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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商务交际越来越重要。随

着企业全球化，员工需具备应对多元文化环境的能力。

具备全球身份的员工能理解并尊重不同文化，促进跨文

化沟通与合作，推动企业国际发展。英语专业学生需在

大学阶段培养全球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以适应全球

化变化。

“全球身份”是个体在全球语境下的自我认知，理解

文化差异并在交流中实现互动。Tuckman提出的团队发

展四阶段理论表明，团队在经历文化冲突后形成共同的

沟通方式，提高协作效率（Tuckman，1965）。孙有中指

出，跨文化能力是综合素养，已成为外语教育的重要内

容（孙有中，2016）。Popova和Petrova认为，全球化使

得英语成为文化交流和专业沟通的重要媒介（Popova�&�

Petrova，2017）。全球身份因此成为跨文化商务交际的关

键因素。

一、全球身份的概念与特征

Smith 等指出，全球身份有助于提升个体对不同文化

的理解与尊重，使人在跨文化情境中表现出更高的敏感

性与适应力。研究显示，全球身份可促进语言能力、文

化适应力和跨文化沟通等关键交际能力的发展。在营销、

服务和销售等商业领域，跨文化能力被广泛认为与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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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密切相关。例如，营销经理和一线员工的跨文化能

力有助于调整策略、提升客户忠诚度和销售行为适应性

（Magnusson，2013；Paparoidamis 等，2019；Delpechitre& 

Baker，2017）。全球身份不仅表现为对多元文化的尊重，

也强调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有效沟通与合作。在商务跨

文化交际中，全球身份的核心特征包括理解他人文化、

沟通表达能力强、具备团队协作精神和冲突解决技巧，

以及对新环境的快速适应力。具备全球身份的商务人士，

更能在国际环境中建立信任关系，推动合作成功。

二、全球身份对商务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Kozaki 和 Ross（2011）研究表明，外语学习常引发

文化身份冲突，显示文化身份是一个受语言、经验与认

知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的动态过程。Schecter（2014）

从社会人类学、社会文化和关系参与三个角度探讨了语

言与身份之间的联系，指出个体通过语言和社会互动构

建并表现身份。文化认同向跨文化身份的转变，是提升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全球身份在商务跨文化交际中

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提升沟通效率和商务谈判成功率，也

包括促进文化融合与创新、降低文化冲突风险、拓展国

际人脉和资源，以及增强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拥有全

球视野的商务人士更能整合多元文化资源，化解文化

差异带来的挑战，从而在国际商业环境中赢得更大的

发展空间。

三、全球环境下英语专业学生应具备的能力及就业

市场要求

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英语专业学生需要具备几

项核心能力。首先，要有扎实的语言基础，能够熟练运

英专学生全球身份在商务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

李　琳

广东理工学院　广东肇庆　526100

�

摘　要：随着全球化不断加快，跨文化商务交流已成为现代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对自身全球身份的认知，往

往直接影响交流的成效。英语专业学生作为未来涉足国际商务的潜在人才，需具备明确的全球身份意识。这不仅包

括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还包括在跨文化环境中有效沟通与协作的能力。在全球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建立全球

身份是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本文将简要探讨全球身份在跨文化商务中的作用，并提出英语专业学生构建全

球身份的策略，以增强其国际视野和职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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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语进行听、说、读、写和翻译，具备良好的语法、

词汇和语音知识，并能进行流畅的口头和书面表达。其

次，要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能够理解和尊重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文化差异，适应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沟通和合作。

此外，还应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如英语文学、语言学、

翻译技巧或商务英语，具备从事相关工作的基本能力。

与此同时，良好的综合素质也十分重要，包括团队协作、

沟通表达、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等。

在就业方面，不同行业对英语专业毕业生有不同要

求。外企或跨国公司通常看重英语口语和书写能力，以

及能否胜任跨文化团队中的沟通任务；教育行业则更注

重语言功底和教学技能；翻译行业要求精准的语言运用

和扎实的翻译能力。金融、法律、旅游、酒店等领域也

为英语专业毕业生提供了发展机会，但通常需要相应的

专业知识支持。总体而言，英语专业学生应根据自己的

兴趣和特长，明确职业方向，持续提升语言能力与综合

素养，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需求。

四、英专学生培养全球身份的重要性

Norton（2013）认为，身份是“一个人如何理解自

己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如何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

而构建，以及一个人如何理解未来的可能性。”随着全球

化加剧，英语作为国际语言在全球交流中的作用日益增

强。英语专业学生作为未来国际化人才，培养全球身份

至关重要。全球身份是指个体对自己在全球社会中的定

位、归属感及对全球事务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培养全球身份有助于英语专业学生在以下方面取得

成功：首先，跨文化交际能力，全球身份要求学生具备

开放心态，能够理解和接受不同文化的价值观、行为方

式，避免文化冲突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其次，跨文

化沟通能力，全球身份要求学生能够有效表达观点，理

解和尊重他人，促进跨文化合作与解决冲突。第三，跨

文化适应能力，全球身份使学生能够快速适应不同文化

环境，助力海外学习、工作与生活。最后，全球视野，

全球身份要求学生关注全球性问题，对全球事务提出看

法，有助于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推动更美好的世界

建设。

五、英专学生如何培养全球身份

随着全球各专业领域对英语的需求不断增长，具备

良好的英语能力已成为求职、跨文化沟通、职业发展及

商务活动中的重要条件（Rajeswari，2020）。然而，研究

显示，当前地方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在跨文化交际方面整

体能力偏弱。通过使用“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评价量

表”测评，并结合师生访谈分析，发现学生自身、教师

指导、学校资源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制约了跨文化能力的

发展（李成飞，柯应根，2021）。为此，需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力，增强跨文化意识（李艾岭，2007），并通过多渠

道、多角度的方式培养其全球身份，以更好地适应全球

化交流与合作的需求。

要提升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可从以下

几方面入手：第一，积极参与国际项目和实习，如志愿

服务、海外交流或跨国公司实习，在实践中加深对文化

差异的理解；第二，学习跨文化管理与领导力，掌握团

队合作与冲突调解的技巧；第三，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通过会议或项目拓展视野、积累经验；第四，关注全球

社会问题与可持续发展，参与相关活动，增强责任感与

全球意识；第五，保持持续学习的习惯，不断更新知识

与技能，适应国际化趋势；第六，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

和适应能力，以增强职场竞争力；第七，紧跟全球化发

展步伐，为今后的国际商务和文化交流打下基础。

结束语

全球身份在商务跨文化交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

助于加深文化理解、减少误解与冲突，并提升个人在国

际环境中的竞争力。英语专业学生不仅需要掌握语言，

还要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通过参与国际交流和培养跨

文化思维，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文化沟通的桥梁，

他们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并在企业中

提供跨文化咨询。大学阶段是学生提升能力和积累经验

的关键时期，应利用这一机会为未来进入全球职场打下

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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