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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ly, it is the difference in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generate the psy-
chological dis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of a company. This paper adds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emotional distance between the headquarters of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MNC) and its 
foreign subsidiaries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applies it in the decision- 
making related to the localization of MNCs’ mangers. It is put forward that compared to the expa-
triate managers, it would be easier for the local managers to overcome the obstacles of psycholog-
ical distance. Additionally, the cross-cultural training and emotional investment can help to re-
duce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local managers and headquarters’ and promote the op-
er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the MN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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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意义上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心理距离主要由地理环境和文化差异造成，本文在心理距离定义中增加

了跨国公司总部与海外子公司之间情感距离的考量，并且将其应用到跨国公司管理人员本土化的决策中，

认为本土管理人员相对外派管理人员有助于克服心理距离的障碍，同时跨文化培训和感情投资可以减少

本土管理人员与总部的心理距离，提高跨国公司的经营和管理绩效。 
 
关键词 

心理距离，跨国公司，管理人员，本土化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国际商务的发展，企业的经营能否成功不再简单地取决于对国内业务的高

效管理。对于任何一家渴望做大做强和可持续经营的企业来说，开展国际化经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和

保持竞争优势，成了新时代新环境中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然而，由于地理环境、文化差异和情感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人们之间存在着种种不同的心

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给跨国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管理造成了困难，总部的外派人员在东道国经常面临

水土不服的情况，因此管理人员本土化成为跨国公司克服心理距离和和提高经营效率的重要方法。国内

外学术界对心理距离理论与跨国公司管理人员本土化均有一定的研究，但还没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本文将在探讨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和情感距离等基础上，从心理距离视角阐释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本土

化决策。 

2. 心理距离给企业国际化经营带来的影响 

跨国公司作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组织载体和国际市场的行为主体，早已活跃于世界经济舞台。这些

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环境差异，常常在东道国遇到各种障碍，

其中之一是心理距离。 

2.1. 企业国际化经营中心理距离的含义 

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源自 20 世纪初对美学的研究，最先意指美感的产生来自于观赏者对

于艺术品的主观感知程度。这个名词后来被借鉴到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领域，用来衡量跨国公司的目标

市场与母国之间在文化、语言、教育水平、经济与工业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代表性人物 Beckerman 
(1956) [1]提出心理距离会干扰企业对市场信息的重视，认为心理距离过大导致信任不足，将影响企业的

决策行为。20 世纪 70 年代，Uppsala 大学的学者 Johanson, Vahlne (1977) [2]第一次给出了一个比较正式

的有关心理距离的概念,即“阻碍信息进入和流出市场的各种因素之和”。 
后来学者有关心理距离的概念虽然不太一致，但是大多强调两国之间的差别：Klein, Roth (1990) [3]

把心理距离定义为“所能观察到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差异”；通过对制造业的研究，Bello, Gilliland 
(1997) [4]提出心理距离是“观察到的东道国和母国的文化差异”；Evans, Mavondo (2002) [5]则在对国际

零售部门进行调查研究后，阐述心理距离就是“通过对两国文化和商业差别的观察感觉到的母国和外国

市场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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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心理距离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联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汪旭晖(2005) [6]基
于市场邻近模型与心理距离的视角解释了国际零售商海外市场选择机理；霍杰，蒋周文和杨洪青(2011) [7]
分析了心理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模式的影响；陈德金和李本乾(2011) [8]提出了心理距离测量指

标体系, 构建了心理距离指数；张军(2014) [9]提出了企业国际化中的心理距离界定、测量及化解对策。

此外也人专门论述心理距离与中国对外投资的关系，例如易江玲和陈传明(2014) [10]基于缘分视角，分析

了心理距离测量和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张华容，王晓轩和黄漫宇(2015) [11]探讨了心理距离对中国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但是上述国内外关于心理距离的研究主要应用在对目标市场的分析方面，均没有涉及

