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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思维法则学的跨文化信任框架

———综合中国本土化思想与西方理论的尝试

杜　荣１　艾时钟１　ＣＡＴＨＡＬＭ．ＢＲＵＧＨＡ２
（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２．都柏林大学商学院）

　　摘要：以“承诺式信任”和“说服式信任”作为２个极端点，以“调节式信任”作为连续体的

中间状态，提出了“信任的连续统一体”模型。该模型解释了中国情境下基于“关系”和“面子”
的信任，以及西方基于认知、基于情感的信任；从调节式信任的角度，提出了跨文化信任的框

架，分析了跨文化信任构建过程的一些阶段及调节策略；给出了关于发展中国管理理论、促进

管理科学中国学派走向世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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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在人际关系和组织间关系中的重要影

响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１～４］，然而能阐释东

西方信任理论的跨文化信任框架的很少［５］。这

一领域研究成果的 欠 缺，给 中 国 管 理 学 者 发 展

中国管理理论、让管 理 科 学 中 国 学 派 走 向 世 界

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为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运用“寻找东

西方管理的共同点”这个策略［６］，利用在思维法

则学框架 下 对 东 西 方 管 理 理 论 进 行 比 较 的 思

路［７］，试图把中 国 本 土 化 思 想 与 西 方 理 论 相 结

合，就信任类别和跨文化信任构建，提出一个跨

文化信任框架。
该框架运用思维法则学方法，定义“承诺式

信 任（ｃｏｍｍｉｔｔｉｎｇｔｒｕｓｔ）”、“说 服 式 信 任（ｃｏｎ
ｖｉｎｃｉｎｇｔｒｕｓｔ）”和 “调 节 式 信 任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ｒｕｓｔ）”；提出“信任的连续统一 体”模 型，以“承

诺式信任”和“说 服 式 信 任”作 为２个 端 点，以

“调节式信任”作 为 连 续 体 的 中 间 状 态；并 阐 释

中国情境下基 于“关 系”和“面 子”的 信 任［８～１０］，
以及西方 基 于 认 知（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和 基 于 情

感（ａｆｆｅｃｔｂａｓｅｄ）的信任［３］。

１　思维法则学下的信任类型

信任涉及施信者和受信者。施信者指信任

他人的人，受 信 者 指 受 人 信 任 的 人。东 方 关 于

信任的主要思想中［１１］，以儒家的“诚信思想”和

道家的“德信思想”为起 源，分 别 侧 重 受 信 者 和

施信者２个不同 的 角 度，并 强 调 双 方 的 交 互 和

对等以及角色的互换。概括西方信任理论的主

要成果［１～５］，我们认为，信 任是 施 信 者 对 受 信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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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信赖和接受的 心 理 状 态、态 度 和 行 为 的 综

合，既受受信 者 的 能 力、善 意、正 直 等 属 性 的 影

响，又受施信 者 的 性 格、价 值 观、文 化 背 景 等 因

素的影响，还受施信 者 和 受 信 者 交 互 过 程 的 影

响，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思维法则学是关于大脑思维决策过程的研

究，是管理哲学和系统方法论层次的理论，汲取

了哲学和心理学的 理 论 成 果，利 用 了 数 学 中 的

理性思维［６，７］。为 寻 求 能 阐 释 东 西 方 信 任 理 论

的跨文化信任框架，我 们 选 择 用 思 维 法 则 学 方

法界定信任类型。

按照思维法则学中的ＣｍＣｖＡｗＡｓ系统理

论，人的思维决策 过 程 包 含“内 在 发 展、外 在 发

展、调整他人、调整自身”４个方面［７］。在复杂问

题的解决过程中，同 时 存 在 内 在 发 展 的 和 外 在

发展的决策过程以及调整他人和调整自身的决

策过程。内在发展的决策，是关于某个任务、项
目或事业的，由身体到心理、再到精神的承诺的

发展过程；外在发展的决策，是关于某个观念或

问题的确认或证明 而 使 自 己、他 人 和 整 个 世 界

信服的发展过程。

复杂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做好调整他人和调

整自身，以保 持 和 谐。调 整 他 人，是 指 通 过“提

议领悟调动推行”等步骤或策略，设法改变他

人的想法和行动的 进 攻 式 的 思 维 决 策 过 程；调

整自身，是指在与他人对峙后经历“冲突对立
合作协 作”等 步 骤 或 策 略，设 法 改 变 自 己 的 想

法和行动的退让式的思维决策过程。

在信任问题研究中，与内在发展对应的是：

信任关系中施信者主动对受信者呈现相信和信

心的发展过程；与外在发展对应的是：信任关系

中受信者通过对自己能力、善意、正直等可信程

度的证明，而对施信者呈现自己的可信程度、以

使施信者信服的发展过程。调整他人和调整自

身的核心是“调 节 发 展”。在 信 任 问 题 研 究 中，

与调节发展对应的 是：信 任 双 方 根 据 对 方 在 信

任关系中的表现而调节施信和受信程度的发展

过程。“内在发展”、“外在发 展”和“调 节 发 展”

