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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国际商务交往中，为了增进双方的合作关系，商人们经常互相赠送礼品。这种给予和接受

的活动就这样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外交礼仪。本研究的对象为中国商人与印尼商人。众所周知，中

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本研究将以关于中印尼商人对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现状及理解

程度的比较研究为主。本研究的研究类型是属于定量研究。通过问卷法，能够得知中印尼商人对

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的现状、中国商人对印尼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的理解程度和印尼商人对中国

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的理解程度。 研究结果表明，中印尼商人对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的现状有着

相同点与不同点。相同点是在于对商务送礼作用、重要性及收礼礼节的看法，而不同点是在于对

商务送礼的原则、技巧和礼品品味的看法。至于理解程度，从分析结果可以得出结论：从 SPSS

平均值方面来说，中国商人达到的平均值（84.46%） 高于印尼商人的（82.67%）。从等级方面来

说，印尼商人对中国商务送礼 与收礼礼仪的理解程度（86.7%）则高于中国商人对印尼商务送礼

与收礼礼仪的理解程度（80%）。 

关键词：国际商务交往；中国；印尼；送礼礼仪；收礼礼仪 

 
ABSTRACT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chang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businessmen often give gifts to each other. This act of giving and receiving has thus become 

an important diplomatic protocol.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Chinese businessmen and Indonesian 

businessmen. As we all know, China is Indonesi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Therefore, the author decided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business gift giving and 

receiving etiquette between Chinese and Indonesian businessmen. The research type of this study is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the author hopes to kn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and Indonesian businessmen on business gift giving and receiving etiquette, the understanding 

level of Chinese businessmen on Indonesian business gift giving and receiving etiquette, and the 

understanding level of Indonesian businessmen on Chinese business gift giving and receiving etiquett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Indonesian 

businessme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usiness gift-giving and gift-receiving etiquette. The similarity 

lies in the views on the role, importance and gift receiving etiquette of business gift giving, while the 

difference lies in the views on the principles, skills and gift taste of business gift giving. As for the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it can be concluded from the analysis results that in terms of average values, the SPSS 

average values achieved by Chinese businessmen (84.46%)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Indonesian 

businessmen (82.67%). In terms of rank, Indonesian businessmen’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business 

gift-giving and receiving etiquette (86.7%) is higher than Chinese businessmen’s understanding of 

Indonesian business gift-giving and receiving etiquette (80% ). 

Keyword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changes; China; Indonesia; Gift-giving etiquette; Gift-receiving 

etiquette 

 

http://journal.ubm.ac.id/


Versi Online: http://journal.ubm.ac.id/ 

Hasil Penelitian 

 

 

Jurnal Bahasa dan Budaya China 
Vol. 13 (1): 33-41. Maret 2022  

ISSN: 2086-3667 

 

34 

 

引言 

 

商务送礼与收礼，每个国家都有各自

的习俗和禁忌。中国与印尼这两个国家都

是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这就会影响到

了这两国家之间在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方

面存在着异同。因此，通过这项研究，希

望得知中印尼在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方面

的特点及禁忌、并得知中印尼商人们对此

的现状及理解程度，以便进一步掌握中印

尼的送礼与收礼礼仪的知识，也有助于商

人与商务伙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留下

深刻的印象，商务交流更加顺利、更好地

完成目标。 

通过这项研究，能够得知中国与印尼

的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并得知中印尼商

人们对此的现状及理解程度，对此有进一

步的了解，让双方之间的合作与交往进行

得顺畅。不特如此，也希望这项研究能为

读者和其他的研究者提供有利的参考资

料，鼓励将来的研究者做出更深入的研

究。 

 

 

研究方法 

 

  研究类型有三种，其一是定量研究，

其二是定性研究，其三是混合研究。采用

文献法、访谈法和问卷法来进行定量研

究。至于研究对象的背景，主要是一家公

司的董事长或者公司里职位比较高的职

员。除此之外，研究对象也必须有曾经向

中国或者印尼商人送过商务礼品的经验。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包括：  

 访谈对象： 2 位印尼商人、2 位中

国商人。 

 问卷对象： 30 位印尼商人、30 位

中国商人。 

问卷设计如下： 

表 1 中国商人的问卷（理解程度） 

现状及理解程度 数量  

中国人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的

现状 
8 

印尼商务送礼特点  3 

印尼商务送礼禁忌  8 

印尼商务收礼特点    2 
 

 

