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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的跨文化冲突及其解决策略研究——
以加拿大太阳剧团为例

乔驰   徐晔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中国·四川 成都 610103

摘要：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全球化的潮流，企业的竞争市场环境日趋复杂。在企业积极走

向国际化的进程中，跨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科学进行跨文化冲突的管理成为越来越多跨国企

业实现全球经营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论文采用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的方法，针对加拿大太阳剧

团进军中国澳门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研究问题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论文对太阳剧

团在中国澳门所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及解决措施进行了初步探讨，为同类型跨国公司的跨文化

冲突解决提供了参考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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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

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并寻求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间。在这个过程中，跨文化冲突现象成为不可

避免的管理难题，科学管理跨文化冲突成为跨

国企业管理者关注的重点。以加拿大太阳剧团

为例，该剧团作为全球知名的戏剧娱乐公司，

在进军中国澳门市场时的跨国运营过程中面临

着显著的跨文化冲突问题。

目前，跨文化管理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

理论，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跨国企业仍然会

遇到许多复杂的实际问题。例如，中国和加拿

大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太阳剧团在管理和

运营等方面产生矛盾和冲突。太阳剧团作为一

家以表演艺术为主的跨国公司，其在中国澳门

的市场开拓过程中，既要保持其品牌独特的文

化风格，又要适应当地观众的文化偏好，使得

跨文化冲突尤为明显。因此，本文不仅具有理

论上的重要性，也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的方法，以

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为基础，深入探讨

太阳剧团在中国澳门市场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

题。通过分析太阳剧团的具体案例，研究中国

和加拿大之间的文化差异，揭示跨文化冲突的

深层原因。研究发现，太阳剧团在中国澳门所

面临的跨文化冲突，不仅表现在表面上的语言

和习俗差异，更深入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层面。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多项应对策略，涉

及战略制定、文化适应、本土营销、文化交流

等多个维度。本文旨在分析太阳剧团在中国澳

门所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的具体成因，并提

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为其他跨国企业提供借鉴。

1 太阳剧团简介与发展概况

1.1 太阳剧团发展历程

太阳剧团是加拿大的一家娱乐演出公司，

也是全球最大的戏剧制作公司，由两位街头

艺人盖·拉利伯特和吉列斯·史特克洛伊克斯于

1984 年创立。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太阳剧团

从一个仅有 73 人的小型表演团体，成长为拥

有超过 5000名成员的全球巨头。凭借对传统马

戏的创新性演绎和卓越的舞台表现力，太阳剧

团获得了包括艾美奖和斑比奖在内的多项国际

演艺界的最高荣誉，成为与美国迪士尼相提并

论的世界级文化品牌（见图 1）。

1.2 太阳剧团战略定位

太阳剧团砍去成本昂贵又不人道的动物马

戏表演，仅保留帐篷、小丑和杂技等关键元素，

通过与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相结合的

新马戏来讲述完整的主题故事，以差异化竞争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质上讲，太阳剧团使得

马戏节目带有戏剧性，用贯穿全场的音乐打破

语言的藩篱，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因此，太阳

剧团将其观众群体定位于既需要高难度杂技

刺激、又具有艺术欣赏力、消费能力更强的成

年人。

图 1 太阳剧团定义新型马戏的价值曲线

2 太阳剧团的跨文化冲突问题

2.1 太阳剧团跨文化冲突背景

2008年，太阳剧团在中国澳门首次尝试，

推出了亚洲首个常驻剧目《ZAiA》，并在澳门

威尼斯人酒店设立了剧院。为了引入《ZAiA》，

金沙中国有限公司投资超过一亿美元建造了剧

院，并与太阳剧团签署了为期十年的合作协议。

然而，由于高达 388~1288澳门元的票价，该剧

目的观众并不踊跃，导致剧院的平均上座率仅

为 40%。到 2012年，因票房持续不佳，太阳剧

团决定提前终止在澳门的驻场表演，未能完成

十年协议的一半。《ZAiA》剧目信息如表 1所示。

2.2 太阳剧团跨文化冲突表现

《ZAiA》是一个与中国观众缺乏关联，无

国界且无民族性的太阳剧团式作品。剧中在星

际间骑自行车的人、遨游太空的主角与空中漫

步的“北极熊”，这些元素更多体现对个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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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追求，剧中个体主义表现形式与中国观众