这３个 基 本 维 度，虽 然 起 源 于 西 方 哲 学 思

想［１２～１４］，但也包含了均衡、调整等一些东方的哲

学思想［１５］，因此，可以为跨文化信任研究提供一

个结构化框架。

按照“内在 发 展”、“外 在 发 展”和“调 节 发

展”这３个 基 本 维 度，可 以 定 义３种 类 型 的 信

任：承诺式信 任、说 服 式 信 任 和 调 节 式 信 任，见

表１。
承诺式信任，是内在发展式信任，基于施信

表１　思维法则学下的信任类型及主要特性

主要特性 承诺式信任 说服式信任 调节式信任

信任支配方 施信者 受信者 施信者＋受信者

信任的主要

来源

施信者的信任

精神

受信者的可信

赖性

施 信 者 的 信 任 精

神 和 受 信 者 的 可

信赖性交互调节

信任的主要

内容

内 在 发 展，如 基 于

施 信 者 的 认 知 和

情感的信任

外 在 发 展，如 基 于

受 信 者 的 能 力 和

善意的信任

调 节 发 展，如 基 于

施 信 者 和 受 信 者

双 方 关 系 和 面 子

的信任

信任的主要

影响因素

施 信 者 特 征、价 值

观、文 化 背 景 和 以

往经验

受 信 者 特 征、价 值

观、文 化 背 景 和 以

往经验

施 信 者 和 受 信 者

双 方 彼 此 的 了 解、
双 方 的 价 值 观、文

化 背 景 以 及 双 方

的调节行为

者心理状态、态度和行为，更多地强调施信者内

在的主观承 诺。说 服 式 信 任，是 外 在 发 展 式 信

任，基于受信者的能力、善意、正直等可信性，更
多地强 调 受 信 者 外 在 的 客 观 表 现。调 节 式 信

任，基于施信者和受信者双方心理状态、态度和

行为等的调节，更 多 地 强 调 双 方 的 对 等 以 及 角

色的动态交换。

图１　信任的连续统一体模型

借鉴美 国 学 者 ＴＡＮＮＥＮＢＡＵＭ［１６］的“领

导方式连续统一体理论”，我们以“承诺式信任”
和“说服式 信 任”作 为２个 端 点，以“调 节 式 信

任”作为连续体的中间状 态，提 出 了“信 任 的 连

续统一体”模型，见图１。按照信任双方在信任

关系中的作用程度，从“承诺式信任”到“说服式

信任”的中间连续体属于“调节式信任”。“承诺

式信任”是基于施信者的信任类型，以施信者的

施信程度为中心，施 信 者 主 动 呈 现 信 任 程 度 的

空间最大，双方 的 信 任 关 系 中 基 于 施 信 者 的 程

度最大。“说服式信任”是基于受信者的信任类

型，以受信者呈现的可信程度为中心，受信者呈

现可信程度的空间 最 大，双 方 的 信 任 关 系 中 基

于受信者的程度最大。从“承 诺 式 信 任”到“说

服式信任”是一 个 连 续 体，顺 着 箭 头 方 向，信 任

关系中基于施信者 的 程 度 减 小、基 于 受 信 者 的

程度增加。“调节式信任”是介于中间的信任类

型，同时受施信者 主 动 呈 现 信 任 的 施 信 程 度 和

受信者呈现可 信程 度 的 共 同 影 响，信 任 双 方 根

据对方在信任关系中的表现而调节施信和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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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

３种类型的信任具有不同的支配方。承诺

式信任的支配方是 施 信 者，说 服 式 信 任 的 支 配

方是受信者，调节式 信 任 的 支 配 方 是 施 信 者 和

受信者双方。调 节 式 信 任 具 有 双 向 调 节 思 想，
与施信者和受信者之间的平衡与和谐相关联。

３种类型的信任具有不同的来源。承诺式

信任主要来源于施信者的信任精神［１～３，１７］，与施

信者对构建信任的自我激励和自我调整的心理

倾向有关，也与施信 者 对 构 建 信 任 的 超 前 和 促

进的行为倾向有关。说服式信任主要来源于受

信者的可 信 赖 性［１８，１９］，这 种 可 信 赖 性 引 起 施 信

者被动的、保 护 式 的 心 理 响 应。调 节 式 信 任 主

要来源于施信者和受信者在信任过程中的交互

调节行为，强调两者的动态变化，同时依赖于施

信者的信任 精 神 和 受 信 者 的 可 信 赖 性。因 此，

承诺式信任更多地体现出信任是一种主动的选

择，说服式信任更多 地 体 现 出 信 任 是 一 种 被 动

的响应，而调节式信 任 体 现 出 信 任 是 一 种 双 向

的互动。调节式信任可以解释为什么东方信任

构建中关系和面子很起作用。

关系和面子是东方社会人际交往和建构信

任关 系 的 主 要 基 础 和 准 则［２０，２１］。调 节 式 信 任

中，施信者和受信者既尊重 对 方 的 正 式“头 衔”