表 2 印尼商人的问卷 

现状及理解程度  数量  

印尼商人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的

现状 
8 

中国商务送礼特点 3 

中国商务送礼禁忌 11 

中国商务收礼特点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中印尼商人对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的现状 

问卷分析： 

1） 商务送礼的理论：只要送礼人和送礼

对象在工作上有关系，或者和送礼对

象的亲朋好友有工作上的关系，那么

都可以称为“商务送礼”。  
表 3 商务送礼的理论 

答案 
中国 印尼 

人数 % 人数 % 

同意 25 83,3 24 80 

不同意 5 16,7 6 20 

总计 30 100 30 100 

其中占多数回答“不同意” （2 位中国

商人、3 位印尼商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

认为商务礼品只用于商务方面， 送礼目的

一般是为了跟对象搞好关系。如果跟送礼

对象的亲朋好友有商务关系的话，这就意

味着送礼人与收礼人之间并没有互惠互利

的关系，所以这不算是“商务送礼”了。 

2)商务送礼的重要性 

表 4 商务送礼的重要性 

答案 
中国 印尼 

人数 % 人数 % 

重要  29  96.7%  26  86.7%  

不重要  1  3.3%  4  13.3%  

总计 30  100%  30  100%  

从以上的比例来看，可以得出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在商务活动中，中国商人

比印尼商人更重视商务送礼。 

3)商务礼品的重要性（可多选）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商人认为商务礼

品在商务活动中起着最大的作用是向商务

伙伴表示祝贺与祝福的物品，而印尼商人

则是认为商务礼品在商务活动中起着最大

的作用是向商务伙伴表示尊重与感谢的象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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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商务礼品的重要性 

至于“提升企业品牌知名度的物品”

