化沟通问题格外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为跨文化

商务交际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然而，本世纪初前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单纯从国家文化视角研

究跨文化商务交际问题提出质疑( Lovitt ＆ Goswami，1999; Varner，2000 ) 。学者们指出，跨文化交际知识是成

功跨文化商务交际的先决条件而非唯一条件，过度强调国家文化容易导致定势思维。要对国际商务交际实践

进行充分理解，必须全面考虑文化、商务、交际三大要素的综合影响。
事实上，即便在文化层面，国家文化也不能解释所有文化差异问题( Varner，2000)。例如，在同一国家，企业内部

和企业之间也会产生跨文化冲突。相反，从属于一个跨国企业的员工即便不在同一国家工作也能基于共通企业文

化彼此顺畅交流。在某一公司或某一类型组织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往往会对该企业、组织乃至下属部门形成很强

的文化归属感，进而接受其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此时，企业文化对其交际行为的影响力很可能超越国家文化的影

响力，而企业内部的交际实践也会因共同的企业文化而存在很大共性和协同空间。
与此类似，从事相同职业的人即便国家文化不同也享有可共享交际空间。很多职业，比如工程师、会计、

律师等都有自己的文化运营机制、职业传统、行业语言及伦理道德规范。精算师、注册会计师或接受过 MBA
教育的商务人士在国际商务环境中很可能因为知识体系及职业文化价值观相近而缩减国家文化差异造成的

影响，能够有效合作与交流。
除各层面文化认知外，成功跨文化商务交际少不了扎实的商务知识技能及对不同国家的总体商务环境

和商务文化的深刻了解。例如，合格的国际商务人士需了解双方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熟悉各自商业规范、贸
易规则、管理模式、经济体系、金融规则、经济政策和商法; 懂得如何掌握对方企业文化、地方文化及政商沟通

渠道; 了解公司的组织结构如何影响商业策略发展、信息流通及决策制定过程; 懂得如何协调自己国家、企业

的商务文化、商务途径与对方国家、企业的商务文化及商务途径的差异与融合; 懂得如何在多元文化下协调不

同文化并有效管理人力资源、能够在各组织机构游刃有余、学习并实现知识迁移。
除需了解交际双方的国家文化、企业文化、职业文化和总体商务文化，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还需要了解双

方交际策略、沟通渠道、技术手段、交际规范和交际风格; 探讨不同商务目的、国际化水平、组织结构对跨文化

商务交际策略造成的影响; 分析交际中的语言风格、语篇惯例、认知模式与商务交际形式及结果的关联等等。
最新进展———更加全面动态的研究视角

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从单纯的国家文化视角发展到关注文化、商务、交际三大要素的综合影响，已取得重

大进展。然而，近年来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促使相关研究更进一步，开始以更加全面、动态的视角洞悉

跨文化商务交际问题。
首先，学者们( 如 Bjerregaard，Lauring ＆ Klitmoller，2009) 强调，参与跨文化商务沟通的是个体而非抽象的文

化价值观念。换言之，只关注群体文化( 如国家文化、企业文化、职业文化) ，忽视交际者个人文化身份和个人特

质在交际中发挥的作用，难免有失偏颇。近年来，人类学和社会学有关个人身份认同的研究成果，恰好能在个人

文化身份层面发挥理论解析效能。例如，在跨国商务沟通中，国别文化、企业文化等群体文化身份在特定情况下

并非最显著文化影响因素; 相反，交际参与者及决策者，例如商务谈判人员或企业领导者的性别、年龄、职级、商
业头脑、教育背景、专业领域、职业经验、调配资源的能力、性格特征、处事风格、乃至宗教信仰等个人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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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对交际过程和交际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在具体跨文化商务交际过程中，交际者如何判断交际双方的

权势关系，如何处理社会、政治、等级关系问题，是否有动机或兴趣去选择特定交际方式和主体策略，也构成即时

商务交际语境中的动态影响因素。总之，多元个人文化身份会对群体文化身份及相应价值观念进行过滤，直接

影响交际者言语及非言语选择，造成专业词汇、表述风格、语篇模式差异，直至对交际效果、决议达成和商业成本

产生影响。
对个体文化身份的关注使学者们开始对交际者自身文化背景和文化身份格外关注。传统跨文化商务交

际研究侧重对目标文化的了解，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充分认知是培养跨文化

商务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Varner ＆ Palmer ( 2005 ) 指出: 当公司职员外派工作时，应首先引导他