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产生了冲突，使中国观众很

难融入其中。中国观众对文化产品的期望更注

重内在价值和传统联系，而《ZAiA》缺乏与中

国观众的文化连接，不被观众买账也就在所难

免了。

《ZAiA》是一个将中国杂技进行西方化包

装的典型案例。中国杂技并不缺乏优秀内容，

而是缺少成熟的西方运营模式。因此，太阳剧

团在澳门落户时曾认为这是中国杂技学习的最

佳途径。然而，事实证明，简单地将西方模式

直接应用并不总是有效。《ZAiA》未能与中国

传统杂技的文化内涵和观众情感产生共鸣，表

演中也未能有效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导致了跨

文化的冲突和票房的失利。

除此之外，澳门本地的市场非常有限，而

去澳门的大陆游客，绝大多数都是冲着澳门的

赌场文化而来的，他们希望在这里体验一把刺

激与心跳，感受那种与众不同的娱乐氛围。相

比之下，杂技表演这种相对“低刺激”的娱乐

形式在澳门显得相对冷门，并且剧中的创新元

素对大陆游客而言显得过于抽象和遥远，导致

太阳剧团在澳门经营惨淡。

2.3 太阳剧团跨文化冲突本质

太阳剧团在中国澳门进行首次尝试的跨文

化冲突根源是中西文化，尤其是中国与加拿大

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表面上的语

言和习俗差异，更深入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

观层面。中国和加拿大在文化、历史、社会结

构等方面都拥有独特的背景，这些背景差异为

太阳剧团进军中国市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然

而，进行《ZAiA》创作的团队成员对中华文化

知之甚少，不够深入了解中国市场的特点，不

能足够明白中国观众的意识形态，导致中国观

众难以产生共鸣。

3 太阳剧团跨文化冲突的成因分析

根据荷兰企业文化管理专家吉尔特·霍夫

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表 2），可以分析中

国与加拿大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太阳剧团在

中国澳门首次尝试时所面临的跨文化冲突的原

因。这一理论为理解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

提供了一个坐标系，使人们能够通过不同的文

化维度来准确识别各国文化特点，从而为更有

效地应对跨文化冲突提供了理论基础。

表 2 霍夫斯泰德国家文化模型（中国、加拿大得分）

国家 个体主义 权力距离
不确定性

规避
男性化 长期取向

中国 43 80 30 66 77

加拿大 72 39 48 52 54

3.1 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国家，人们注

重团体认同感和群体归属感，而加拿大呈现浓

厚的个体主义文化色彩，人们追求自我实现和

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太阳剧团没有充分理解中

国观众对集体主义的追求，作品《ZAiA》的西

式包装和太阳剧团式的个体主义表现形式与中

国观众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产生了冲突，导致中

国观众难以产生共鸣。

3.2 权力距离

中国的高权力距离文化意味着人们对权力

分配的不平均持接受态度，而加拿大的权力距

离较小，表明加拿大更注重个人能力的追求。

《ZAiA》采用了西方的运营模式和演出风格，

与中国观众的文化期待产生了冲突。中国观众

可能认为剧中遨游太空的主角或空中漫步的

“北极熊”没有体现高度的权力距离，更多反

映了对个人价值与能力的追求，即低权力距离

特征，所以他们觉得难以融入其中。

3.3 不确定性规避

中国人认为遵守法律和规则可以灵活地适

表 1 《ZAiA》剧目信息

首演时间 谢幕 时间 地点 项目主要投资方 项目简介

2008 年 8
月 28 日

2012 年 2
月 19日

澳门威

尼斯人

酒店

太阳剧团

金沙中国

ZAiA 讲述了少女踏上奇异的太空之旅，在浩瀚的宇宙中重新认识自

己的故事。为了迎合中国游客的口味，该剧目在杂技表演中融入了舞

狮环节和龙的元素。剧场舞台设计秉承了先建看台、再搭舞台的理念，

保证剧院每一处都能获得最佳观看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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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实际情况，而加拿大人更容易接受新想法并