这项作用，它在中国商人的问卷中也占了

够大的比例。这表明中国商人认为商务礼

品赠送会起到公司广告宣传的作用。  

至于向商务伙伴表达友情的象征这项

作用，他在印尼商人的问卷中也占了相当

大的比例。这表明印尼商人认为商务礼品

赠送会增进商人与商务伙伴的友谊。  

至于提升企业品牌知名度的物品，商

人们在进行商务送礼时通常会给礼品贴上

公司的标志或者使用其他方法来推广公司

的产品。这除了能起到广告宣传作用，也

能让收礼人对公司留下美好的回忆。不

过，从以上的比例来看，中印尼商人对这

项作用的看法有些不同。从此可以看得

出，中国商人对这项作用的同意度是高于

印尼商人的。  

除此之外，有三位印尼商人分别提出

了商务礼品的作用：其一是作为商务访问

中的礼仪象征；其二是便于提升商务伙伴

的忠诚度的物品；其三是用于进行“贿赂

“的物品。 

4)商务礼品的重要性（可多选） 

表 6 商务礼品的重要性 

答案  
中国  印尼  

人数  %  人数  %  

增进商人与商务伙

伴的感情和友谊 
27 46.5 18 34 

便于商人与商务伙

伴建立良好的长期

合作关系 

23 39.7 25 47 

便于得到商务伙伴

的赞许 
8 13.8 8 15 

其他 0 0 2 4 

总计 58 100 53 100 

从以上的比例来看，可以得出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商人认为商务礼

品在商务活动中起着最大的重要性是增进

商人与商务伙伴的感情和友谊，而印尼商

人则认为商务礼品在商务活动中起着最大

的重要性是便于商人与商务伙伴建立良好

的长期合作关系。  

至于便于商人与商务伙伴建立良好的

长期合作关系这项重要性，它在中印尼商

人的两项问卷中都占了极大的比例。这表

明中印尼商人都认为商务礼品赠送有助于

保持良好的商务合作关系。  

至于便于得到商务伙伴的赞许这项重

要性，它在中印尼商人的两项问卷中都占

了最小的比例。这表明中印尼商人都认为

商务礼品赠送不会太影响到商务伙伴对商

务合作的赞同。  

除此之外，有两位印尼商人分别提出

了对商务礼品的重要性的看法：第一位商

人认为如果我们向商务伙赠送自己企业制

造的产品，我们能更好的介绍产品的优点

与质量，从而提高对方对产品质量的可信

度；而另一位商人则认为商务送礼在商务

活动中并没有起着任何重要性。 

5）商务礼品的类型 

表 7 商务礼品的类型 

答案  
中国  印尼  

人数  %  人数  %  

鲜花  3 10 3 10 

食品  7 23.3 12 40 

共用品（像打印

机、书架、文具

等等）  

3 10 1 3.3 

私人礼品  14 46.7 14 46.7 

其他答案  3 10 0 0 

总体  30 100 30 100 

从以上的比例来看，可以得出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中印尼商人在商务活

动中最常见的商务礼品都是私人礼品。这

表明这双方国家的商人对商务礼品的品味

有着相同的看法。除此之外，食品在两项

问卷中也都占了极大的比例。从此可以看

得出，这种商务礼品也很受中印尼商人的

欢迎。  

至于鲜花和共用品这两种物品，它俩

在两项问卷中都占了最小的比例。这表明

这两种商务礼品都不太受中印尼商人的欢

迎。  

答案 
中国 印尼 

人数 % 人数 % 

向商务伙伴表示尊重

与感谢的象征 
14 17 27 36.5 

向商务伙伴表示祝贺

与祝福的象征 
25 31 16 22 

向商务伙伴表达友情

的象征 
18 22 21 28 

提升企业品牌知名度

的物品 
24 30 7 9.5 

其他 0 0 3 4 

总计 81 100 7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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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有三位中国商人分别提出

了商务活动中常见的礼品：其一是滋补

品；其二是区别行贿的有代表性或者象征

性价值的礼品；其三是烟和酒以及购物

卡。 

6）商务送礼的原则 

表 8 商务送礼的原则 

答案 
中国 印尼 

人数 % 人数 % 

礼品要有纪念

性：具有纪念

意义的礼品 

6 20 9 30 

礼品要体现民

族性：具有送

礼人的民族特

色的礼品 

2 6.7 5 16.7 

礼品要有针对

性：根据对方

的性格特点、

兴趣爱好、生

活品味、身份

与年龄，场合

来确定的礼品 

18 60 13 43.3 

礼品要有差异

性：不触犯对

方的宗教信

仰、风俗习惯

和文化背景的

礼品 

4 13.3 3 10 

总计 30 100 30 100 

从以上的比例来看，可以得出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中印尼商人都认为最

重要的商务送礼原则是礼品要有针对性：

根据对方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生活品

味、身份与年龄，场合来确定的礼品。这

表明中印国家的商人对商务送礼的原则有

着相同的看法。  

至于礼品要体现民族性，具有送礼人

的民族特色的礼品，它在中国商人的问卷

中占了最小的比例。这表明中国商人认为

这项原则不会太影响到商务送礼的效果。  

至于礼品要有差异性，以不触犯对方

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背景的礼

品，它在印尼商人的问卷中占了最小的比

例。这表明印尼商人认为这项原则不会太

影响到商务送礼的效果。 

 

 

 

 