们对自身文化知识系统及文化倾向进行反思，然后再与派驻地文化进行对照，在此基础上将自我文化认知与

当地文化认知相结合，寻求文化适应策略，以保外派成功。这种不仅强调掌握对方文化、而且关注自身文化身

份的文化视野，主要基于近年学界对文化身份的深切关注，对以往侧重研究对方文化的跨文化商务交际理论

模型进行了有效补充。
除对个人文化身份愈发重视外，近期研究非常强调具体商务工作环境中其他动态因素对跨国商务交际

的影响。学者们认识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在交流时，既带有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身份，又可能相向

而行、彼此做文化适应与调和。跨国商务交际中，具体工作环境绝非简单的文化、商务、交际三要素的叠加组

合，而是彼此交融、互动影响。交际双方可能创建一种新的工作文化环境，一种整合了各方文化背景、交际实

践、价值观念及商务传统的工作文化。跨国公司内部也可能形成一种整合本国总部、当地运营公司、下属机构

和客户文化特征的工作文化，被称为交易文化( transaction culture) 或第三文化( Bharadwaj，2013 ) 。在此具体

商务工作环境中，各种因素彼此互动协商，要么形成相通的文化交际平台、要么产生文化冲突或紧张局面。基

于这种认识，近期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强调采用更细腻的文化研究视角，对复杂多变的工作环境即跨文化商

务交际的即时语境进行深入了解。如果对具体商务工作环境的动态因素不够敏感，不了解即时商务交际语境

中的交际互动，很难真正理解交际过程中文化究竟如何对商务交际实践产生影响。
总体理论架构

总之，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从最初以相对单一视角探讨国家文化影响，发展到关注文化、商务、交际三元整合，

再到如今以更全面多维视角分析宏观文化环境( 如国家、民族、企业、职业等群体文化) 与微观即时语境( 多元个人文

化身份、权势关系、动态商务工作环境等复杂因素) 的交互动态影响。在此发展演进过程中，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并

非简单批评或否定原有理论，而是在原有理论基础上不断补充、建构，逐渐从简单借鉴其他学科理念，发展为拥有自

身学科内涵，更加全面、系统、立体化的学科领域。在当前理论架构中( 见图 1 所示) ，跨文化商务交际理论吸纳整合

以上理论视点，构成超学科整体理论框架，并且强调各主要建构成份并非碎片化、分割化的简单累加，而是在动态流

变的整体中相互构建影响———即在不同跨文化商务交际场景中，上述各成份对交际过程及交际结果的影响权重会

因具体情境发生具体变化，但无论权重大小，各成份均会发生作用，共同影响并构成跨文化商务交际实践整体建构，

忽视其中任何成份都难以对跨文化商务交际形成全景式了解( Jameson，2007)。

图 1 跨文化商务交际最新理论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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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的学术重点及应用领域
上文可见，历经发展，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的透视程度更深、关切角度更广。具体研究中，学者的研究视角

往往各有侧重，下文简介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的学术重点及各自主要应用领域:

3． 1 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研究
伴随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共同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是: 跨文化商务交际者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素质才

能合理有效地处理跨国商务交际问题。依据上文介绍的最新理论进展，成功跨文化商务交际不仅涉及文化、
商务、交际三要素，还需考虑即时交际语境中多元个人文化身份、动态商务工作环境、交际双方权势关系的协

商与互动等多维因素对商务交际实践产生的具体影响。
由此可见，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不仅仅包括跨文化交际能力、商务知识与技能、交际知识与技能，还应该

包括在复杂多变即时商务交际语境中辨析身份认同，以辩证、敏锐、多维视角对具体商务交际环境中的具体人

物、事物准确判断，辩证思考、灵活变通地寻求解决方案的综合思辨能力( 见图 2) 。有关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

的总结与研究可以为选拔与培养跨文化商务交际人才提供有益参考。

图 2 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示意图

3． 2 商务交际对比研究
Carte ＆ Fox ( 2008) 指出，国际商务的挑战在于能够预测并了解跨国商务活动中的文化差异并做出相应

调整。Bovee ＆ Thill ( 2010) 也认为，在国际环境中学习恰当行为技能是保障商业成功运营的关键因素。鉴于

此，总结介绍国际商务交际中的文化差异成为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的重要议题。例如，Aritz1 ＆ Walker
( 2014) 研究发现，文化差异导致人们对领导力、领导行为及组织流程的理解与期待有所不同，不同的领导风