和“地位”，又 考 虑 双 方 的 非 正 式“关 系”和“面

子”，使正式的和 非 正 式 的 角 色 互 补，而 不 是 互

相替代。由此，调节式信任中，关系和面子既可

以看作承诺式信任 中 施 信 者 信 任 精 神 的 互 补，

也可以看作说服式信任中受信者可信赖性的互

补。
根据“信任 的 连 续 统 一 体”模 型，信 任 的 影

响因素可以划分为 施 信 者 特 征、受 信 者 特 征 和

环境条件，但３种 类 型 的 信 任 在 主 要 影 响 因 素

方面有所不同。承诺式信任的主要影响因素是

施信者的特 征、价 值 观、文 化 背 景 和 以 往 经 验，
说服式信任的主要 影 响 因 素 是 受 信 者 特 征、价

值观、文化背景和以往经验，调节式信任的主要

影响因素是施信者 和 受 信 者 双 方 彼 此 的 了 解、

双方的价值观、文化背景以及双方的调节行为。

在西方信任理论中，基于认知的信任和 基

于情感的信 任［３］是 承 诺 式 信 任 的 例 子，关 注 施

信者的认知和 情 感；基 于 受 信 者 能 力、善 意、正

直的信任［１８］是说服式信任的例子，关注 受 信 者

的属性。东方 信 任 理 论 中，基 于 施 信 者 和 受 信

者双方的调节和平 衡 的 信 任，如 基 于 关 系 的 信

任和基于 面 子 的 信 任［８～１０］，是 调 节 式 信 任 的 例

子，关注施信者与受信者所属群体和环境。

按照传统的东方文化，个人在很多情况 下

是隶属于群体的，倾 向 于 考 虑 群 体 和 环 境 的 外

在需要，根据所 属 的 群 体 和 所 处 的 情 境 调 节 自

己。按照西方 文 化，个 人 在 很 多 情 况 下 是 独 立

于群体的，倾向于遵从自己的内在需要，根据自

己的需要、偏好和目标采取决策。一般而言，东

方哲学思想遵从调节发展、外在发展、内在发展

的优先级排序，而西方哲学思想遵从内在发展、

外在发展、调节发展的优先级排序。当然，由于

东方传统文化 受到 西 方 文 化 的 影 响，现 代 的 文

化观念在变化，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依然存在，

因此导致东西方对于信任和信任构建过程有不

同的观点：西方 信 任 理 论 趋 向 于 强 调 承 诺 式 信

任和说服式信任；东 方 传 统 信 任 理 论 趋 向 于 强

调调节式信 任 和 说 服 式 信 任。由 此，承 诺 式 信

任在西方比较普遍，而 调 节 式 信 任 在 东 方 比 较

普遍，说服式信任在东西方都比较普遍。

表２　跨文化信任框架

施信者信任

精神的变化

受信者可信赖性的变化

基于个人能力

的技术层面

基于对他人善

意的环境层面

基于对世界正

直的情境层面

基于共同

利益的认知

阶段１：观望 阶段２：了解 阶段３：互惠

基于共同

兴趣的情感

阶段４：吸引 阶段５：感情 阶段６：信服

基于共同价值

取向的承诺

阶段７：
技术承诺

阶段８：
态度承诺

阶段９：
品格承诺

２　跨文化信任框架

跨文化信任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

的信任，比较典 型 的 是 具 有 西 方 文 化 背 景 的 人

和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信任［２２］。

不同文化背景下，施信者和受信者表现 出

的特征会有差异，因此，依据信任的影响因素程

度大小，可以构 建 出 多 样 化 的 跨 文 化 信 任 框 架

和模式，并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情境中。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好的跨文 化

信任框架必须 综合 反 映 东 西 方 的 思 维 模 式、文

化价值观和信任理念。在思维法则学下定义的

３种信任 类 型，可 以 诠 释 东 西 方 在 信 任 方 面 的

差异和相似之处，为 跨 文 化 信 任 框 架 的 搭 建 提

供了基础。

基于思 维 法 则 学 的 跨 文 化 信 任 框 架 见 表

２。从调节式信任的角度，综合考虑承诺式信任

中施信者信任精神的程度变化与说服式信任中

受信者可信赖性的 程 度 变 化，可 以 形 成 跨 文 化

信任构建的９个 阶 段，利 用 调 节 式 信 任 中 施 信

者和受信者双向交 互 的 思 想，可 以 说 明 跨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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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构建过程中的交互式调节策略。
在跨文化信任构建的动态过程中，施信 者

