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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有成效的研究。如潘晨光、方虹根据继任人的 

不同将家族企业的继任模式分为“血缘继承”和职 

业经理人继承【2 ；罗磊通过对美国、日本和华人家 

族企业继任模式的比较，发现华人家族企业的继任 

模式倾向于诸子分户析产制。 家族企业的继承实 

际上包含着财产传承与企业控制权传承两个方面， 

二者相关，但并不同一。过去有关家族企业继任问 

题的研究没有对二者分开进行考察，主要原因乃是 

将家族企业简单地看作了家族企业财产，过于强调 

家族企业的财产属性，相对忽视了其实际存在的企 

业属性。笔者认为，关于家族企业继任问题的研究， 

在财产多子分承的文化中，更有研究价值的是企业 

控制权的传承。本文主要讨论家族企业控制权的传 

承问题。 

从理论上看，家族企业控制权传承对象是多 

维的，按照与业主是否具有血缘关系可以将传承 

对象分为自己人与外人两大类，各类中的具体对 

象见表 1。 

表1 家族企业控制权的理论传承对象表 

麟  。 
长 子 业主有多子女的情况 

自己人 长 女 业主有多子女的情况 

最有能力的子女 业主有多子女的情况 

家族企业股权多元化 家族相 其他股东 

可能出现的情况 对控股 

指完全通过市 外 人 职业经理人 

场选择的情况 

介于社会信任与 最值得信任的朋友 

家族企业之间 

在上述的多维选择中，决定业主选择的因素是 

什么?理论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多种因素在起作 

用，主要有社会环境、企业成长阶段、企业背景、企业 

规模等决定着家族企业控制权的传承。 儿5_ 但是， 

这些因素对于业主选择家族企业控制权传承究竟如 

何发挥着作用，迄今为止还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和 

较为准确的回答。本文试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家族 

企业控制权传承的诸因素对控制权继任对象选择的 

具体影响。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对问卷调查的 

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应用的分析软件是在社会 

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 SPSS。 

二、样本概况与回归模型选择 

本次调查以湖北省的家族企业为对象，共发出 

问卷 1500份，收 回有效 问卷 423份，回收率为 

28．2％。在423个企业中，有42个因为不符合我们 

的要求被删掉：其中 14个没有满足家族企业的标 

准；另有28个因为漏掉了模型中需要的个别数据。 

样本企业的基本情况见表2。 

表2 样本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经营年限： 注册资本(万元)： 

两年以内 105 27．6 100以下 223 58．53 

3—5年 157 41．2 101—500 1o0 26．25 

6—10正 77 2O．2 501—1O0o 34 8．92 

11—15正 21 6．6 1o01—5O0o 21 5．51 

16年以上 17 4．5 5000以上 3 0．79 

业主年龄： 2001年销售额(万元)： 

3O岁以下 19 5 100以下 138 36．22 

31—4JD岁 168 44．1 101—500 l16 30．45 

41—50岁 151 39．6 501—1O0o 63 16．54 

51—6o岁 39 1O．2 1o01—5O0o 44 l1．55 

6O岁以上 4 1 5000以上 20 5．25 

业主学历： 职工人数： 

高中以下 188 49．3 5O以下 229 6o．1 

大专 156 40．9 51—1o0 75 19．69 

本科 31 8．1 101—2O0 40 1O．5 

研究生及以上 6 1．5 2O1—3o0 l5 3．94 

300以上 22 5．77 

根据本研究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采用二元逻 

辑回归模型，对家族企业的继任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进行相关性分析。考虑到不同因素可能对家族企业 

的继任选择存在不同影响，在表一所列出的六个可 

选的传承对象中，考虑到本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创 

业者家族至少拥有绝对多数的股权，业主完全可以 

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继任者。因此我们仅就表一列 

出的五个继任对象建立五个回归模型。影响因素 

(即模型的自变量)，我们考虑了四个，分别是企业 

经营年限、企业规模、业主学历及业主年龄。因为企 

业的经营年限大体上可以反映企业的发展阶段，业 

主的学历可以反映业主决策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的 

程度，一般的概念是，业主的学历越低，传统文化对 

决策的影响越大；业主的年龄基本上可以反映血缘 

关系的认同，一般的感觉就是，年龄越大，对于家族 

亲情的要求就越强烈。 

回归模型如下： 
f， 、 

1．1og C =In( ，_)= +Bl(LONG)+ j＼ } 
． 

B2(SIZE)+B3(DIPL)+B4(AGE)。这里 c(⋯)代 

表家族企业业主选择长子继任的几率。 
f， 、 

2．1og c(。如 )=In( )= +Bl(LONG)+ 
J＼ 』 

B2(SIZE)+B3(DIPL)+B4(AGE)。这里 cf。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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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家族企业业主选择长女继任的几率。 

