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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除文化差异促进中日经济交流与合作研究

樊 天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外国语学院

,

福建 福州

【摘 要 】作为东亚地 区最大的两个经济实体
,

中日两 国经济关系不断加深
,

已形成相互依存
、

共同发展的格局
。

尤其是

近几年
,

在两 国政治遇冷的情况下
,

经济却依然火热
,

这说明中日两 国在经济上的依赖度 已经达到相当高程度
。

然 而
,

随着双

方贸易增多
,

贸易摩擦也显著增多
,

贸易摩擦背后所蕴藏的深层次文化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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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见的方式
。

甚至很多 日本人在接电话的时候也时

中国和 日本同属世界经济大国
,

加上亲密的地 不时鞠躬
。

鞠躬鞠得越深
,

鞠得越久
,

所表示的敬

缘关系
,

两国贸易持续较快增长
。

两国经济互补度 意越深
。

较强
、

紧密度较高
,

现已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 日本人有赠送礼物的习
`

喷
,

礼轻情意重
,

用来

和最大的投资国
。

日资企业对华投资 目的已经从 向对方表示 自己的心意和谢意
。

按 日本习俗
,

向个

利用人力资源等低成本要素开始转向开拓中国市 人赠礼须在私下进行
,

不宜当众送出
,

除非你给每

场
。

另一方面
,

中日经济往来增多
,

中日贸易摩擦 人都准备 了一份礼物
。

在任何情况下送礼时不要

也随之增多
。

这里面包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其 让人误解为行贿 —
日本人对此非常敏感

。

理想

中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 的礼物要能反映你所代表的公司和所在地区
。

按

视
。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

理解两国的文化差异对于 习俗
,

接受方要尽快亲自登门回礼或打电话感谢赠

促进中日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送方
。

二
、

中日文化差异在经济上的表现 三 饮食习惯的差异

一 表达方式的差异 日本料理以鱼和蔬菜为中心
,

摄油量少
。

而中

中国人和 日本人的说话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中 国菜多是煎炒烹炸的食物
,

比较油腻
,

尤其有些地

国人的表达是比较直接的
,

在不伤及对方面子的情 方
,

口味偏咸偏辣
,

很多 日本人不适应
。

另外在中

况下
,

总是开门见山地传达给对方 而在与 日本人 国
,

吃饭或者喝汤尽量不能发出声响
,

否则让人觉

说话和商谈贸易时
,

你会发现有时很难理解 日本人 得很没素质
。

但在日本
,

吃东西时如果发出声响很

的暖昧语言
。

日本人很少痛快答应或是直言拒绝
,

受欢迎
,

因为这被认为是用膳者对饭菜的赞美
。

受

当你听到他们说
“

我考虑一下吧
' , ,

实际上就是被委 款待的时候
,

中国人习惯稍微剩下一点饭菜
,

表示

婉地回绝了
,

基本就不要再抱有太大的希望
。

但有 我吃饱了
,

不用再加菜了
。

而在日本
,

则表示
“

我不

一点是相似的
,

就是不论中国人还是 日本人都爱面 喜欢吃这个
” ,

所以 日本人出于礼貌也会把 自己盘

子
,

为了维持与对方的关系
,

有时候会说些
“

场面 里的食物吃完
。

话
”

来缓和气氛
。

商务招待少不了喝酒
,

人们喜欢借着喝酒来谈

日本人在谈话时频繁地随声附和
、

点头称是
,

生意
、

交朋友
。

不同于中国人敬酒或干杯必须一饮

别以为他们是在表示赞同
,

那不过是在表达
“

我在 而尽
,

日本人喝酒量力而行
,

只是象征性地饮一 口
,

认真听你说话
” ,

中国人会误以为那是对方完全肯 也不会强迫别人喝完
。

另外
,

中国人为表示大方
,

定 自己的意思
。

如果自己要抽烟必然给在场的人都递一根
。

在日

二 风俗礼仪差异 本是绝对不会的
,

因为 日本人深知烟是有害健康

中国有句谚语叫
“

性相近
,

习相远
” ,

同属东亚 的
,

相反
,

如果要抽烟
,

必须得到周围人的同意
。

经济文化圈的中国和 日本就正是如此
。

在中国
,

人 四 价值取向的差异

们习惯用握手表示问候
,

而在 日本
,

鞠躬才是最常 日本人的企业认同感强
,

与企业视为一体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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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集体归属感的驱使下
,

