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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系 ( Guanxi)理论于近年得到了充分发展和不断完善 ,逐渐成为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和人类学

领域研究关注的焦点。Guanxi 具有文化性、可转移性、互惠互利性等主要特征 ;其产生受文化、政治和社会

因素的影响 ;在企业组织中 , Guanxi 的影响前因可以归纳为组织因素、战略因素、制度因素和个体因素四

类 ;其结果表现为促进企业绩效提高、实现个体间知识转移及信任程度增加等。本文对该理论的研究现状

进行了全面述评 ,并在此基础上 ,对其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趋势进行了初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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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80 年代 ,“关系”( Guanxi) 作为影响商

业运作的文化现象存在于中国社会 ,恰当的 Guanxi

在商业谈判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后 ,

Guanxi 作为描述中国社会制度的关键概念 ,在多学

科多领域内得到了系统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 ,学者们开始关注 Guanxi 的经

济价值 ,为 Guanxi 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

由于中国立法的模糊 , Guanxi 在中国背景环境下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影响着企业竞争优势[ 1 ] 、财

务绩效[2 ] 、市场利益[3 ]等。Guanxi 的影响前因有制

度因素 (所有制形式、公司选址) 、战略因素 (竞争优

势) 、组织因素 (企业规模、历史、资源) 、行业因素 (产

业类型)等[ 1 ,4 ] 。和西方商业社会受到法律、合同的

严格界定规范相比 , Guanxi 在中国社会里提供了一

种更为广泛灵活的商业途径 ,有助于使企业克服“外

部人”无法进入内部的障碍 ,有助于企业建立外部关

系以获取资源以及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

Guanxi 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使得学者们的研究

视角越来越宽泛。Guanxi 逐渐成为企业战略研究

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对国内外 Guanxi 理

论文献的研究 ,对 Guanxi 的内涵界定、产生背景、

分类及维度测量、影响前因和结果变量等研究问题

进行梳理 ,以期明晰 Guanxi 理论的研究现状 ,并对

Guanxi 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初步探析。

1 　Guanxi 的内涵界定

1. 1 　Guanxi 的内涵

不同学者对于“Guanxi”一词做出了不同的解

释 ,其中引用最为频繁的论述如下 :

“Guanxi 是指一种存在于物体、力量及人际之

间的关系。当特指人际之间的关系时 ,它不仅可以

用于夫妻间、亲戚间、朋友间 ,还有‘社会交往’的意

思 ,即指基于相互利益基础上的隐性的双向二元的

关系。”

这一观点是 Yang 在 1993 年的研究中提出的。

她从个体层面强调了 Guanxi 作为二元关系隐性存

在于人际之间 ,明确了 Guanxi 的基础是相互利益。

其他学者也强调了 Guanxi 是“非正式、特定的”的

人际交往 , Guanxi 关联的双方“遵循 Guanxi 涵盖的

社会隐性心理契约 , 如相互信任、忠诚、义务

等”[5 ,6 ] 。学 者 们 进 一 步 从 组 织 层 面 来 评 价

Guanxi [4 ,5 ,7 ] ,认为 Guanxi 通过社会网络 (关系网)

来实现个人或社会交易的双向沟通 ,获得个人和组

织的利益 , 保证双方关系的长期持续性 ; 组织

Guanxi 基于个人 Guanxi 而形成 , 并通过个人

Guanxi 的多样化实现巩固和加强。西方学者对

Guanxi 多持否定的态度 ,将 Guanxi 和贿赂、偏袒联

系在一起 ,认为其破坏了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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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认为“Guanxi”是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