的信任精神可能会从基于与受信者共同利益的

认知层面起步，通过基于共同兴趣的情感层面，

向基于共同价值取 向 的 承 诺 层 面 发 展；受 信 者

的可信赖性可能会从依靠其个人能力的“技术”

层面起步，通过对他人表示 出 善 意 的“环 境”层

面，向对世 界 表 现 出 正 直 的“情 境”层 面 发 展。
如果施信者和受信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

值观，在跨文化交往和跨文化信任构建方面，他
们会关注思维法则学下不同的信任类型。在这

种情况下，施信者不 一 定 总 能 找 到 与 受 信 者 共

有的利益、兴趣和价值取向，受信者不一定总能

理解施信者所采取的关于受信者能力、善意、正

直等属性的 判 断 准 则。鉴 于 此，双 方 之 间 的 跨

文化信任构建过程可能会随着施信者信任精神

和受信者可信赖性程度的变化而产生阶段性的

发展。

由表２可 知，跨 文 化 信 任 构 建 过 程 中 有９
个主要阶 段。在 阶 段１，施 信 者 对 受 信 者 表 示

出认知方面的考虑，主动迈出构建信任的一步。

从阶段１通过阶 段２向 阶 段３的 发 展 中，随 着

受信者可信赖性程 度 的 变 化，虽 然 施 信 者 会 有

疑虑，但在施信者对受信者的认知中，受信者意

向和行为方面的不确定性在降低，双方由持“观

望”心态的 阶 段１，发 展 到 希 望 互 相 了 解、彼 此

有可预知性 的 阶 段２，再 到 希 望 双 方 关 系 中 有

互惠的阶段３。

在阶段４，施 信 者 的 信 任 精 神 在 程 度 上 上

升一层，对受信者由 基 于 共 同 利 益 的 认 知 发 展

到基于共同兴趣的 情 感，在 构 建 信 任 上 又 迈 进

一步。从 阶 段４通 过 阶 段５到 阶 段６的 发 展

中，由于施信者对受信者的情感，加之受信者可

信赖性程度的变化，施 信 者 和 受 信 者 双 方 开 始

把信赖对方看作一 种 有 吸 引 力 的 选 择，彼 此 表

示出感情，继而表示出信服。

在阶段７，施信者的信任精神又上升一层，
对受信者由基于共同兴趣的情感上升到基于共

同价值取向的承诺。从阶段７通过阶段８到阶

段９的发展中，由于施信者对受信者付出承诺，

相应地，受信者也会付出承诺，其可信赖性程度

会进一步发 展。这 样，施 信 者 和 受 信 者 双 方 的

承诺由技术承诺到 态 度 承 诺，最 后 发 展 到 更 高

程度的品格承诺。
在跨文化交往和跨文化信任构建中，无 论

是施信者还是受信 者，都 不 一 定 经 历 跨 文 化 信

任框架中的所有９个 阶 段，但 总 会 在 某 个 时 候

处于其中某个阶段，感受到阶段性的变化，并进

入新的阶段。随着施信者和受信者双方的交互

调节，他们可以感受到角色的互换，此一时是施

信者，彼一时 会 变 成 受 信 者。在 跨 文 化 信 任 构

建过程 中，施 信 者 和 受 信 者 就 像 八 卦 图 中 的

“阴”和“阳”，通过相互调节和保持平衡，和谐共

存。施信者的 调 节，意 味 着 在 自 己 价 值 观 和 受

信者可信赖性基础 上，通 过 对 自 己 表 现 出 的 信

任精神的程度调节，从 而 调 节 对 受 信 者 信 任 程

度的增减。受 信 者 的 调 节，意 味 着 在 自 己 价 值

观和施信者信任精 神 基 础 上，通 过 对 自 己 表 现

出的能力、善 意、正 直 等 属 性 的 调 节，调 节 自 己

的可信赖性 程 度。从 某 种 程 度 上 来 说，这 些 调

节，对具有传统中国文化背景的中国人而言，往

往与人际交往中的“关系”和“面 子”密 切 相 关，
而且，在跨文化信任阶段的演变过程中，“关系”