3．1og c(删 =In( )=Or+B (LONG)+ 

2(SIZE)+ 3(DIPL)+ 4(AGE)。这里 c( 代 

表家族企业业主选择最有能力的子女继任的几率。 

4．10g c( )=In( )=Or+B (LONG)+ 

2(SIZE)+ 3(DIPL)+B4(AGE)。这里c( )代表 

家族企业业主选择合作最好的朋友继任的几率。 

5．1。g c(。 k)=fn { 专 )=Or+B (LONG)+ 
B2(SIZE)+B3(DIPL)+B4(AGE)。这里 c( k 代 

表家族企业业主选择其他合适的人继任的几率。 

自变量： 

LONG：指企业的经营年限，来 自问卷中对企业 

经营年限的回答。 

SIZE：指企业规模。为了确保企业规模能在模 

型中得到真实的体现，我们对与企业规模有关的三 

个变量，即企业年度总销售收入、员工数量和总资产 

进行了一个因子分析。产生的新因子变量 SIZE的 

方差贡献率为90．739％，三个变量的变量共同度分 

别为0．886，0．846，0．990。 

DIPL：指业主文凭。1代表高中及以下，2代表 

大专，3代表本科，4代表研究生及以上。 

AGE：指业主年龄。 

三、检验结果及其含义 

对调查企业进行T检验的结果见表3一表7 

表3 家族企业选择长子继承独立样本 T检验统计表 

表4 家族企业选择长女继承独立样本 T检验统计表 

家族企业选择最有能力的子女 

表5 继承独立样本 T检验统计表 

0骶南样本 选I犟j鲥鞠 ，子 漫匍 镄嫡穰 ll 女缝稻 辩毒 力 毒 自够 (a~lS3，| 攀fn：j船， 
麒 f最A f量DJ，一 

【DNG 7．12(6．053) 6．8．5(8．7 7．37(8．74) 9．36(p<O．005) 

SIzE O -0．068(0．926) 0．063(0．54) 3．1(P<0．005) 

吼  1．62(0．724) 1．49(0．71) 1．74(5．62) 2．41(P=0．234) 

AGE 47．72(7．82) 47．7(8．os) 47．74(21．3 1．39(p=O．411) 

家族企业选择合作最好的朋友 

表6 继承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表 

圈 赫 翱择 陶 蛹蛳肠咧漱 襻本( 蛐(s 
LONG 7．12(6．053) 6．94(12．96) 7．16(5．42) 2．42(p<O．005) 

SIzE O 0．o71(0．994) 一0．o2(0．68) 2．7(p<Q0晒) 

DIPL 1．62(0．724) 1．71(Q754) 1．6(0．85) 1．41(P<0．0晒) 

AGE 47．7"2(7．82) 镐．2(6．48) 47．62(15．24) 2．54(p=O．38) 

家族企业选择其他合适的人 

表7 继承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表 

(一)样本企业继任对象选择独立T检验统计 

结果描述 

1．选择长子继承。从表 3可以看出，在 381个 

样本企业中，有23个选择了长子继承。而在影响企 

业业主选择长子继承的因素上，我们发现在企业经 

营年限、企业规模和业主年龄方面，选择长子继承与 

选择非长子继承的企业之间，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选择长子继承的家族企业，企业经营年限明显短于 

没有选择长子继承的企业，企业规模明显小于没有 

选择长子继承的企业，业主年龄也明显小于没有选 

择长子继承的企业。 

2．选择长女继承。从表 4可以看出，在 381个 

样本企业中，有 2个选择了长女继承。而在影响企 

业业主选择长女继承的因素上，我们发现在企业经 

营年限、企业规模和业主年龄方面，选择长女继承与 

选择非长女继承的企业之间，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选择长女继承的家族企业，企业经营年限明显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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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选择长女继承的企业，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没有 