日本人对于企业的责

任感很强
,

所以 日本人几乎人人都无怨无悔地加班

工作
。

企业就像一个
“

家
” ,

企业的利益凌驾于个人

利益和家庭利益之上
。

日本人
“

内
” “

外
”

分得很清

楚
,

对外竞争
,

对内和谐
,

所有的决策首先要内部取

得统一
。

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非常森严
,

在日本的企业

里面
,

严格执行着上下级秩序
,

下级绝对服从上

级
。

日本人的升职是论资历而不是论能力
。

在 日

本
,

年轻人如果想晋升
,

就必须按等级一步一步努

力
,

没有一步登天 的美事
。

中国企业更重个人能

力
,

如果你能力够强
,

业绩够突出
,

你就有可能被破

格升职
。

所以中国人更多为了个人的前途去努力

奋斗
,

是 自我价值的实现
,

相比之下
,

集体意识就显

得淡薄些
。

三
、

中日文化差异的原因

一 表达方式差异的原因

不同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
,

日本是单一的
“

大

和
”

民族国家
。

日本全国只有一种民族
,

只有一种

语言
,

日本人之间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

式
,

文化心理高度一致
。

日本人更注重含蓄和考虑

他人的感受
,

因此即使不用表达得太彻底
,

对方也

能明白意思
。

渐渐地
,

人们也习惯了这种暖昧的表

达方式
。

而在中国如此广阔的土地上
,

生活着五十

六个民族
。

各民族有 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习惯
,

方言

更是不计其数
。

这就形成了中国人直接的表达方

式
,

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

讲究客观事实
。

二 风俗礼仪差异的原因

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
,

自古以

来
,

日本文化就深受中国的影响
。

然而日本不是一

味地盲 目吸收
,

而是去伪存真
,

融合了本民族传统

文化
,

这才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混合文化
。

正所

谓吸收
、

选择
、

融合
,

三者缺一不可
,

所以 日本的诸

多礼仪都与中国有着许多相同之处
,

但是又存在很

大差异
。

日本人的礼仪文化强调
“

和
” ,

主张人人安

守本分
,

不突出表现 自己
,

喜欢随声附和
、

随波逐

流
,

保持一团和气
。

三 饮食习惯差异的原因

日本是世界长寿国
,

而且日本人老年时的身体

品质是最好的
。

这与 日本人独特的饮食习惯关系

密切
。

日本人喜欢生 吃
,

尊重食材的自然原味
,

这

对食材的要求就很高
。

日本水产资源丰富
,

环境污

染小
,

加之严格的食物监管体系
,

日本的食品安全

要远远好过中国
。

日本人较少用食用油烹饪
,

即使

要用
,

油的用量也是很少的
。

另一方面
,

日本人深

知烟酒的危害
,

日本人长寿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不好

烟酒
。

日本人认为
,

如果 自己爱好烟酒
,

那是 自己

的事情
,

没有权利去劝说别人喝酒或是递烟给别

人
,

这都是伤害他人健康的行为
。

四 价值取向差异的原因

日本资源匿乏
、

自然灾害频发
,

所以 日本人危

机感很强
。

在这样的国情下
,

日本人意识到个人的

力量是极其微小的
,

必须凝聚集体的力量
。

这就形

成了 日本极富特色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

加上 日本

企业执行
“

终身雇佣制
” ,

员工更是把企业看得高于

自己
、

高于家人
,

为企业尽忠尽职
,

勤勤恳恳地工作

到退体
。

另一方面
,

日本在封建时代形成了森严的

等级制度
。

虽然后来政府宣布从法律上取消等级

制度
,

但等级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地渗透到日本人的

生活之中
,

表现在企业中就是
“

年功序列制
” 。

在年

功序列制下
,

日本人论资排辈
,

尊敬年长者
,

决定职

工基本工资的主要因素不是职务和贡献
,

而是企业

工龄
。

四
、

中方应对中日异文化经济交流的对策
一 了解中 日文化差异

,

树立跨文化意识

要想正确对待文化问题
,

首先必须树立跨文化

意识
。

跨文化意识就是对于与本民族文化有差异

或冲突的文化现象
、

风俗习惯等有充分准确的认

识
,

并在此基础上 以包容的态度予以接受与适应
。

文化并没有
“

好
”