本土化的概念 ,但并非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特有概

念 ,在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中也可以通

过其国家语言发现 Guanxi 的存在 ,如日语、韩语、

马来语等均有类似含义的词汇[1 ,8 ] 。中文里 ,关系

( Guanxi) = 关 (guan) + 系 (xi) :“关”作为名词 ,古义

指“交通险要或边境出入的地方设置守卫的处所”,

如“关口”,现多用于比喻 ,指“重要的转折点”,如“难

关”;“系”作为动词 ,意为“联结、联系”,多用于抽象

事物[ 9 ] 。从字面来看 ,“Guanxi”表示个体间的关

联、联结 ,通过互助行为实现依靠个体本身无法实现

的活动。

Guanxi 可以用好/ 坏、积极/ 消极、亲/ 疏、远/ 近

来评价。有关学者在研究中将好的 Guanxi 描述成

“相互信任、长期合作、忠诚、各尽其职”[6 ] 。在中文

里 ,“拉关系”具有把两人关系的距离拉近的含义 ,

“关系铁”则形容两个人的关系牢固 ,如钢铁般坚不

可摧。佐斌提出了关系建立的积累性 ,在“老乡”、

“老同学”、“老友”等词汇中 ,“老”是由“生”(陌生、

新、少)到“不生”的积累和发展过程[8 ] 。

综合以上观点 ,本研究将 Guanxi 的内涵归纳

如下 :

Guanxi 植根于儒家文化 ,从广义来看 ,泛指所

有社会联系、社会交往、人际互动等 ;从狭义来看 ,是

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发展形成的人际关系结

构 ,以实现利益和感情交换为目的 ;其发展的过程是

不断积累和变化的。

从 Guanxi 的内涵不难发现 , Guanxi 具有以下

特征 :文化性 (cultural) 、可转移性 (t ransferable) 、互

惠互利性 ( recip rocal) 、无形性 (intangible) 、功利性

(utilitarian) 、长期持续性 (long2term) 。

1. 2 　Guanxi 与 Relationship

“Guanxi”在中文中被译为“关系”,但其与英文

里的“关系”一词 ( Relationship) 有本质区别 ,因此在

西方 词 汇 里 出 现 了 不 同 于“Relationship ”的

“Guanxi”。

基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5 ,10 ,11 ] ,可将 Guanxi 和

Relationship 两者之间的关系归纳如下 :

Relationship 是 Guanxi 的基础。从两者之间

的联系来看 , Relationship 的存在不会自动产生

Guanxi ,但 Relationship 在 Guanxi 已经建立后 ,会

加强或促进 Guanxi ;从涵盖内容来看 ,没有任何 Re2
lationship 的陌生人之间也可以产生 Guanxi ,即以

第三方作为媒介 ,在两者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 ,而无

基础的 Guanxi 多带有“工具性”内容 ;从建立时间

来看 ,与具备 Relationship 的 Guanxi 相比 ,缺乏

Relationship 的 Guanxi 产生的时间需要更长 ,但无

基础的 Guanxi 在现实生活中更为常见。

2 　Guanxi 的产生背景

2. 1 　文化背景

在中国文化里 ,儒家社会是一个“关系导向型”

社会。在这种社会里 ,每个人都是依赖于社会的个

体 ,只有明确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 ,才能完成相应的

责任和义务 ,并遵守相应的社会道德。儒家思想可

以说是社会沟通的创始人和关系构造的建筑师[6 ] 。

Guanxi 起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伦”。封建时代称君

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为“五伦”或

“五常”,这种尊卑、长幼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常道 ,

称为“伦常”[9 ] 。由于“五伦”的角色关系各不相同 ,

它们之间强调的价值理念和内容也有所差异 :“君臣

有义 ,父子有亲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在儒家观念里 ,这五种角色关系中除“朋友”外 ,其他

“四伦”均蕴含有“上/ 下”、“尊/ 卑”的纵向差序关

系[12 ] ;且“五伦”中有“三伦”附属于家庭这一关系 ,

说明了家庭在儒家社会的地位和重要性。

Hof stede 将社会文化系统比做一个“洋葱”。

这种“文化洋葱”的外层表皮 ,如各种符号象征、英雄

形象和仪式礼节 ,比较容易改变 ,但其核心部分 ,如

价值观 ,则具备十足的刚性 ,不易改变[13 ] 。因此 ,

Guanxi 思想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已长达两

千年之久 ,处于文化的核心部分 ,并延续地、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费孝通在中国乡土社会研究中提出的“差序格

局”这一观点 ,可以视为对 Guanxi 最为本土化的解

释。他认为 :中国社会存在以血缘、地缘为生活中心

的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结构。中国人在处理与他人的

关系时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

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受社会影响所推出

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

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

定是相同的”。这种关系就“像水的波纹一样 ,一圈

圈推出去 ,愈推愈远 ,也愈推愈薄”[14 ] 。这种同心圆

结构以最亲近的家庭成员为核心 ,而其余的亲戚、朋

友、熟人等依次按关系的亲疏和彼此的信任程度分

布在各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上。

2. 2 　政治背景

Guanxi 也受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 ———宗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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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以远近亲疏