8） 商务送礼的技巧 

表格 9 商务送礼的技巧 

答案 
中国 印尼 

人数 % 人数 % 

确定收礼人：收

礼人的人数、等

级高低 

9 30 6 20 

注重“随俗避

忌”、“投其所好” 
7 23．3 10 33.3 

重视礼品的包装 5 16．7 2 6．7 

把握送礼的时机 3 10 6 20 

选择送礼的途

径：当面赠送、

托人转送、使用

专递 

4 13．3 1 3．3 

学好送礼的说话

方式 
2 6.7 5 16.7 

总计 30 100 30 100 

从以上的比例来看，可以得出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商人认为在商务

送礼中最重要或者必须掌握的技巧是确定

收礼人：收礼人的人数、等级高低，而印

尼人则比较注重“随俗避忌”、“投其所

好”。  

至于学好送礼的说话方式，它在中国

商人的问卷中占了最小的比例。 这表明中

国商人认为掌握说话技巧并不是一种必须

掌握的送礼技巧， 也不会太影响到商务送

礼的效果。  

至于选择送礼的途径，它在印尼商人

的问卷中占了最小的比例。这表明印尼商

人在商务送礼中不太讲究送礼赠送的方

法。 

9）商务收礼的礼节 

表 10 商务收礼的礼节 

答案 
中国 印尼 

人数  %  人数  %  

表示感谢  18 60 15 50 

显出愉快的表

情  
3 10 7 23.3 

重视对方赠送

的礼品：不能

把对方赠送的

礼品开玩笑  

9 30 8 26.7 

总计  30 100 30 100 

从以上的比例来看，可以得出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中印尼商人都认为最

重要的商务收礼礼节是表示感谢。从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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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得出，中印尼商人都认为此项礼节是

商务收礼礼仪中的一种关键细节。  

至于显出愉快的表情，它在中印尼商

人的两项问卷中都占了最小的比例。这表

明中印尼商人都认为这并不是一项太重要

的收礼礼节。 

众所周知，中国人都是很爱面子的。

收到礼品时如果显出太愉快的表情就很可

能会显得太贪婪。 

 

