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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我国家族企业的现实问题出发，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论证我国家族企业在发展期引入外部人力资本的必要性 

及外部人力资本的引入给家族企业价值带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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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广泛的存在着，无论 

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家族企业都显示出顽强的生命 

力。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全球企业中有 80％不同程度的带 

有家族色彩；《财富)500强中，175家为家族企业；美国上市的 

大型企业中，40％的企业为家族控制。在欧洲。家族企业支配 

着小型和中等规模的公司．并且在一些国家占到较大公司的 

大多数；在亚洲，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家族公司大都居 

主导地位。在我国，2001年一年的时间就有太太药业、天通股 

份、广东榕泰等 5家家族企业成功上市，这些家族企业在资本 

市场的亮相，显示了家族企业在中国的强劲的发展势头。目前 

我国大多数经历了创业期而进人发展期的家族企业遇到了一 

些发展上的障碍，其中不少都作了打破家族制的尝试 ．有成 

功，也有失败，但更多的是困惑。基于此。本文对我国家族企业 

在发展期引进外部人力资本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

、我国家族企业的现实问题 

家族企业在创业之初，面临着资金、技术、管理等资源匮 

乏，如果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公司都有破产和倒闭的风险。 

家族内部资源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因此创业者选择家族 

制往往不是比较不同企业制度之间经济绩效差异之后的结 

果，而是他们创业时唯一可能的制度选择。因为家族成员的参 

与往往是创业时最需要的低成本组织资源：家族成员之间更 

容易建立起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从而更容易进行合作：家族企 

业的性质更能保证企业主的权威；与其他公司相比。家族企业 

的凝聚力更强。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我国较早实行改革开放的 

东南沿海地区涌现了大批家族企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制 

企业制度的局限性逐步显现，当发展到较大规模后，成为全国 

乃至国际性企业 ，实行多元化经营以后，很多家族企业就面临 

着来自市场竞争的“生存检验”了，原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 

极因素转变为阻碍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集中表现为： 

(一)家族企业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雇主式企业家 

的个人魅力和能力以及以企业家为中心的家族成员的共同努 

力。这个阶段，企业家能力相对于企业成长水平而言是足够 

的。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市场压力的加大．企业家 

的能力满足不了企业发展的需要了。在企业发展扩张阶段．无 

论是技术、产品，还是市场、融资，均超出了企业主所拥有的经 

验沉淀和知识储备，而且管理者再学习的速度远远落后于企 

业发展的速度，而管理者的经验和知识的折旧速度又远远高 

于企业的变化速度。此时，企业家个人能力的局限甚至成为企 

业发展的桎梏。当企业家能力不能推动企业持续成长时．那么 

就应该引人新的管理资源。 

(二)家族企业产权高度集中。这种高度集中的产权结构 

在家族企业创办的初期 ，将家族及个人的命运同企业的发展 

紧密相连，能够促使家族成员能够各尽其力为家族和个人的 

最大利益，为企业的发展努力工作。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企 

业的发展，这种单一的产权结构在企业进一步发展阶段 ，产生 

了难以克服的弊端。首先，在产权单一的家族企业中，产权关 

系与亲缘关系混淆必然导致家族及其成员对企业经营的干 

预，造成企业的经营困境。其次．单一的产权结构限制了家族 

企业发展再融资的途径，阻碍企业规模的继续扩大。最后，产 

权高度集中。无法对管理者形成有效制约及监督，企业的发展 

变为个人的发展．出现所有者不堪管理重负和经营决策失误 

等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企业在初建或规模较小时，单 
一

的产权结构的家族制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但是对于不断扩 

大企业规模和不断拓展企业经营范围的大中型家族企业来 

说，单一产权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引入外部人力资本就显得刻 

不 容缓 了。 

在大多数家族企业中，不仅重大经营方针，而且日常的经 

营管理事务都是由家族做出的。家族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不 

分的状况可以从家族企业经营决策的产生方式看出(见表 1)： 

表 1被调查私营企业重大决策和一般管理决定的产生 

决策者 经营决簧 一般管理挟簧 决策平均数 

业主本人 58．8 54．7 56．75 

业主和 主要管理 
者 30 34．9 32．45 

董事会 11．0 10．0 10．5 

其他人 0．2 0，4 0．3 

由上表可以看出，家族企业决策主要是由企业主决定，业 

主本人做出决策的就占56．75％，而由企业主和主要管理者等 

共同做出决策的占32，45％。董事会决策虽然占有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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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董事会并非严格意义上由股东选出，一般是投资者的联 

席会议 。而且董事会的决策对企业主来说一般只是具有参 

考意义。 

家族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集中保证了经营主体具有充 

分的经营自主权，做出的决策能更灵活的适应市场的变化。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随着企业经营范围的扩展，所有权与经 