为标准 ,标榜尊崇共同的祖先 ,区分尊卑长幼 ,规定

继承秩序 ,确定宗族成员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

则”[15 ] 。其在纵向方面的表现是 ,父系继承财产权

利 ;在横向方面则按照“同宗同祖”原则 ,根据血缘关

系的远近来分配权利财产。中国的宗法制是“家”的

观念的无穷放大。

2. 3 　社会背景

当主要的社会经济资源和其他资源集中在少数

人手里时 ,人们就会将焦点更多地关注于人的社会

地位及对关键资源的获取[ 5 ] 。“Guanxi 是一种社会

投资的形式或社会资本。发展和维系 Guanxi ,就像

需要给账户存钱或购买保险以备不时之需一

样”[12 ] 。已有的文献研究从资源观的视角出发 ,将

Guanxi 视为是组织的资源和能力 ,即它不仅影响公

司绩效 ,同时又在保持组织竞争优势上发挥作

用[1 ,5 ,16 ] 。因此 ,很多中国企业在企业经营过程中采

取家族式的运营模式。

3 　Guanxi 的分类

(1) Hwang 的“人情与面子”模型

最早 对 Guanxi 进 行 明 确 分 类 是 学 者

Hwang[12 ] ,他以“情感性 - 工具性”的高低作为标准

将 Guanxi 划分为三种类型 :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

系及工具性关系。

情感性关系存在于家庭成员或其他存在亲缘的

亲属之间 ,通过带有情感交换的社会交往过程 ,以满

足成员对温情、归属感等需求 ,交往过程中遵循“需

求原则”。工具性关系是指通过资源交换而实现物

质需求的满足 ,如商品、服务的买卖双方之间的关

系 ,交往过程中遵循“公平原则”。混合性关系是熟

人关系 ,交往过程中遵循“人情法则”。这种分类方

式被多数学者所认同和接受。

需要说明的是 :以上三类关系之间是存在重叠

的。情感性关系也会被用作工具以来获取资源 ,但

这类关系中情感性成分大于工具性成分。而工具性

关系仅被作为获得目标的手段或工具 ,相对于情感

性关系来说是短暂且不稳定的。混合性关系带有情

感和物质 (工具) 的双重交换 ,交往双方彼此认识而

且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 ,但其情感部分不会深厚

到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的行为这一程度。混合性关

系是个体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他人的人际关

系范畴 ,交往双方通常会认识一个或更多的中间人 ,

彼此认识的人群构成了一张张复杂程度不同的关系

网 ,这些关系网彼此交叉重叠 ,从而构成了复杂的人

际关系网络。

(2) Tsang 的“血缘 Guanxi”与“社会 Guanxi”

Tsang 以关系基础作为分类标准 ,将 Guanxi 分

为两类[ 5 ] :血缘 Guanxi 和社会 Guanxi。前者包括

家庭成员、远房亲属甚至同族 (即那些具有相同姓氏

的人群) ;后者产生于学校、工厂或其他工作地点。

(3)杨国枢的“社会取向”观点

杨国枢在研究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时 ,提出了“社

会取向”观点[17 ] 。他认为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主要

分为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及生人关系这三种类型。

“家人 - 熟人 - 生人”的关系分类的核心是“家人”关

系 ,而“熟人”与“生人”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双方起初

是“生人关系”,通过领养、结拜、过继、认干亲等形式

而发展形成“拟亲化”关系 ,即发展成为“熟人关系”;

而“熟人关系”也会因为双方联络的频率降低或其他

突发事件而逐渐变成“生人关系”。“家人 - 熟人 -

生人”和“情感性 - 混合性 - 工具性”分类是基本一

致的。Fan 提出的“家庭型”、“助手型”和“商业型”