中印尼商人对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的

理解程度 

1） 中国商人及印尼商人对商务送礼特点

的理解程度 

在发给中国商人的问卷中有 3 个与印

尼商务送礼特点相关的项目。每个项目的

最小分数是 1 分，而最高分数是 5 分。从 

30 位商人，其中达到最高的分数为  15 

分，而最低分数为 4 分。为了得知中国商

人对印尼商务送礼特点的理解程度属于哪

个程度，笔者使用以下算法来设定分数标

准：  

平均值（Ideal Mean）：1/2（15 + 3）：9  

标准差（ Ideal Standard Deviation）：1/6

（15 - 3）：2  

表 11 中国商人对印尼商务送礼特点的理解程

度 

 分数标准  等级  人数  %  

1      X ≥ 11  高  25 83.3 

2 7 ≤ X < 11  中  4 13.3 

3     X < 7  低  1 3.3 

从上表来看，理解程度属于“高”等

级的中国商人的比例是最高的。这表明中

国商人对印尼商务送礼特点的理解程度达

到了“高”程度。 

在发给印尼商人的问卷中有 3 个与中

国商务送礼特点相关的项目。每个项目的

最小分数是 1 分，而最高分数是 5 分。从 

30 位商人，其中达到最高的分数为  15 

分，而最低分数为 10 分。为了得知印尼

商人对中国商务送礼特点的理解程度属于

哪个程度，使用以下算法来设定分数标

准：  

平均值（Ideal Mean）：1/2（15 + 3）：9  

标准差（ Ideal Standard Deviation）：1/6

（15 - 3）：2 

表 12 印尼商人对中国商务送礼特点的理解程

度 

 分数标准  等级  人数  %  

1    X ≥ 11  高  26  86.7 

2   7 ≤ X < 11  中  4  13.3 

3   X < 7  低  0  0  

从以上的比例来看，理解程度属于

“高”等级的印尼商人的比例是最高的。

这表明印尼商人对中国商务送礼特点的理

解程度达到了“高”程度。 

至于商务送礼特点，理解程度属于

“高”等级的印尼商人的比例高于中国商人

的。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印尼商人对中国

商务送礼特点的理解程度高于中国商人对

印尼商务送礼特点的理解程度。 

1)中国商人及印尼商人对商务送礼禁忌的

理解程度 

在中国商人的问卷中有 8 个与印尼商

务送礼特点相关的项目。每个项目的最小

分数是 1 分，而最高分数是 5 分。从 30 

位商人，其中达到最高的分数为 40 分，

而最低分数为 12 分。为了得知中国商人

对印尼商务送礼禁忌的理解程度属于哪个

程度，笔者使用以下算法来设定分数标

准：  

平均值（Ideal Mean）：1/2（40 + 8）：24  

 标准差（Ideal Standard Deviation）：1/6

（40 - 8）：5,3：5 

表 13 中国商人对印尼商务送礼禁忌的理解程

度 

 分数标准  等级  人数  %  

1       X ≥ 29  高  25  83,3 

2    11 ≤ X < 29  中  5  16,7 

3       X < 11  低  0  0  

从以上的比例来看，理解程度属于

“高”等级的中国商人的比例是最高的。

这表明中国商人对印尼商务送礼禁忌的理

解程度达到了“高”程度。  

在印尼商人的问卷中有 11 个与中国

商务送礼禁忌相关的项目。每个项目的最

小分数是 1 分，而最高分数是 5 分。从 30 

位商人，其中达到最高的分数为 55 分，

而最低分数为 19 分。为了得知印尼商人

对中国商务送礼禁忌的理解程度属于哪个

程度，笔者使用以下算法来设定分数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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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Ideal Mean）：1/2（55 + 11）：