到跨国公司的人才本土化领域。 

2.2. 企业国际化经营中心理距离的影响因素 

不少学者对于企业国际化经营中心理距离的形成进行了研究，一般认为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是两个

最重要的属性。具体到跨国公司的管理来说，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总部与海外子公司人员之间的

情感距离也是心理距离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突出心理距离的人际属性，关注跨国公司总部

决策层和东道国人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密切程度，通过全面深入地考察心理距离，更好地认识和改进子

公司的管理人员本土化。 

2.2.1. 地理距离 
地理距离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的基石，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

的心理距离。不少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研究者都强调地理距离的重要性，例如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

曼(Friedman et al.)、凯夫斯(Caves)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的市场学派，十分强调市场的接近性、市场规

模及增长潜力，以及所谓的心理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影响，认为接近市场就意味着低的运输成本、

低的信息搜寻成本，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的吸引

力[12]。地理距离的远近，意味着企业克服障碍成本的高低，因此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遵循

由近到远的原则，例如瑞典的跨国公司总是把其周围的丹麦、挪威、芬兰作为海外经营的首选目标。 

2.2.2. 文化距离 
Lee(1998)将文化距离定义为从事国际化经营的商人在语言、商业惯例、习俗、政治、法律、环境体

系和市场基础设施方面所感知或理解的母国与主要经济体的社会文化差异。在文化距离的测量方面做出

重大贡献的首先是 Hofstede。Hofstede 与其同事在跨国文化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对 70 多个

国家跨国企业员工的文化维度进行调查统计后，将文化差异分为成四个维度：权力距离指数(PDI)、不确

定性规避指数(UAI)、个人主义指数(IDV)、男权主义指数(MAS)，2001 年又增加了另一文化维度长期导

向性(LTO)。在此基础上，Kogut, Singh(1988) [13]进行了改进，提出了衡量国家文化差异的综合指数，其

构建公式如下： 

( ){ }2
4ij in jn nCD I I V= −∑  

其中，Iin 表示东道国 i 的第 n 个文化维度(n = 1, 2, 3, 4)，Ijn 为美国的第 n 个文化维度，Vn 表示第 n 个文化

维度的方差。这一文化距离综合指数供了衡量国家文化差异的计量标准，被后来学者广泛引用。 

2.2.3. 情感距离 
情感能激发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动机，也是人际交流的重要手段。《心理学大辞典》认为：情感

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一方面，情感是人对事物的价值特性所产生的

主观反映，情感的核心内容是价值，情感以价值为基础。另一方面，情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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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发、转移、强化或诱导人对某种价值的需要，可以相对自主地选择生存环境和发展方向。同时人在情

感的驱动下，可以对事物施加反作用力，并使之发生价值增值。本文所讲的情感距离是指通过人与人之

间的交往与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可觉察到的心理上的关系，在企业国际化经营环境中，跨国公司总部和海

外子公司人员之间的情感距离也是构成其心理距离的重要因素。良好的情感距离可以促使双方相互理解

和配合，思想和行动保持一致，从而提高企业经营和管理的绩效。 

2.3. 心理距离给跨国公司管理造成的困难 

2.3.1. 心理距离降低跨国公司内部管理效率 
国际甄选跨文化学派是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国际管理者甄选理论[14]。其基本假设是，管理行为的有

效性取决于这种行为发生的文化背景，并不存在全球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行为”，在某一个国家被证

明是有效的管理行为和方法，在另一个国家可能是不适用或完全无效的。心理距离可能降低跨国公司内

部管理效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心理距离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职员有不同的需求和期

望，从而增加了工作意义的不明确性和复杂性，第二，心理距离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经营管理人员难

以达成一致协议，使跨国公司的决策活动变得困难；第三，心理距离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职员对决策方案

和管理制度理解不同或执行程度不同，容易导致跨国公司管理中的混乱和冲突。 

2.3.2. 跨国公司众多的外派失败起源于心理距离 
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的初期，经常从母公司派遣人员到海外子公司任职。这些外派人员对总部的战略