分类 ,与前两位学者的思路也是一致的[11 ] 。

(4)杨宜音的“关系矩阵”模型

杨宜音对 Hwang 的分类方式提出了质疑[18 ] ,

“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的基础是人际关系的分类 ,

但 Hwang 将情感性的多少与工具性的多少视为对

立的两端。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内涵不是按照情感成

分由多至少决定的 ,而是由情感的充分肯定到充分

否定的变化决定的。情感性成分的多少与情感的肯

定否定程度并不是同一维度的概念范畴 ,用一维划

分不能揭示中国人际关系的实质。以感情的肯定与

否定为一个维度 ,以工具性的强与弱 (即情感性的弱

与强 ,情感性与工具性二者呈反比关系)为另一个维

度 ,共同形成一个矩阵 [18 ] 。她认为 :从严格意义上

看 ,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不存在西方的“工具性关系”,

西方人对人际关系的划分是公与私、群体与个体 ,而

东方人是亲缘、熟人及陌生人的差序划分 ,划分差异

产生的原因在于东、西方对“人际关系”判断的逻辑

起点不同。

(5)杨中芳的“动态人际学”观点

杨中芳、彭泗清提出人际关系包含三种成分 :既

定成分 (先赋性、后天性) 、情感成分以及工具成

分[19 ] 。他们对人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的看法 :人际

关系是一个随着时间的延续及交往次数的增加而发

生增减变化的动态概念 ,两人的关系交往进展分为

三个阶段 ,即礼遇、工具及感情。杨宜音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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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将工具性分解为“义务互助”与“自愿互助”两个

成分 ,每种成分都有高低两种 ,分出四种关系类型 :

高应有之情 & 高真有之情 (亲情关系 ,“自己人”) 、

低应有之情 & 低真有之情 (市场交换关系 ,“外

人”) 、低应有之情 & 高真有之情 (友情关系 ,“交往

性自己人”) 、高应有之情 & 低真有之情 (恩情关系

或人情关系 ,“身分性自己人”) [20 ] 。在此基础上 ,沈

毅进一步对其细化 ,将关系分为交往性关系 (工具

性、情感性) 和义务性关系 (先赋性、获致性) 两大

类[21 ] 。以上分类方式均基于中国社会关系中存在

的伦理义务。

表 1 是对目前有关 Guanxi 分类的汇总。综上

所述 ,以上学者均强调了 Guanxi 的发生存在共同

的基础。各种 Guanxi 存在一定的重叠并处于动态

变化过程中 ,如两人的 Guanxi 可以既是同学关系

又是同事关系 ,还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发展形成“拟亲

化”关系。
表 1 　Guanxi 的分类

分类依据 分类内容 举例

Guanxi 的基础 血缘型 ;社会型 Tsang (1998)

情感性 - 工具性

的高低

情感性 ;工具性 ;混合性 Hwang(1987)

家人 ;熟人 ;生人 杨国枢 (1993)

家庭型 ;助手型 ;商业型 Fan (2002) ①

是否带有

伦理义务

既定性关系 (先赋性、后天性)

情感性关系 ;

工具性关系

杨中芳、

彭泗清 (1999)

亲情关系 ;市场交换关系 ;

友情关系 ;恩情关系(或人情关系)
杨中芳 (2000)

交往性关系 (情感性、工具性) ;

义务性关系 (先赋性、获致性)
沈毅 (2003)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4 　Guanxi 的维度测量

