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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企业跨文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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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不同国家种族民族间的各方面交流越发频繁。近年来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国

门，外国企业走进中国的步伐均在不断向前迈进，各国企业也逐渐开始对跨文化管理重视起来。作为企业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保持

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兼顾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完美融合，已成为企业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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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为文化
文化是个及其庞大的概念，且中西方对其的理解不同，至今并

没有统一的准确定义，只能总结为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
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具体内容是指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
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法律规范、社
会制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涵盖其从过去到未来的物质表现和精神内在的整体。

2 文化因素对跨国企业的影响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根据其发展进程所演变出的文化内容大有

不同，正是这些不同因素的存在，才导致了如今企业在追求自身发
展中面临着文化方面的阻碍。以社会文化为例，无论是中国企业想
要去到国外投资建厂打开新市场，还是国外企业入驻中国市场，需
要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入分析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从而做出
更加完备的经营战略方针。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企业在
选择目标市场、产品和服务、进入目标市场的方式选择上都会有所
差别；另一方面，对于企业内部来说，跨国企业的员工大多来自不同
国家不同种族，其在语言沟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的理
解上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对于内部员工的工作配合，凝聚力
和整体的企业文化培养上都是很大的考验。比如，法国人崇尚自由
和无拘束，创新能力强，工作的同时，更注重自己的生活；德国人工
作极其严谨，且一丝不苟，能够按部就班，高效率地完成任务。大部
分欧美国家的人，普遍把工作和生活区分明确，几乎不把下班时间
用在工作上，强调生活品质，注重假期；而这一点和中国人的工作生
活习惯差异较大，我国更倡导工作，实现自我价值。

3 跨文化管理
为了扫除文化因素对跨国企业带来的障碍，因此越来越多的企

业开始对跨文化管理日益重视。所谓跨文化管理，即在全球化经营
过程中，对企业所在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在跨文化条件
下克服任何不同文化带来的冲突，并以此创造出企业自己特有的独
特文化，从而形成颇有成效的管理过程。这种管理的其目的在于，基
于不同的文化形态，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管理机制和组织结构，在此
过程中找出能够突破文化冲突的企业目标，以此来维系有着不同文
化背景员工的共同行为标准，让企业得以正常顺利地经营并增强其
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

4 跨文化管理的方式
作为跨国企业，首先必须从客观上承认并理解不同国家民族文

化差异的存在，且要重视对不同文化、语言等方面的汲取和了解。其

次，要正确对待事物的两面性，即文化差异导致不利影响的同时，其
给企业带来的有利影响有哪些方面。

5 本土化策略
跨国企业不仅应在雇佣企业员工上做到本土化，且应根据当地

文化等方面带来的影响，使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本土化。人才是企业
生存立足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因此为了能更好的入乡随俗，跨国企
业在聘请员工时该少些空降兵，尽可能多的从当地市场中择选。这
样企业能降低自身的人才成本，且能获得更多接触到当地市场的优
势，本地员工对于本土市场更为了解，他们与客户之间更容易沟通、
更能洞察消费者的需求，对于跨国企业本身来说，有着这样一批本
土雇员，可加强刚进入的公众认同感，段期间内快的消除与本地的
隔阂。除了人力资本的本土化外，跨国企业提供的产品、服务也应本
土化，这种方式下带来的好处则是能快速的让消费者能接受其产
品、服务，为企业提高市场占有率。另外，提供本土化产品，其供应原
料等方面也能就地解决，为跨国企业缩减了大笔的原材料成本及物
流配送时间。

6 文化创新策略
当跨国企业本身的文化与本土市场的文化出现冲突，且企业自

身由于员工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带来不同的文化而造成企业内
部人文氛围难以兼容，企业的领导层则可以考虑对出现的所有因文
化冲突导致的问题进行整合，并在原有的企业文化背景上结合当地
市场的文化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企业文化，以此作为新的文化管理标
准，对于企业内部的所有员工，不论原来的文化背景有多大差别，都
需学习和融合新的本企业文化，由此可以消除员工间因原文化导致
的差异和冲突；对于企业外部而言，新创造的文化融入了当地市场
的文化因素，保留了原企业文化彰显自身独特性的同时又能很好的
与当地相兼容，使不同的文化完美结合，使企业能快速适应当地市
场，且增强自身的独特优势。

跨国企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对于企业来
说，要想在一个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人员众多、价值观不同等多项
繁杂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环境下生存发展，最主要的还是要明确保持
自身的企业文化，它是企业的精髓之所在，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当
面临逆境时，所有员工都要依靠其来保持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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