与
“

坏
”

之分
,

对待不同文化
,

应该

保持中立
。

当不同文化在商场上碰撞时
,

要学会尊

重
,

尽量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问题
,

尽可能准确地

把 自己的想法告诉对方
。

对双方贸易人员进行跨

文化培训
,

对对方民族文化加强认识和了解
。

二 克服沟通障碍
,

减少误会产生

中日由于表达方式上的诸多不同
,

容易产生误

会
。

这就要求中方成员之间要互相协调
,

互相呼

应
。

当一位成员出现语误或漏洞时
,

其他成员要为

其圆场
,

保持团体始终步调一致
。

由于日本人没有追求 自我表现的冲动
,

所以他

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保持沉默的态度
,

让对方摸不

着他们的心理
,

气氛持续紧张
。

日本人 比较有耐

心
,

习惯打持久战
,

喜欢后发制人
,

他们往往准备充

分
,

考虑周全
,

洽商有条不紊
,

决策缓慢而谨慎
。

中

方要有耐心
,

不要急于求成
,

更不能掉以轻心
,

放松

警惕
。

日本人缺乏幽默
,

即使有语言上的沟通也很

乏味
,

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考验
。

三 尊重彼此文化
,

迁就彼此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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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十分重视酒德
,

只敬酒不劝酒
,

更不强求

对方喝酒
,

大家随意饮用
。

而中国人认为喝酒关系

到面子问题
,

不仅劝酒还劝吃
,

甚至还会帮别人夹

菜
,

不然就会被认为是不够热情
。

中日两国都有干

杯的习惯
,

但是中方往往过分热情
,

执意要求对方

干杯
,

就会引起对方不悦
。

别看 日本人不好酒
,

他

们很注重培养 良好的气氛
,

如果气氛很愉快
,

日本

人经常是喝完一家再换一家
。

日本人习惯与国内外客户保持信件
、

网络
、

图

片和互访等后续交流
,

即便这段时期内没有贸易往

来
,

这被视作维系友好关系的重要部分
。

如果你收

到 日本人的礼物
,

一定记得在下次见面的时候提

及
,

并再次表示感谢
,

最好也能送一份价值相当
、

有

纪念意义的回礼
。

四 分析对方决策权
,

掌握贸易主动权

日本讲究严格的尊卑等级制度
,

尊重长者和职

位高的对手
。

为了表示重视
,

我方应派出与对方企

业中同等地位的负责人或者略高一级
,

因为 日本是

一个崇拜强者的民族
,

这样无形中会有益于谈判的

进行
。

还应该注意的一点是
,

女性在 日本社会中的

地位较低
,

日本人在一些重要场合也是不带女伴的
,

所以中方派出的代表里最好也不要有女性参加
。

关于决策机制
,

对于 日本人来说
,

决策是集体

的
。

所以仅仅说服了 日方团队中的某些成员
,

并不

能作为打破僵局的突破口
。

此外
,

日方代表团自身

拥有相当大的决策权
,

上层往往不干预
,

也不给指

导意见
。

有时中方希望通过 日方上层来疏通关系

的做法往往效果不佳
。

很多时候
,

日本人虽然 口头

答应了
,

但实际是不作数的
。

所以不要轻信对方的

口头承诺
,

一定要以正式的文件或者合同为准
。

五
、

结论

综上所述
,

中 日间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

文化差异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两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

我们能做的是将文化差异引起的不便降至最低

点
。

本文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
,

旨在指导中国人如

何应对对 日贸易中容易出现的文化差异问题
。

笔

者从表达方式
,

风俗礼仪
,

饮食习惯和价值取向四

方面列举 中日文化差异的表现
。

然而中日文化差

异远不止这几点
,

这仅仅是其中一二而已
。

而后笔

者一一分析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
,

在此基础上探

讨对策
,

提 出树立正确的跨文化意识才是最重要

的
。

在正确的意识领导下
,

加强中日文化的了解

克服沟通障碍
,

减少误会 尊重彼此文化
,

迁就彼此

习惯 分析对方决策权
,

掌握贸易主动权
。

希望中

日两国人民克服文化障碍
,

共同创造一个和谐的经

济文化环境
,

促进中日经济交流与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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