33  

标准差（ Ideal Standard Deviation）：1/6

（55 - 11）：7,3：7 

表 14 印尼商人对中国商务送礼禁忌的理解程

度 

 分数标准  等级  人数  %  

1       X ≥ 40  高  25  83.3 

2    26 ≤ X < 40  中  4  13.3 

3       X < 26  低  1  3.3 

从以上的比例来看，理解程度属于

“高”等级的印尼商人的比例是最高的。

这表明印尼商人对中国商务送礼禁忌的理

解程度达到了“高”程度。 

不过，理解程度属于“中”等级的中

国商人的比例高于印尼商人的。所以可以

得出结论：中国商人对印尼商务送礼禁忌

的理解程度高于印尼商人对中国商务送礼

禁忌的理解程度。 

2） 中国商人及印尼商人对商务收礼特点

的理解程度 

在中国商人的问卷中有 2 个与印尼收

礼特点相关的项目。每个项目的最小分数

是 1 分，而最高分数是 5 分。从 30 位商

人，其中达到最高的分数为 10 分，而最低

分数为 4 分。为了得知中国商人对印尼商

务收礼特点的理解程度属于哪个程度，笔

者使用以下算法来设定分数标准：  

平均值（Ideal Mean）：1/2（10 + 2）：6  

标准差（Ideal Standard Deviation）：1/6

（10 - 2）：1,3：1 

表 15 中国商人对印尼商务收礼特点的理解程

度 

 分数标准  等级  人数  %  

1    X ≥ 7  高  28  93.3 

2    5 ≤ X < 7  中  1  3.3 

3    X < 5  低  1  3.3  

从以上的比例来看，理解程度属于

“高”等级的中国商人的比例是最高的。

这表明中国商人对印尼商务收礼特点的理

解程度达到了“高”程度。  

在印尼商人的问卷中有 4 个与中国商

务收礼特点相关的项目。每个项目的最小

分数是 1 分，而最高分数是 5 分。从 30 

位商人，其中达到最高的分数为 20 分，

而最低分数为 13 分。为了得知印尼商人

对中国商务收礼特点的理解程度属于哪个

程度，笔者使用以下算法来设定分数标

准：  

平均值（Ideal Mean）：1/2（20 + 4）：12  

标准差（Ideal Standard Deviation）：1/6

（20 - 4）：2,6：3 

表 16 印尼商人对中国商务收礼特点的理解程

度 

 分数标准  等级  人数  %  

1     X ≥ 15  高  23  76.7%  

2    9 ≤ X < 15  中  7  23.3%  

3    X < 9  低  0  0%  

从以上的比例来看，理解程度属于

“高”等级的印尼商人的比例是最高的。

这表明印尼商人对中国商务收礼特点的理

解程度达到了“高”程度。 

至于商务收礼特点，理解程度属于

“高”等级的中国商人的比例高于印尼商

人的。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商人对印

尼商务收礼特点的理解程度高于印尼商人

对中国商务收礼特点的理解程度。 

3） 中国商人及印尼商人对商务送礼与收

礼礼仪的理解程度 

至于中国商人对印尼商务送礼与收礼

礼仪的理解程度，问卷中一共有 13 个项

目。每个项目的最小分数是 1 分，而最高

分数是 5 分。从 30 位中国商人，其中收

到的最高分数为 98 分，而最低分数位 31 

分。通过分数统计，结果表明平均值

84.46，标准差为 13.85。  

为了得知中国商人对印尼商务送礼与

收礼礼仪的理解程度属于哪个程度， 笔者

使用以下算法来设定分数标准的区间：  

 NT（Ideal Highest Score）：最高分数：

65/65 x 100：100  

 NR（Ideal Lowest Score） ：最低分数：

13/65 x 100：20  

 K（Quantity of Category）：等级的数量：

3 

表 17 中国商人对印尼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的

理解程度 

 分数区间  等级  人数  %  

1      74 - 100  高  24  80%  

2      47 - 73  中  5  16.7%  

3      20 - 46  低  1  3.3%  

http://journal.ubm.ac.id/


Versi Online: http://journal.ubm.ac.id/ 

Hasil Penelitian 

 

 

Jurnal Bahasa dan Budaya China 
Vol. 13 (1): 33-41. Maret 2022  

ISSN: 2086-3667 

 

39 

 

从以上的比例来看，理解程度属于

“高”等级的中国商人的比例是最高的。

这表明中国商人对印尼商务送礼与收礼礼

仪的理解程度达到了“高”程度。  

至于印尼商人对中国商务送礼与收礼

礼仪的理解程度，问卷中一共有 18 个项

目。每个项目的最小分数是 1 分，而最高

分数是 5 分。从 30 位印尼商人，其中收

到的最高分数为 100 分，而最低分数位 62 

分。通过分数统计，结果表明平均值为 

82.67，标准差为 11.28。  

为了得知印尼商人对中国商务送礼与

收礼礼仪的理解程度属于哪个程度， 笔者

使用以下算法来设定分数标准的区间：  

 NT（Ideal Highest Score）：最高分数：

90/90 x 100：100  

 NR（Ideal Lowest Score）：最低分数：

18/90 x 100：20  

 K（Quantity of Category）：等级的数量：

3 

表 18 印尼商人对中国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的

理解程度 

 分数区间  等级  人数  %  

1      74 - 100  高  26  86.7%  

2      47 - 73  中  3  10%  

3      20 - 46  低  1  3.3%  

从以上的比例来看，可以得出结论：

理解程度属于“高”等级的印尼商人的比

例是最高的。这表明印尼商人对中国商务

送礼与收礼礼仪的理解程度达到了“高”

程度。 

虽然中国商人达到的平均值（84.46）

高于印尼商人的（82.67），不过，理解程

度属于“高”等级的印尼商人的比例则是

高于中国商人的。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从

平均值方面来说，中国商人达到的平均值

高于印尼商人的。而从等级方面来说，印

尼商人对中国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的理解

程度则高于中国商人对印尼商务送礼与收

礼礼仪的理解程度。 

 

 

结论 

 

  通过定量研究方法对中国商人及印尼

商人对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的现状及理解

程度进行探讨与分析。根据研究资料的统

计以及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与印尼商人对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的

现状  

1) 徐克茹（2007）在《商务礼仪标准培

训》一书中提出的理论：只要送礼人和

送礼对象在工作上有关系，或者和送礼

对象的亲朋好友有工作上的关系，那么

都可以称为“商务送礼”、中国商人对

此的同意度高于印尼商人的。  

2) 在商务活动中，中国商人比印尼商人更

重视商务送礼。  

3) 中国商人认为商务礼品在商务活动中起

着最大的作用是向商务伙伴表示祝贺与

祝福的物品，而印尼商人则是认为商务

礼品在商务活动中起着最大的作用是向

商务伙伴表示尊重与感谢的象征。  

4) 中国商人认为商务礼品在商务活动中起

着最大的重要性是增进商人与商务伙伴

的感情和友谊，而印尼商人则是认为商

务礼品在商务活动中起着最大的重要性

是便于商人与商务伙伴建立良好的长期

合作关系。  

5) 中印尼商人都认为在商务活动中最常见

的商务礼品是私人礼品。这表示这两国

的商人们在商务礼品品味方面有着相同

点。  

6) 中印尼商人都认为最重要的商务送礼原

则是礼品要有针对性，意思就是根据对

方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生活品味、

身份与年龄，场合来确定的礼品。  

7) 中国商人认为在商务送礼中最重要或者

必须掌握的技巧是确定收礼人， 意思

是确定好收礼人的人数、等级高低，而

印尼人则比较注重“随俗避忌”、“投

其所好”。  

8) 中印尼商人都认为最重要的商务收礼礼

节是表示感谢。  

 