营权的集中既造成所有者不堪管理重负，又容易导致决策的 

失误。此时。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把经营权交给懂经营、会 

管理的职业经理人员，实现资本与管理的分工合作，将会大大 

提高企业的管理运作效率。 

二、发展期家族企业引入外部人力资本的必要性 

分析 

我们进一步通过数理模型来证明：家族企业创办初期，家 

族成员介入经营管理的比重越大，企业价值越高；当家族企业 

处于发展壮大期时。家族成员介入的比重越大，企业价值越低。 

假设：r为家族企业的租金，x为企业的产出，企业的产出 

只有xH(发展时期)，xL(创办时期)两种情况，xH的可能性是 

P(e)，e是非家族，家族雇员没有被家长观察到的贡献水平，P‘< 

0。P”>O。设非家族，家族雇员在企业创办初期工资为W 、在企 

业发展时期工资为W 。Y。为企业主收入水平 ，B为信任函数， 

0<131<1，设 Y >WH，，YpL>Wb可以推论，up(y >Uk(W ，Up(ypL) 

>u (WI)，而根据边际递减原理，可以得出：up‘(y <U ’(W ， 

up，(Y )<Uk(wd。非家族雇员效用预期为： 

Eu be)=P(O u +((1一P(O))u 一vo (1) 

其中，ck为非家族雇员消费水平 ，v e)为无效用贡献函 

数。且为可微单调递增凹函数，令 ukL uk(wL)，且 ukHsuk 

(wH)。由方程(1)解出非家族雇员预期最优化的贡献水平： 

e =e(Wb w．3 (2) 

而 由于非家族雇员通常都是努力的。即 wH>wL。进而可以推 

出 ukH>ukL。 

对方程(2)分别求偏微分： 

。 · w -l； 二：一 !! 
‘

d l P“(_̈ 一_“)一v“(c) 

· }· 一 ‘触 
一  

龇  口。 l删 一t醢 ，一V ’{ ' 

根据假设条件 、，”(P)>0，P’<0，P”>0，Ukh>Uld 

e wt<0．e Wh>0 

上述模型仲，冢族企业中非冢族雇员与企业主的信任关 

系不是对称的，即，即出现信任不对称情况，企业主对非家族 

雇员的信任与非家族雇员对企业主的信任是不等的。而家族 

成员与作为家长的企业主之间的信任可以看成是对称的 

9k=0p=9 
家族成员效用预期由式(1)变为 

Euk=P(uk+flupt~+(1一P)(“拍+卢 ̂)一l，(P)(5) 
对式(5)两边同时求导，得出： 

最优解 }
= Wh,Xi,Xh,r,e Wh xh P ) f61 w，， 

对式(6)分别求微分： 

de* p’【“’H一 ’ f J 
e，： 一 = 一 ——_r—— ——————————— ———．r— ——一  

P”I(“H一“ )十fl(u f一“p̂)J—y”(P) (7) 

de} 一P’【“’抽一卢“’D̂) 

dw p”【(““一“抽)+卢(“pf一“p̂)J一’，”(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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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式分母 ’ 一“堋+p 一“ )J—v”(P)：o，而根据 
前述假设中，Up‘(y <u ’(W ，u ，(YpL)<Uk 6(wd，可以推出 

<t，抽， <z， ，而 0<13<1， ‘ ’“’ ‘ ‘ 因此 ，el<O， 

e2>0o 

以下比较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在家族企业不同发展时 

期的贡献水平： 

1．家旗食 p初创l时期． ． 

华 0而 f>， 
因为e “<O，e -<O，所以e -> 一即可以证明：在家族企 

业初创时期．由于家族成员与企业主之间的信任对称，家族成 

员对企业的贡献将高于非家族成员，这就是家族成员介入家 

族企业经营管理的比重越高，家族企业价值越大的原因。 

2．家族企业发展时期： 

l l： 二 = 二 l<1 l
P l I H‘ p”KHH—H )+卢(H 一HP̂)J—V”(P)1 

因为，‰ >O，e： >0，所以e2*<e }，即可以证明：在家族企 

业发展时期．家族企业带来的各种机会成本足够可以使得非 

家族成员发生道德风险小于因为家族信任而节约的交易成 

本，此时，非家族成员的贡献水平高于家族成员，即家族成员 

介入家族企业经营管理的比重越高，家族企业价值越低。 

三、结 语 

事实上。在2002年底，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下，由“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 

题组执行．针对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3万户私 

营企业主进行的关于中国私营企业的权威调查统计数据中。 

也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以上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图 

中显示的是不同规模程度私企业主对直接掌握管理权的态 

度。由图可见，企业规模越大的企业主越是倾向于把企业的管 

理权交给他人去掌握 。也就是说企业规模越大。就越需要更多 

的非家族成员介入到企业的管理中来。见图： 

嘲  
◇ 

圜  

图1不同规模程度私企业主时直接掌握管理权的态度 

通过以上的分析．家族企业在发展和扩张时期引入非家 

族的成员即外部人力资本就顺理成章了。当然．引入外部人力 

资本后对其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也是家族企业需要进一步思考 

和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目前我国处于发展壮大期的家族 

企业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数学模型分析了家族企业在 

发展期引入外部人力资本的必要性．力求能为我国家族企业 

和民营企业冲破发展的瓶颈制约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和提 

供现实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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