和“面子”也在不断地得到强化。
由于文化差异，西方人与东方人对信任 构

建中采取的调节策略有不同的感受。典型西方

文化下的人比 较强 调 个 人 的 独 立，认 为 信 任 双

方的分歧是自然的、可以接受的，不回避双方关

系构建过程中的对 立 和 冲 突；典 型 东 方 文 化 下

的人比较强调群体 的 共 处，认 为 信 任 双 方 的 和

谐是自然的、可以实现的，倾向于回避双方关系

构建过程中 的 对 立 和 冲 突。另 外，典 型 西 方 文

化下的人往往看重 法 规 和 制 度，尊 重 代 表 权 力

的机构，倾向于通过诉诸法规采取直接行动；而
典型东方文化 下的 人 往 往 看 重 关 系 和 人 情，尊

重代表权力的人，倾 向 于 通 过 疏 通 关 系 采 取 间

接行动。这种差异使得跨文化交往和跨文化信

任构建中双方采取不同的调节策略。东方人往

往寻求用人性化的、间接的方式解决问题，强调

“求同”，希望 追 求 和 谐 的 状 态，但 对 等 级、地 位

和权势的意识比较强，尊重拥有权力的人，这使

得东方人接受 和认 可 关 系 双 方 的 僵 持，常 常 陷

入双方僵持 的 状 态。相 比 之 下，西 方 人 往 往 寻

求用制度化的、直 接 的 方 式 解 决 问 题，强 调“存

异”，不介意对立的状态，但对法律、制度和规则

的意识比较强，尊重拥有权力的机构，这使得西

方人不能容忍关系 双 方 的 僵 持，常 常 容 易 陷 入

双方冲突的状态。这些差异在跨文化信任构建

中表现为：东方人更多地采用间接的调节策略，

看重“关系”和“面子”在 信 任 构 建 中 的 重 要 性，

努力实现社会 交往 中 的 和 睦 和 谐 状 态，避 免 对

立和冲突；而西 方 人 更 多 地 采 用 直 接 的 调 节 策

略，看重“认知”和“情感”在信 任 构 建 中 的 重 要

性，努力实现社会交往中的公正公平状态，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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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和冲突。

３　跨文化信任调查及主要发现

作为对上述 跨 文 化 信 任 理 论 研 究 的 补 充，
我们进行了若干调查。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期间，就

中国人与爱尔兰人 之 间 的 跨 文 化 信 任 情 况，在

爱尔兰进行了调查，对 已 经 与 中 国 企 业 建 立 商

务关系和正在建立 商 务 关 系 的 爱 尔 兰 企 业、有

中国员工的爱尔兰 组 织、有 爱 尔 兰 员 工 的 中 国

在爱尔兰的组织等４类组织中的中国人和爱尔

兰人进行 了 访 谈 和 问 卷 调 查。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期间，就爱尔兰企业在中国的跨文化问题，运用

ＳｕｒｖｅｙＭｏｎｋｅｙ在网上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爱

尔兰中国商会、爱尔兰出口协会、爱尔兰中国贸

易协会、爱尔兰市场 营 销 学 会 等 机 构 发 出 调 查

问卷；同 时，由 访 谈 团 队 在 爱 尔 兰 和 中 国 的 北

京、上 海、深 圳、西 安 等 地 进 行 访 谈。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年期间，就 离 岸ＩＴ服 务 外 包 中 的 跨 文 化

信任问题，在 北 京、上 海、西 安 等 城 市 从 事 离 岸

ＩＴ服 务 外 包 公 司 现 场，对３０多 家 公 司 的 中 高

层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同时，对直接参与离岸

ＩＴ服务项目的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
跨文化信任调查的汇总见表３。这些调查

分别侧重于不同的 主 题，是 关 于 跨 文 化 信 任 整

体研究中的一些部 分，希 望 向 读 者 展 现 我 们 将

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特点。基于这些

调查，我 们 已 取 得 了 一 些 阶 段 性 的 结 果［２３～２５］。
但考虑到篇幅所限，不 能 展 现 各 次 调 查 详 细 的

分析过程和分析结果。下面仅介绍从这些调查

中获得的与本文的理论探索直接相关的主要发

现。

表３　跨文化信任调查汇总表

主要信息 跨文化信任调查 爱尔兰企业在中国的跨文化问题调查 离岸ＩＴ服务外包中跨文化信任调查

调研团队构成 中国、爱尔兰研究者 中国、爱尔兰研究者 中国、英国研究者

调查时间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调查地域 爱尔兰都柏林 爱尔兰都柏林，中国北京、上海等 中国西安、北京、上海等

访谈对象 与中国机构和企业建立商务关系 的

爱尔兰机构和企业中的中国人和 爱

尔兰人

爱尔兰在中国设立的机构和公司 的

高层管理 人 员，跨 国 公 司 在 中 国 境

内的爱尔兰员工

从事 离 岸ＩＴ服 务 的 公 司 的 中 高 层

管理人员

访谈数量 １６人 ２８人 ４３人

问卷调查对象 与中国机构和企业建立商务关系 的

爱尔兰机构和企业中的中国人和 爱

尔兰人

爱尔 兰 中 国 商 会 及 爱 尔 兰 出 口 协

会、中国贸易协会、市场营销学 会 的

企业会员中的人员

从事 离 岸ＩＴ服 务 的 公 司 内 直 接 参

与离岸ＩＴ服务项目的员工

有效问卷数 ２０份 １１７份 ２６１份

　　通过对各次调查情况的分析，我们发现：东
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东西方对于信任和信任构建