中国与印尼商人对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的

理解程度  

1) 商务送礼特点，理解程度属于“高”等

级的印尼商人的比例（占 86.7%）高于

中国商人的（占 83.3%）。由此可见，

印尼商人对中国商务送礼特点的理解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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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于中国商人对印尼商务送礼特点的

理解程度。  

2) 至于商务送礼禁忌，中国与印尼商人理

解程度属于“高”等级的比例都是一样

的（占 83.3%）。不过，理解程度属于

“中”等级的中国商人的比例（占

16.7% ） 高 于 印 尼 商 人 的 （ 占

13.3%）。由此可见，中国商人对印尼

商务送礼禁忌的理解程度高于印尼商人

对中国商务送礼禁忌的理解程度。 

3) 至于商务收礼特点，理解程度属于

“高”等级的中国商人的比例（占

93.3%）高于印尼商人的（占 76.7%）。

中国商人对印尼商务收礼特点的理解程

度高于印尼商人对中国商务收礼特点的

理解程度。  

4) 从中国与印尼两项问卷的分析结果看得

出 来 ， 中 国 商 人 达 到 的 平 均 值

（ 84.46% ） 高 于 印 尼 商 人 的

（ 82.67% ）。不过，理解程度属于

“高”等级的印尼商人的比例（占 

86.7% ）则是高于中国商人的（占 

80%）。所以可以得出结论： 从平均值

方面来说，中国商人达到的平均值高于

印尼商人的。而从等级方面来说，印尼

商人对中国商务送礼与收礼礼仪的理解

程度则高于中国商人对印尼商务送礼与

收礼礼仪的理解程度。  

 

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及笔者在分析过程

中所发现的问题，笔者在此对中国与印尼

商人提出一些建议。  

1) 对中国与印尼商人的建议  

为了促进双方国家的商务送礼与收礼

礼仪上的相互理解，中印尼商人可以从书

籍、期刊、电子文献和其他相关资料来寻

找可靠的信息。除此之外，中印商人也可

以直接向对方访问他国家的商务送礼与收

礼礼仪中的特点及禁忌， 从而互相掌握双

方之间的送礼与收礼礼仪的知识，在商务

送礼中给对象留下深刻的印象，避免冲突

或者误会的发现，双方的商务合作最后就

会更好的完成目标。  

 

2) 对中国商人的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印尼商人在商务送礼

中都很注重“随俗避忌”、“投其所 

好”。众所周知，在商务送礼的过程中，

碰到触犯宗教及文化禁忌是一件令人 很不

愉快的事情。因此，为了避免冲突及误会

的出现，向印尼商人送礼之前要尽量了解

清楚对方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背

景等形成的公共禁忌。除此 之外，送礼人

也必须懂得投其所好，意思是要根据对方

的兴趣爱好来确定礼品， 送出适合他们品

味的礼品。这样送礼才会达到理想的效

果。  

3) 对印尼商人的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印尼商人在商务活动

中没有像中国商人那么重视商务送礼。由

于商务送礼对国际商务合作起着很大的作

用，因此印尼商人必须提高对商务送礼的

重视。这样才会增进自己与商务对象的友

谊，从而建立良好与长期的合作关系。  

同时，中国商人认为在商务送礼中最

重要或者必须掌握的技巧是考虑收礼人的

人数及等级高低。因此，向中国人送礼时

应该注意这些问题：  

o 如果送礼品给下级，而忽略了他的老板, 

这不仅给这个下级出麻烦, 而且还会影

响到双方的合作关系 。 

o 如果只送一件礼品, 要送给与你打交道

的人中职位最高的。  

o 如果送礼的对象不止一人，一定要按照

实际人数的数目来准备礼品，人人都有

份。  

o 如果收礼人的等级是相同的，赠送的礼

品也应该是相同的 。 

o 如果拿不准对象的等级高低, 就送一件

集体性的礼品, 比如是一个水晶碗、水

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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