格不但影响员工的归属感和满意度，而且影响他们对工作的参与及贡献。Gao ＆ Prime ( 2010) 通过对 UPS 公

司在中美两国跨国经营中遇到的有利因素及交际障碍进行对比分析，总结中美跨文化商务交际的特征、差异

及相应启示。Shi ( 2011) 从“面子”理论视角分析中美文化差异对跨文化商务谈判中交际双方谈判风格、谈
判策略和谈判结果的影响; Okoro( 2013) 以尼日利亚为例，从非言语行为角度，分析亚沙哈拉非洲地区的非言

语交际行为和交际特征。总体上，此类研究侧重讨论商务环境中不同文化价值观对各层面跨文化商务沟通和

商业行为的影响。研究重点往往在于文化和交际问题，商务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研究的背景和载体，所

得结论通常可为跨国商务交际实践提供启示或行动指南。

3． 3 国际商务话语研究
国际商务话语研究是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的另一重要议题。正如 Bargiela-Chiappini ＆ Nickerson( 2003)

所指出的，国际商务话语既立足于文化又有赖于语境。跨国商务交际通常受三者( 即话语、文化、语境) 的共

同影响，因此各组成部分应该被视为共同体而非可分割的个体。任何一个国际商务人士都应考虑特定国家或

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及与之相应的话语类型。了解当地文化并准确使用当地语言有利于

促进商务沟通效益最大化。
这一研究领域对国际商务交际中通用语言( Lingua Franca) 的使用格外关注。大多学者认为英语作为国

际商务交际通用语的地位毋庸置疑( Evans，2013; Nickerson ＆ Crawford-Camiciottoli，2013) 。但研究发现，即便

使用通用语进行交流，国际商务人员在商务信函( Zhu ＆ Hildebrandt，2003) 、电子邮件( Nickerson，2002 ) 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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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交际语体上均会因为国家文化背景不同而存在差异，甚至出现文化冲突; 即便在同一企业工作，来自不同文

化的工作人员的原有语言背景和文化价值观念会对其国际商务沟通产生具体渗透和影响。
鉴于此，国际商务话语研究将跨文化交际学与应用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用学、管理和组织研究、组织沟通

等领域的研究视角有机结合，分析不同商务话语的组织形式、语气、正式程度、行文规范、修辞选择和其中蕴涵

的交际策略、商业目的、社会文化意义等。例如，可以通过研究交际者的语言选择、专业词汇、表述风格的差

异，对文化身份( 如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或专业等) 进行界定; 可以调查长期驻外商务人员的跨文化适应结

果( 例如行为准则及价值观念等转变) 对其跨文化交际实践( 如语言、词汇、语体等) 产生的影响; 可以分析各

种国际商务交际语体的语言学特征、语用功能及跨文化交际变体。总之，国际商务话语研究，作为对跨国商务

交际语言使用的主要研究视角，可以通过分析国际商务环境中的真实语言行为、话语特征、语体结构，阐释国

际商务交际中的语言、文化及交际问题，研究成果可在商务沟通、商务外语教学与研究、商务交际实践领域得

以广泛应用。

3． 4 跨文化交际策略对比研究
在跨文化商务交际环境中，交际者的交际策略、沟通渠道、正式程度、交际内容、交际风格、交际效果等均

会受到文化因素和商务环境的多方影响。交际双方的商务目的、国际化水平、组织结构、交际规范、交际政策

乃至语言文化背景也会决定跨文化商务交际的形式、策略和结果。
例如，在英美国家大多交易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沟通解决，但在其他国家( 比如拉丁美、南欧或阿拉伯国

家) 面对面交流则是公认的最佳交际渠道，重要信息或敏感信息则更是如此。因此，商务人士需要了解与不

同文化背景的公司或个人在交流时应该采用的理想交际渠道( Bharadwaj，2013) 。
另外，大规模的计算机及其他信息技术手段在商务领域的使用，使商务沟通中的新媒体问题日益凸现。

Nickerson( 2002) 、Yue ＆ Wang( 2014) 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传统商务信函的表述规范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商