Yeung 和 Tung 在其研究里提出了建立和维系

Guanxi 的策略 (提供实际好处 ;形成长期合作、互利

关系 ;培养个人关系 ;培养信任) ,并根据以上策略总

结出 Guanxi 的 5 个基本维度 :工具性、个人关系、信

任、互惠性/ 人情、长期性。但他们仅从理论和经验

中得出结论 ,而未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13 ] 。

Tsang 将 Guanxi 分解为 3 个维度 :感情、信任

和面子 ,但他也没有做具体测量[5 ] 。Park 和 L uo 也

提出了 Guanxi 的三个维度[ 4 ] :感情、人情和面子。

Lee 和 Paul 提出 Guanxi 是“多维度的构念”,面子

保护和人情积攒是 Guanxi 概念中的关键要素 ,并

就 Guanxi 带来的优势和不足对我国香港地区和大

陆地区的不同受访者进行了 t 检验对比 ,但没有使

用具体量表测量 Guanxi 这一概念[ 23 ] 。

Chen Xiaoping 和 Chen C Chao 在其研究中提

出“Guanxi 质量”的概念[6 ] , 即 Guanxi 质量为

Guanxi 一方与另一方 (处于社交圈的中心位置) 在

Guanxi 网里的距离的主观评价。主观评价的距离

越短 , Guanxi 质量越好。Guanxi 包括两个维度 ,即

信 (t rust)和情 (feeling) 。“信”指对 Guanxi 另一方

的可信度 ;“情”指既定 Guanxi 对双方带来的情感

性和工具性需要的满足程度。“信”通过能力和诚意

两个指标测量 ;“情”通过感情和义务 (即交情) 两个

指标测量。两个维度均和 Guanxi 质量成正比 :双

方之间“信”的程度越高 , Guanxi 质量就越高 ;双方

感情和交情越好 , Guanxi 质量也越高。“信”和“情”

相互关联 ,基于诚意的信任和感情相关 ,而基于能力

的信任和义务相关。

Ramasamy 等提出 Guanxi 包括 3 个维度 :信

任、关系承诺 ( relationship commit ment ) 、沟通 ,共

选取了 12 个测量条款对这三个维度进行测量[24 ] 。

量表的信度较高 ,信任维度包括 4 个测量条款 ,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0. 7 ;关系承诺维度包括 3 个测量条

款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8 ;沟通维度包括 5 个测量

条款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82。Ramasamy 等将

“关系承诺”定义为“和商业伙伴维持长期持续关系

而付诸行动的意愿”。由于 Guanxi 具有长期持久

(long2term)的特征 ,所以关系维持时间越久、越稳

定 ,则 Guanxi 的强度越高 ;而沟通是建立 Guanxi

的一种方式 ,因此他们将沟通也看作是独立于“信

任”和“关系忠诚”之外又一维度。也有学者不赞同

这一观点 ,如 Lee 和 Dawes ,他们认为“信任”是

Guanxi 的结果变量并非组成要素[22 ] 。

综上 ,根据现有文献 ,尚未有一个统一的、被普

遍认同的 Guanxi 测量量表。学者们在 Guanxi 分

类基础上开始尝试对 Guanxi 进行维度划分和测

量 ,如人情、感情、面子等维度被大多数学者提出和

接受。也有学者提出将长期性、工具性等 Guanxi

特征作为维度来看待 ,尤其是对于“信任”这一变量 ,

有的学者认为其是 Guanxi的结果变量 ,有的学者

　　①　Fan 详细对比了家庭型 Guanxi、助手型 Guanxi 以及商业型 Guanxi ,从性质、文化根基、基础、核心价值、目的、功能、交换物、亲密度、

产生的负面效果以及时间长度等多方面对其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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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其看作是 Guanxi 的一个维度并对其进行了