意图比较清楚，因此被期待在东道国能够很好地完成使命，但是实践中外派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总结

其经验教训，可以发现忽略心理距离容易导致跨国公司外派人员在海外经营时遭受挫折。通常外派人员

对岗位的适应程度与其被派往的国家相关。因为心理距离过大，一些国家的职务比另一些国家的困难得

多，外派人员对那里的环境更生疏，难以与当地人迅速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例如，许多美国人认为在

英国任职相对容易，原因是英美两国的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并不近。反过来，

由于美国与一些阿拉伯国家存在分歧和冲突，人们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使得美国对中东部分国家的子公

司实施管理时出现问题。 

3. 跨国公司管理人员本土化有助于克服心理距离的障碍 

为了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和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广泛推行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的战略。本土

化是由于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存在各种差异，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为适应当地区域的特性所进行的调整。跨

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管理人员的选择和配置方面有多种选择，包括从总部派遣、从第三国选拔和本土化。

管理人员本土化是指跨国公司在其国外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岗位上聘用东道国当地人员，这一举措是解决

企业国际化经营中心理距离问题的重要方法。 

3.1. 有利于降低本地员工对外派管理人员的抵触情绪 

管理人员是现代企业的组织者和开拓者，其素质高低，对于企业经营的成败至关重要。跨国公司子

公司在东道国雇佣的普通员工，由于受教育水平有限，国际化程度较低，受本国文化影响的程度较深，

在对他们的管理上要注意心理距离的问题，因此跨国公司有必要把海外子公司里的优秀人才利用起来，

培养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将企业经营决策的责任和权力逐渐转移到他们手中，实现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班

子由当地人组成，并由他们直接管理本土员工。与外方人员相比，东道国管理人员由于有共同的文化背

景和语言，容易与当地的员工沟通，可以避免因心理距离引起的抵触和冲突，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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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利于跨国公司获取当地的关系资源 

无论在何处，与方方面面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跨国公司外派人员由

于地理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形成的心理距离，很难在短期内与东道国人们熟悉和融洽起来，乃至得到他们

的认可和支持。而本土人员具有了解国情、熟悉办事习惯、与当地人容易接触和易于打开局面等天然优

势，有利于企业业务的顺利扩展。因此，跨国公司实行管理人员本土化，有利于树立“当地企业”的形

象，符合东道国民族倾向和政治需求，能够减轻政治压力与民族敏感性，可加速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认

同，也有助于跨国公司同当地顾客、供应商、政府等建立融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心理距离。 

3.3. 有利于总部与子公司的有机融合 

企业一旦跨出国门经营，由于涉及不同国家的文化和民族感情，内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并存在更

大的风险。跨国公司外派人员由于不熟悉当地文化、法律及商业习俗，在东道国开展业务的能力就会受

到限制。他们如果无视心理距离的障碍，生搬硬套母公司的管理方法，做出错误或不当的决策，就会造

成代价高昂的失误。与此相反，东道国的管理人员能弥补母国人员的不足，成为跨国公司总部与当地子

公司之间沟通的桥梁。他们了解本国人的想法和需求，可以使用适合本土情况的管理方法，或对母公司

的管理方法进行必要的变通，能够迅速进入“角色”，而不会像外派人员那样，需要时间去适应当地的

环境与文化。正因为东道国管理人员比外派人员具有心理距离的优势，容易取得较高的管理效率和经济

效益，使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竞争中获胜。 

4. 基于心理距离的跨国公司管理人员本土化的建议 

跨国公司总部与子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如图 1 所示。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实施管理人员本土化以后，

一方面解决了子公司管理人员和当地员工的心理距离问题，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总部和子公司管理人员之

间的心理距离。在此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跨文化培训和感情投资等方式，减少总部和子公司本土