过程有不同 的 看 法。一 般 而 言，西 方 人 趋 向 于

强调承诺式信任和 说 服 式 信 任，承 诺 式 信 任 在

西方比较普遍；而东 方 人 趋 向 于 强 调 调 节 式 信

任和说服式信任，调节式信任在东方比较普遍；
说服式信任 在 东 西 方 都 比 较 普 遍。由 此 可 见，
西方人与东方人在信任构建中对双方关系状态

的感受和采取的调节策略有所不同。典型西方

文化下的人不介意对立的状态，但尊重法律、制
度和规则的意识比 较 强，不 回 避 双 方 关 系 构 建

过程中的对立和冲突，往往寻求用制度化的、直
接的方式解决问题，倾 向 于 通 过 诉 诸 法 规 采 取

直接行动；而典型东 方 文 化 下 的 人 希 望 追 求 和

谐的 状 态，但 对 等 级、地 位 和 权 势 的 意 识 比 较

强，倾向于回避双方 关 系 构 建 过 程 中 的 对 立 和

冲突，往往寻求用人性化的、间接的方式解决问

题，倾向于通 过 疏 通 关 系 采 取 间 接 行 动。这 些

差异在跨文化信任 构 建 中 的 直 接 表 现 是：东 方

人更多地采用间接的调节 策 略，看 重“关 系”和

“面子”在信任构建中的 重 要 性；而 西 方 人 更 多

地采用直接的调节策略，看重“认 知”和“情 感”
在信任构建中的重要性。

４　结语

本文运用思维法则学方法，定义了“承诺式

信任”、“说服式信任”和“调 节 式 信 任”；并 提 出

了“信任的连续统一体”模型，以“承 诺 式 信 任”
和“说服式 信 任”作 为２个 端 点，以“调 节 式 信

任”作为连续体的中间状态。概括而言，承诺式

信任，是 内 在 发 展 式 信 任，基 于 施 信 者 心 理 状

态、态度和行为，更多地强调施信者内在的主观

承诺；说服式 信 任，是 外 在 发 展 式 信 任，基 于 受

信者的能力、善 意、正 直 等 可 信 性，更 多 地 强 调

受信者外在的客观表现；调节式信任，是调节发

展式信任，基于 施 信 者 和 受 信 者 双 方 在 心 理 状

态、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调节，更多地强调双方

的对等以及角色的动态交换。３种类型的信任

具有不同的支配方、主要来源、主要内容和主要

影响因素。在 这３种 信 任 类 型 的 基 础 上，从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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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式信任的角度，提出了跨文化信任的框架，分
析了跨文化信任构建过程的一些阶段及调节策

略。利用定义 的 信 任 类 型 和 跨 文 化 信 任 框 架，

阐释了 中 国 情 景 下 基 于“关 系”和“面 子”的 信

任，以及西方基于认知和基于情感的信任，分析

了东西方在信任构建中的差异。

本研究试图把中国本土化思想与西方理论

相结合，就信任类型和跨文化信任构建，提出可

供东西方学者考虑的信任模型和跨文化信任框

架。我们认为，通 过 这 种 综 合 中 国 本 土 化 思 想

与西方信任理论的 尝 试，可 以 使 信 任 研 究 领 域

的国际主流研究者们逐渐关注中国管理学界关

于信任研究 的 情 况。我 们 希 望，通 过 这 种 综 合

中国本土化思想与 西 方 管 理 理 论 的 尝 试，能 够

引起管理学界关于 发 展 中 国 管 理 理 论、让 管 理

科学中国学派走向世界的一些思考。

致谢　感谢爱尔兰中国商 会、爱 尔 兰 企 业 署、爱 尔 兰 投 资

发展署等机构对 调 研 工 作 的 协 助；感 谢 西 安 软 件 园 发 展

中心、浦东软件园发展公司、中 关 村 软 件 园 发 展 公 司 对 调

研工作的协助。

参 考 文 献

［１］ＳＣＨＯＯＲＭＡＮＦＤ，ＭＡＹＥＲ Ｒ Ｃ，ＤＡＶＩＳＪＨ．

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ｕｓｔ：Ｐａｓ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７，３２（２）：３４４～３５４．
［２］ＭＡＹＥＲＲＣ，ＧＡＶＩＮ ＭＢ．Ｔｒｕｓｔ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ｈｏ ＭｉｎｄｓｔｈｅＳｈｏｐ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ＷａｔｃｈｔｈｅＢｏｓｓ？［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５，４８（５）：８７４～８８８．
［３］Ｍ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ＲＤＪ． Ａｆｆｅｃｔ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Ｔｒｕｓｔａｓ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５，３８（１）：２４～５９．
［４］ＣＨＩＬＤＪ，ＭＯＥＬＬＥＲＩＮＧＧ．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ｕ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３，