务沟通中已发生显著变化。因而，有必要对电子商务话语的语言学特征及语用功能、不同文化电子商务语体

的独特性及差异性、不同语境中为不同商务目的而采用的电子商务语言技能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正如 Pikhart( 2014) 指出的，在以知识、信息、服务为核心的商务行为中，语言与交际成为商务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能够恰当传送信息的能力至关重要。研究发现，如果现代技术手段使用不恰当、不系统，不考虑母

公司和子公司的文化差异，公司间的交流很可能不畅通，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的重要信

息，因为没有使用恰当的现代传播技术( 互联网、电子邮件、报告软件、电话会议等) ，或者由于人们对传播中

的潜在文化问题认识不足，而使原始信息的语义价值在传播过程中出现显著流失。这就需要研究者和跨文化

商务交际实践者对传统以及新媒体环境中的各类跨文化商务交际策略充分认知，进而因时、因事、因地制宜，

采用恰当交际策略和交际技术、提升交际效能。

3． 5 跨文化商务交际培训 /教学法研究
为提升学员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跨文化商务交际培训 /教学法研究受到广大教学研究人员的重视，相

关研究构成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的另一重要研究领域。例如，Black ＆ Stephen( 1989) 等学者提出了信息式、
分析式与体验式等三类跨文化培训或教学法。其中信息式教学法包括读书、参加讲座和看录像等了解对方文

化基本信息的方法; 分析式教学法包括语言培训、案例分析以及从当地人角度解释文化现象等; 体验式教学法

则指通过文化环境模拟、角色扮演或短期实地考察等方法使学习者通过模拟体验的方式来提高跨文化商务

交际能力。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学者们开始从计算机辅助教学、新媒体平台使用 ( Yue ＆ Wang，

2014) 、综合教学设计( Bharadwaj，2013) 等角度不断进行教学方法与教学技术的尝试与拓展。

4． 0 研究方法
国际主流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大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文本分析等方式采集数据，之后对

数据进行差异对比分析和关系确定分析。差异对比分析指通过对比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心理、交际行为、商
务实践等统计数据的平均数，论证不同文化商务交际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关系确定则通过相关分析、因
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手段，探讨文化、商务、交际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以上研究方法在以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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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为主要学科背景的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中占主导，而在以语言、文化现象为主导的研究中，定性定

量研究方法各占半壁江山，话语分析、民族志分析、语用学分析、修辞分析等研究方法都成为比较常用的分析

工具和研究方法。

5． 0 研究现状评述

5． 1 全面深入的实证研究尚显不足
学术界和商界对于跨文化商务交际问题的兴趣虽然与日俱增，但相关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仍旧较为缺

乏。为数众多的研究停留在理论或实验性研究 ( experimental) 层面，实证研究多以问卷调查、商业案例、广告

语篇、商业信函等素材作为研究依据，对一些跨文化商务交际的实际问题( 例如，商务谈判) 触及不深，深入透

彻且采用多维视角的实证研究仍旧较少。

5． 2 理论视角过于西化
另外，跨文化商务交际的理论源头主要源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采用西方学者总结出的理论

模型去分析对比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然而，近年来学者们对不同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以及是否可以单纯从

一种文化视角对不同文化进行分析提出质疑。随着亚洲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商业组织中东方模式的

交际行为越来越关注。以多重视角、用非西方模型进行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

导意义。

5． 3 我国相关研究视角不够广泛、务实
我国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中商务外语研究占半壁江山，其他学科的参与程度及重视程度虽有改善但仍

显不足。西方国家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起源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因而相关研究相对更“务实”，比较侧重解

决国际商务活动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外派人员的跨文化适应及培训问题、跨文化商务沟通及企业管理问题等。
与国外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实用性”发展趋势相比，我国相关研究的范畴、深度、与社会需求的关联程度等均

有改善空间，研究内容取材于现实社会且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实际应用效能亟需加强。

6． 0 结语
综上所述，要对全球商务工作环境中的交际实践进行全面透彻解析，需对宏微观各层面的文化差异、国际

商务知识与技能、双方交际策略、个体身份差异、具体工作环境以及各因素之间复杂多变的协商互动关系全面

洞悉。若想达此目的，国际商务人士需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商务知识与技能、交际知识与技能、综合思辨能

力等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上文提及，商务英语专业的核心培养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

那么，为进一步优化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学界可参考跨文化商务交际学理论建构及发展成果，更有针对性

地强化相关课程规划、教学设计、课程群建设。参考跨文化商务交际理论优化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是有的

放矢之举，可为我国培养跨文化商务交际人才发挥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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