管理人员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加向心力和凝聚力。 

4.1. 缩短心理距离可以增强跨国公司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凝聚力 

要使跨国公司管理人员本土化发挥最大的效益，总部如何调动子公司管理人员的积极性非常重要。

在某种程度上，跨国公司总部可以看作是管理者，子公司的本土管理人员可以看作被管理者。从管理者

与被管理者二元关系的基本的力学模型来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被管理者对管理

者的凝聚力和离心力,凝聚力使被管理者围绕管理者运转以实现共同的目标,而转动中所产生的离心力则

使二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借鉴物理学中的有关理论,根据管理中的实际变量,建立凝聚力、离心力的计算公

式如下[15]： 
凝聚力计算公式为：F = K·Q·q/R2；离心力公式为：G = m·ω2·R 
上式中，F 表示管理者对管理对象的凝聚力，G 表示管理对象的离心力；K = cosθ, θ表示二者之间的

目标方向夹角。K 的取值范围为−1~1；Q、q 分别表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权力；m 表示被管理者的能力；

ω 表示被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R 表示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由此可见，缩短跨国公司总部和子公

司的本土管理人员之间的心理距离，对于增加凝聚力和减少离心力均有重要意义。 
 

 
Figure 1. Multinational company headquarters and subsidiary management schemes 
图 1. 跨国公司总部与子公司管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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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跨文化培训可以减少本土管理人员与总部的心理距离 

在跨国公司中，如果东道国管理人员对总部的总体经营战略、经营哲学与管理风格不了解，会影响

他们在工作中与母国人员的合作、协调。跨文化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内部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经

营观念、管理方式带来的沟通困难，减少子公司本土管理人员与总部的心理距离，使他们获得总部的信

任和支持，保证协调的管理和组织的一致性。因此，为了增强企业竞争力，跨国公司应该对东道国雇员

进行培训，把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作为推进管理人员本土化的重要途径。 
通过跨文化培训，跨国公司可以使本土管理员工达到以下目标：一是深入了解文化的多样性，了解

彼此之间心理距离的影响因素，提高文化敏感性和适应性，获得跨文化沟通及冲突处理能力；二是获取

国际经验。通过参与国际性的工作轮换或出国培训，本土管理员工不仅可以学会适应多元文化的新环境，

而且可以学到国外同行的先进经验，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国际眼光和意识；三是感受公司的企业文化，提

高本土管理人员对总部的忠诚度，帮助他们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增进感情和建立良好的关系。跨国公司

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地生存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独特的优秀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因此，相关

的培训与开发越系统、越广泛，东道国雇员掌握先进的管理越迅速，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也愈容易取得

成功。 

4.3. 跨国公司管理人员本土化中的心理距离调校不能忽略情感因素 

在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上下级关系中，由于彼此之间情感距离的存在，会出现吸引和排拒、领导和

服从等互动情况，因此要改进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心理距离，在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本土化过程中，除

了克服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等方面的障碍，还应该增加人际关系特征和情感因素的考量。情感距离不是

一成不变的, 而是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和主观的因素, 呈显出某种动态性。企业管理需要“以人为本”，

而人又是感情的动物，因此企业国际化经营中应该注重感情投资，致力于在跨国公司总部与海外子公司

之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缩短双方的心理距离，不断增进理解与信任，消除误会和障碍，激发东道国

本土管理人员的热情和潜能，进而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绩效。 

5. 结论 

当今世界，国际化经营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人才也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过去的那种海外派遣开始落伍，人才本土化成为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管

理学跟心理学密不可分，传统意义上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心理距离主要由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造成，实

际上跨国公司总部与海外子公司之间的情感距离也值得重视。另外管理学也是人学，跨国公司众多的外

派失败起源于心理距离，跨国公司管理人员本土化有助于克服心理距离的障碍。同时跨文化培训和感情

投资可以减少东道国管理人员与总部的心理距离，增强两者之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提高跨国公司的经

营和管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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