测量。

5 　Guanxi 的影响前因和结果研究

5. 1 　Guanxi 的影响前因研究

从制度因素的视角出发 , Xin 和 Pearce 的研究

表明 :企业所有制形式对企业主管的行为特征产生

影响[ 1 ] 。在法制法规尚未健全的商业环境中 ,私营

企业更依赖于 Guanxi 并将其作为企业防御内外威

胁的工具 ;而私营企业主管所建立的商业 Guanxi

以信任为主要特征 ,且这种商业 Guanxi 还表现出

更多的单向且非互惠特征。

从制度因素、战略因素及组织因素的视角出发 ,

Park 和 L uo 调查了国内 128 家公司 ,结果发现 :制

度、战略和组织因素是 Guanxi 竞争力中重要的决

定性因素[4 ] 。这再次验证了 Xin 和 Pearce 的“企业

所有制形式对 Guanxi 的影响作用”的结论 ,即非国

有企业更易于建立 Guanxi。企业选址作为制度因

素之一也对 Guanxi 的建立产生影响 ,即经济欠发

达地区的公司更易于和政府及商业共同体建立

Guanxi ;战略定位中以市场导向战略为主导的公司

易于利用自己的 Guanxi 网络 ;但在与政府部门沟

通、运用 Guanxi 时 ,只有制度因素和战略因素对

Guanxi 有显著影响。

J acobs 指出 ,通过提供帮助等社会交往行为 ,个

体间的亲密度会增加 [10 ] ,即 Guanxi 会对个体间亲

密度产生影响。Tsang 提出“共享和互动是建立

Guanxi 的前提”[5 ] 。在分析个人 Guanxi 和组织

Guanxi 时 ,他提出了“员工流动性”对组织 Guanxi

的影响 :组织 Guanxi 是基于个人 Guanxi 而形成 ,

如果一个员工的知识没有在组织中得到复制 ,那么

一旦失去这名员工 (如员工跳槽) ,该知识也将一起

失去。他认为组织 Guanxi 通过多样化的个人

Guanxi 得以加强和巩固 ,对 Guanxi 前因的组织因

素和个体特征进行了补充。

　　①在 0. 05 的显著水平下 ,回归系数分别达到 0. 93 和 1. 18。

②在 0. 05 的显著水平下 ,交互作用的回归系数为20. 21。

③在 0. 01 的显著水平下 ,回归系数达到 0. 39。

综上所述 ,学者们分别从组织因素、制度因素、

战略因素以及个体特征对 Guanxi 的影响前因进行

了梳理 ,其中组织因素包括公司规模、经营时间、管

理能力、技术能力以及员工流动性 ,战略因素包括战

略定位 ,制度因素包括企业所有制形式以及企业选

址 ,个体特征包括员工间共享、互动程度以及个体间

亲密度。
表 2 　Guanxi 的影响前因总结

视角 影响前因 举例

组织因素

公司规模 Park 和 Luo (2001)

经营时间 Park 和 Luo (2001)

管理和技术能力 Park 和 Luo (2001)

员工流动性 Tsang (1998)

战略因素 战略定位 Park 和 Luo (2001)

制度因素
企业所有制形式

Xin 和 Pearce (1996)

Park 和 Luo (2001)

企业选址 Park 和 Luo (2001)

个体特征
个体间共享和互动程度 Tsang (1998)

个体间亲密度 Jacobs (1979)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

5. 2 　Guanxi 的结果研究

从组织因素的视角 , Park 和 L uo 的研究表明 :

Guanxi 可以导致公司的高绩效 ,有利于销售的增

长 ,但与盈利增长无关[ 4 ] 。Guanxi 通过对市场交易

和竞争定位来直接影响企业的增长 ,通过战略实施

来间接影响企业的增长。

Fan 从理论上分析了 Guanxi 是否可被看作为是

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一种战略资产[11 ] 。战略资产应

具有 :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以及不可替代性。

而 Guanxi 的价值类似于股票市值 ,具有不稳定性 ,一

旦政府官员遭遇权力丧失 ,则此 Guanxi 将一文不值 ;

Guanxi 带来的优势是战术性的、临时的 ,而不是战略

性的 ; Guanxi 依附于个人 ,因此其具有流动性 ,这使得

Guanxi 的优势很难维持 ; Guanxi 可以利用中间人进

行复制 ,具有非排他性。鉴于此 , Fan 对于传统观点

“Guanxi 导致竞争优势”提出了质疑。

Ramasamy 等对中国的 4 个南部城市 (即汕头、

广州、珠海和深圳) 的 215 家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 :

在 Guanxi 的三个维度中 ,“信任”和“沟通”对知识

转移具有显著影响① ,这两个维度之间存在一定的

交互作用 ,且方向为负② ,但 Guanxi 的另一维度 (忠

诚)对知识转移的影响不显著[24 ] 。

Lee 和 Dawes 的研究表明 : Guanxi 的情感性部

分 (即感情) 有助于增强购买方对销售人员的信

任③ ,而 Guanxi 的工具性部分 (即面子和人情) 与购

买方对销售人员的信任无显著关联。商业联系与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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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对销售人员的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而社

在 0. 05 的显著水平下 ,回归系数达到 0. 09。

会联系则与其无显著关联[22 ] 。
表 3 　Guanxi 的结果总结

视角 Guanxi 的结果 举例

组织因素 组织高绩效 (销售额提高) Park 和 Luo (2001)

个体因素
实现个体间知识转移 Ramasamy 等 (2006)

个体间信任程度增加 Lee 和 Dawes (2005)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6 　Guanxi 理论的研究趋势

虽然 Guanxi 理论研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取得了重大进展 ,如 Hwang 等学者提出的 Guanxi