１４（１）：６９～８０．
［５］ＬＩＰＰ．ＴｏｗａｒｄａＧｅｏｃｅｎｔｒ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ｒｕｓｔ：

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ｕｓｔ［Ｊ］．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８，４（３）：４１３～

４３９．
［６］杜荣，艾时钟，ＢＲＵＧＨＡＣＭ．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

如何走向世界？———问题、策略及系统方法论层面的

分析［Ｊ］．管理学报，２００８，５（４）：４７３～４７７．
［７］杜荣，艾时钟，ＢＲＵＧＨＡＣＭ．思维法则学框架下东

西方管理理论 的 比 较———探 索 管 理 科 学 中 国 学 派 走

向世界的道路［Ｊ］．管 理 学 报，２０１０，７（１０）：１４２１～

１４２５．
［８］ＦＵＰＰ，ＴＳＵＩＡＳ，ＤＥＳＳＧＧ．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

Ｇｕａｎｘｉ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Ｆｉｒｍ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６，４６（３）：

２７７～３０５．
［９］ＣＨＥＮＸＰ，ＣＨＥＮＣＣ．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ｒｉｃａｃｉｅ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ｕａｎｘｉ：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Ｇｕａｎｘｉ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Ｊ］．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２１（３）：３０５～３２４．
［１０］ＨＷＡＮＧＫＫ．ＧｕａｎｘｉａｎｄＭｉｅｎｔｚ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ｅ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Ｊ］．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８，７（１）：１７～４２．
［１１］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 省 调

查分析［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２（１０）：５９～７０．
［１２］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Ｗ．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Ｌｏｇ

ｉｃ［Ｍ］．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ｌａｃｋｗｏｏｄ

ａｎｄＳｏｎｓ，１８７７．
［１３］ＫＡＮＴＩ．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ＰｕｒｅＲｅａｓｏｎ ［Ｍ］．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８５．
［１４］ＫＡＮＴＩ．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Ｍ］．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７．
［１５］ＳＥＣＴＥＲＭ．ＴｈｅＹｉｎＹａ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

ｎａ：Ｔｈｅ Ｙｉｊｉｎｇ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ｓａ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ｆｏｒ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ｏ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Ｉｎｔｅ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８，１（１）：

８５～１０６．
［１６］ＴＡＮＮＥＮＢＡＵＭ Ｒ，ＳＣＨＭＩＤＴ Ｗ Ｈ．Ｈｏｗ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ａ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Ｐａｔｔｅｒｎ［Ｊ］．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３，５１（３）：１６２～１８０．
［１７］ＬＥＷＩＣＫＩＲＪ，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ＥＣ，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Ｎ．

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ｒｕ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３２
（６）：９９１～１０２２．

［１８］ＭＡＹＥＲＲＣ，ＤＡＶＩＳＪＨ，ＳＣＨＯＯＲＭＡＮＦＤ．

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ｕｓｔ［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５，２０（３）：７０９

～７３４．
［１９］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Ｄ，ＳＩＴＫＩＮＳ，ＢＵＲＴＲ，ｅｔａｌ．Ｎｏｔ

Ｓ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Ａｌｌ：ＡＣｒｏｓ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Ｖｉｅｗｏｆ

Ｔｒｕｓｔ［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８，

２３（３）：３９３～４０４．
［２０］龚晓京．人情、契约与信任［Ｊ］．北京社会科学，１９９９

（４）：１２４～１２７．
［２１］夏纪军．中国的信任结构及其决定———基于 一 组 实

验的分析［Ｊ］．财经研究，２００５，３１（６）：３９～５１．
［２２］ＬＩＰＰ．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Ａ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Ｒ］．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３４３·

基于思维法则学的跨文化信任框架———杜　荣　艾时钟　ＣＡＴＨＡＬＭ．ＢＲＵＧＨ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２００９．
［２３］ＤＵＲ，ＡＩＳ，ＢＲＵＧＨＡＣ 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Ｔａｏｉｓｔ

ＹｉｎＹａｎｇ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ｍｏｌｏｇｙ：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ｒｕｓｔｉ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１，５（１）：

５５～６７．
［２４］ＷＡＮＧＬ，ＬＩＬ，ＢＲＵＧＨＡＣＭ．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Ｉｒｉｓｈ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Ｍ］．Ｄｕｂｌｉｎ：Ｂｌａｃｋｈａ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０．
［２５］ＤＵＲ，ＡＩＳ，ＡＢＢＯＴＴＰ，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Ｆａｃ

ｔｏｒ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ｏｆＩ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２０１１，１９（２）：１～２６．
（编辑　予衡）