愿意尝试新的事物。中国观众习惯了固有的规

则和法度，因此对《ZAiA》中那种西方表现风

格感到陌生和不易接受。反观加拿大观众，他

们对新想法的接受度较高，可能更能欣赏这种

创新风格，这样的文化差异最终导致《ZAiA》

在中国市场票房失利。

3.4 男性化与女性化导向

中国显示出一种高度重视成就和成功的男

性化文化，加拿大虽然表现出对成就和成功的

重视，但整体文化基调更加低调。《ZAiA》对

于习惯了传统杂技的中国观众而言，这些创新

元素显得过于抽象和遥远，缺乏明确的成功和

成就的展示。并且澳门多为追求赌场文化的大

陆游客，他们在澳门寻找的是刺激和心跳，而

不是杂技表演这种相对“低刺激”的娱乐形式，

导致了太阳剧团的跨文化冲突。

3.5 长期取向和短期取向

中国文化比较务实，表现出能够轻松地使

传统适应变化的条件，而加拿大相对中国而言

更容易接受新想法和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观

众对杂技表演的期待不仅在于表演本身，还在

于其创新性和文化关联性。中国观众希望看到

能够反映本土文化特色并与自身文化背景产生

共鸣的内容，而《ZAiA》与中国传统杂技的文

化内涵和观众的情感共鸣缺乏联系，因此难以

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可。

4 太阳剧团跨文化冲突的应对策略

4.1 塑造协同发展愿景，制定有效发展战略

价值观念的差异和行为约束管理需要相互

配合，因此，协同的发展愿景对于解决跨文化

冲突至关重要。对此，太阳剧团应对其发展战

略进行相应的调整，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

以满足跨文化冲突解决的需要。例如，在剧目

的开发过程中，太阳剧团应结合当前戏剧行业

的市场竞争状况、剧目的市场价值、独特的知

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明确剧目开发的市场竞

争目标，以便创作团队能够在共同目标的基础

上发挥各自的职责和权利。剧目开发创作的愿

景塑造流程如图 2所示。

图 2 剧目开发创作的愿景塑造流程图

4.2 深度融入当地文化，积极推进文化适应

太阳剧团进军中国市场，需要在创作和表

演中融入更多的中国文化元素，确保作品能够

与中国观众的文化背景和情感产生共鸣。例如，

加入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情节、角色设计以及

传统文化符号，以满足中国观众的需求。此外，

通过增加与观众互动的环节，利用本地语言和

文化背景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增强观众参与感

和认同感。

4.3 开展市场调查研究，制定本土营销策略

太阳剧团应加强市场调研，收集中国观众

的反馈意见，根据观众的偏好和需求调整表演

内容和形式。通过问卷调查、焦点小组等方式

了解观众的期望和意见，不断改进和优化表演。

同时制定针对中国市场的本土化营销策略，利

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宣传渠道进行推广。此外，

可以利用明星代言、热点事件等方式吸引观众

关注，增加品牌在当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4 加强文化敏感培训，推动教育文化交流

太阳剧团可以加强团队成员的文化敏感性

培训，以提升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理解和尊重。

通过培训，团队成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跨

文化差异，在表演和交流中展示出更多的包容

性和灵活性。同时、团队成员可以通过与中国

本地艺术家的合作，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增

强作品的文化适应性。此外，通过举办相关的

文化交流活动和工作坊，向中国观众介绍太阳

剧团的历史和表演特色，增进观众对太阳剧团

的理解和认同。

5 结论

本文以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为基

础，对太阳剧团在中国澳门进行初步尝试所面

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及成因进行了分析，并制

定其跨文化冲突的应对策略。分析结果发现太

阳剧团在中国澳门面临的跨文化冲突根源是中

西文化，尤其是中国与加拿大文化的冲突，这

种冲突更是深入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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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基于太阳剧团在中国澳门面临的跨文化冲

突，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塑造协同发展愿

景，制定有效发展战略；深度融入当地文化，

积极推进文化适应；开展市场调查研究，制定

本土营销策略；加强文化敏感培训，推动教育

文化交流。本文对太阳剧团在中国澳门所面临

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及解决措施进行了初步探

讨，为同类型跨国公司的跨文化冲突解决提供

参考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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