分类等观点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同和发展 , 但

Guanxi 理论研究尚未进入成熟阶段。基于 Guanxi

理论的研究现状 ,笔者认为相关研究还应在以下方

面有所突破 :

1) Guanxi 的维度划分和测量方法科学化。目

前 ,关于 Guanxi 的维度划分在学术界尚有争议 ,西

方文献中侧重信任、沟通等变量 ,而本土学者则以人

情、面子等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变量作为 Guanxi

的研究突破口。“信任”这一变量既可作为 Guanxi

本身的维度 ,也可解释为 Guanxi 的结果变量。如

Ramasamy 等的研究中提到 ,将沟通、信任、关系忠

诚看作是 Guanxi 的三个维度时 ,可能存在如下链

式关系[24 ] :沟通导致信任 ,信任导致关系忠诚。中

西方学者从多种视角对 Guanxi 进行了不同维度的

划分 ,得到的结论也有很大差异。因此 ,开发科学的

Guanxi 量表 , 实现对 Guanxi 的精确测量 , 是

Guanxi 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

2)对 Guanxi 的影响前因和结果的探索。Park

和 L uo 研究了影响 Guanxi 的制度、战略和组织这

三类前因[4 ] 。对此 ,笔者认为 ,这三类前因的划分存

在重复之处 ,即战略定位 ( st rategic orientation) 可

以归为组织因素。

传统观点认为 Guanxi 将有助于企业竞争优势

的培养 ,而 Fan 从理论上证明了 Guanxi 不具有企

业赢得竞争优势的战略资产的特征[11 ] 。未来研究

可以考虑通过数据来证实两者之间的直接影响关

系 ,以及可能存在的中介传导机制或缓冲效应。

Ramasamy 等认为沟通是 Guanxi 的一个维

度[24 ] ,Lee 和 Dawes 认为 Guanxi 的结果变量之一

是信任[22 ] 。通常认为 ,“沟通会有助于促进人际间

Guanxi 的形成 ,进而导致信任程度的加深”,或“信

任程度越高 ,人际间的 Guanxi 越好 ,沟通效果越

好”。那么 ,沟通、信任和 Guanxi 三者之间的影响

关系也有待进一步验证。

3) Guanxi 的跨文化比较研究。Guanxi 在受儒

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中广泛存在。因此 , 对

Guanxi 的进一步研究可以深入到以中国人为主导

的社会中进行 ,如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等。同时 ,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 ,基于关系的理论体系研究趋于

成熟 ,因此东、西方 Guanxi 体系的比较研究也是未

来的研究方向之一。此外 ,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

选取不同的代表性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及员工作为研

究对象 ,对 Guanxi 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具有

理论和现实意义。

4) Guanxi 和其他概念的相关研究。Guanxi 和

“面子”、“和谐”、“人情”等概念存在密切联系。在中

国及其他东亚国家 ,“面子”在商业交往中发挥的作

用比在西方社会中更为显著。冲突回避使得人们在

公开场合有机会保留面子。“和谐”在社会交往中发

挥着维系自我及他人面子的作用 ,并直接影响双方

面子的得失 ,同时也是社会成员之间交往联系的黏

合剂[25 ] 。Leung 等将“和谐”分为工具性和谐和价

值观和谐两类[25 ] , Hwang 将 Guanxi 分为工具性、

情感性和混合性三种[12 ] ,因此 ,工具性 Guanxi 与工

具性和谐、情感性 Guanxi 与价值观和谐 ,以及两种

和谐与混合性 Guanxi 等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也有

待进一步梳理和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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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 w on Guanxi Theory

Bao Gongmin ,Liu Xiao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 Theories on Guanxi being developed and improved becomes t he focus for researchers in t he fields of sociology ,psychology ,manage2
ment and ant hropology. Guanxi act s wit h cultural , t ransferable ,reciprocal ,intangible ,utilitarian and long2term characteristics. Guanxi is formed

wit h cultural ,political and social reasons. Guanxi is influenced by organizational , st rategic ,institutional and individual factors. The outcomes of

Guanxi ar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individual knowledge t ransferring and t rust increasing. According to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t his

paper reviews Guanxi researchs and point s out t 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 words : Guanxi ; characteristic ; classification ; dimension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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