通讯作者：杜荣（１９６８～），女，陕 西 咸 阳 人。西 安 电 子 科

技大学（西安市　７１００７）经 济 管 理 学 院 教 授、博 士 研 究 生

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跨文化管理。Ｅｍａｉｌ：

ｄｕｒｏｎｇ＠



ｍａｉｌ．ｘｉｄｉａｎ．ｅｄｕ．ｃｎ

（上接第３２８页）

［６］陈晓田，金碧辉，杨列勋，等．我国管理科学重要 期 刊

的遴选及 其 认 定［Ｊ］．管 理 科 学 学 报，１９９９，２（４）：

７０～７６．
［７］特约评论员．试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侧议［Ｊ］．

管理学报，２００７，４（５）：５４９～５５５．
［８］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催生重大理论成果———国家自 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管 理 科 学 部 第 二 届 第 一 次 专 家 咨 询

委员 会 扩 大 会 议 纪 要［Ｊ］．管 理 学 报，２００５，２（２）：

１２７～１２８．
［９］曹振杰，王学秀．“管 理 学 在 中 国”研 究 的 理 论 反 思 与

实践探索———第２届“管 理 学 在 中 国”学 术 研 讨 会 综

述［Ｊ］．管理学报，２０１０，７（２）：１５９～１７０．
［１０］许 庆 瑞，王 海 威．全 面 创 新 管 理 形 成 的 动 因 探 讨

［Ｊ］．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０４（７）：１７～２０．
［１１］顾基发，唐锡晋，朱正祥．物理－事理－人理系 统 方

法论综述［Ｊ］．交 通 运 输 系 统 工 程 与 信 息，２００７，７
（６）：５１～６０．

［１２］孙继 伟．问 题 管 理 的 理 论 与 实 践［Ｊ］．管 理 学 报，

２０１０，７（１１）：１６１５～１６２０．
［１３］韩德强．整体管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１４］谭力文．中国管 理 学 构 建 问 题 的 再 思 考［Ｊ］．管 理 学

报，２０１１，８（１１）：１５９６～１６０３．
［１５］谭劲松．关于中 国 管 理 学 科 发 展 的 讨 论［Ｊ］．管 理 世

界，２００７（１）：８１～９１．
［１６］龚小军，李随成．管理理论的实践相关性问题研究综

述［Ｊ］．管理学报，２０１１，８（５）：７７５～７８３．
［１７］孙继伟．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界定依据、深层原因

及 解 决 思 路［Ｊ］．管 理 学 报，２００９，６（９）：１１４３～
１１４９．

［１８］彭 贺．管 理 研 究 与 实 践 脱 节 的 原 因 以 及 应 对 策 略

［Ｊ］．管理评论，２０１１，２３（２）：１２２～１２８．
［１９］齐善鸿，白长虹，陈 春 花，等．出 路 与 展 望：直 面 中 国

管理实践［Ｊ］．管理学报，２０１０，７（１１）：１６８５～１６９１．
［２０］陈劲，王鹏飞．以实践为导向的管理研究评价［Ｊ］．管

理学报，２０１０，７（１１）：１５１３～１５１６．
［２１］陈春花，陈鸿志，刘祯．管理实践研究价值贡献 的 评

价［Ｊ］．管理学报，２０１１，８（６）：７９１～７９５．
［２２］罗仲伟．中国 国 有 企 业 改 革：方 法 论 和 策 略［Ｊ］．中

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９（１）：５～１７．
［２３］李亚．民营企业公司治理［Ｍ］．北 京：机 械 工 业 出 版

社，２００６．
［２４］武亚军．中 国 本 土 新 兴 企 业 的 战 略 双 重 性：基 于 华

为、联想和海尔实践的理论探索［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９
（１２）：１２０～１３６．

［２５］陆园园，薛镭．转型经济中环境－战略的协同 演 进：

以中国机床行业发展为例［Ｊ］．管 理 世 界，２００８（８）：

１７８～１７９．
［２６］杨成．中 国 企 业 家 的 困 惑［Ｎ］．中 国 企 业 报，２００１

０３０１（５）．
［２７］吴晓波，周浩军．国际化战略、多元化战略与企 业 绩

效［Ｊ］．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１，２９（９）：１３３１～１３４１．
［２８］苏依依，周 长 辉．企 业 创 新 的 集 群 驱 动［Ｊ］．管 理 世

界，２００８（３）：９４～１０４．
［２９］彭贺．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 国 式 管 理［Ｊ］．管 理

学报，２００７，４（３）：２５３～２５７．

（编辑　予衡）

通讯作者：张金隆（１９５２～），男，江 西 九 江 人。华 中 科 技

大学（武汉市　４３００７４）管 理 学 院 教 授、博 士 研 究 生 导 师。

研究方向为现代 管 理 理 论 与 方 法、信 息 管 理 与 电 子 商 务

管 理、创 新 与 决 策 模 式 等。Ｅｍａｉｌ：ｐｒｏｚｈａｎｇｊｌ＠ｇｍａｉｌ．

ｃｏｍ

·４４３·

管理学报第９卷第３期２０１２年３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