选择长女继承的企业，业主年龄也明显大于没有选 

择长女继承的企业。 

3．选择最有能力的子女继承。从表 5可以看 

出，在381个样本企业中，有 183个选择了最有能力 

的子女继承。而在影响企业业主选择最有能力的子 

女继承的因素上，我们发现在企业经营年限和企业 

规模方面，选择最有能力的子女继承与没有选择最 

有能力的子女继承的企业之间，存在一定差距。选 

择最有能力子女继承的家族企业，企业经营年限相 

对短于没有选择最有能力子女继承的企业；企业规 

模则明显小于没有选择最有能力子女继承的企业。 

4．选择合作最好的朋友继承。从表 6可以看 

出，在381个样本企业中，有68个选择了合作最好 

的朋友继承。而在影响企业业主选择合作最好的朋 

友继承的因素上，我们发现在业主年龄和学历方面， 

选择合作最好的朋友继承与没有选择合作最好的朋 

友继承的企业之间，存在一定差距。选择合作最好 

的朋友继承的家族企业，业主年龄相对大于没有选 

择合作最好的朋友继承的企业；业主学历则明显高 

于没有选择合作最好的朋友继承的企业。 

5．选择其他合适的人继承。从表7可以看出， 

在381个样本企业中，有 108个选择了其他合适的 

人继承。而在影响企业业主选择其他合适的人继承 

的因素上，我们发现在经营年限、业主年龄和学历方 

面，选择其他合适的人继承与没有选择其他合适的 

人继承的企业之间，存在一定差距。选择其他合适 

的人继承的家族企业，企业经营年限相对长于没有 

选择其他合适的人继承的家族企业，业主年龄相对 

小于没有选择其他合适的人继承的家族企业，业主 

学历相对高于没有选择其他合适的人继承的家族企 

、I 。 

(二)逻辑回归分析结果 

表8 长子继任的逻辑回归分析 

麟  
LONG —O．1l 7．34 6．14 O．Ol 

SlZE 一3．44 4．38 O．62 O．o3 

DIPL 6．88 3．37 4．17 O．14 

AGE 一0．24 0．66 29．94 0．23 

Constant 一7．7l 2．38 lO．52 O．0o 

一 2 LL：88．677 

Nagelkerke R Square：0．733 

表9 长女继任的逻辑回归分析 

_ |00 0 簟l ≮ ≥ 
L0NG O．35 5．O3 34．10 O．00 

SIZE 2．11 3．63 1．2O O．03 

DIPL 一7．46 1．99 14．04 0．11 

AGE O．13 O．53 59．34 0．00 

Constant 8．O2 1．68 22．81 O．00 

— 2 LL：174．3 

Nagelkerke R Square：0．699 

表 1O 最有能力的子女继任的逻辑回归分析 

溅  
L0NG —O．2O 5．24 4．24 O．O1 

SIzE 一2．31 3．56 O．58 O．oo 

● 

DIPL 一2．33 2．35 3．26 0．14 

AGE 3．63 O．81 15．24 O．29 

Constant 3．71 2．16 9．14 0．00 

— 2 LL：65．324 

Nagelkerke R Square：O．814 

表 1 1 合作最好的朋友继承的逻辑回归分析 

黧  
L0NG 0．24 4．21 22．10 一 j _～ 

SIzE 1．74 1．O3 2 j1 0,01 

DIPL 2．36 3．54 l1．05 D．o0 ll 

AGE 0．04 O．81 26~33 l。 

Constant 一7．02 2．38 24：J2 Q 

一 2 LL：84．24 

Nagelkerke R Square：O．714 

表12 其他合适的人继承的逻辑回归分析 

囊  麟  
L0NG O．67 5．13 l1．24 0． 

SIZE 3．12 2．16 j．38 Q 43 ÷ 

DIPL 1．58 O．88 2．1l 0l ! 

AGE 一2．23 0．74 14．12 。■。 j：0,34 

Constant 一5．71 1．35 Ij j 哟 

一 2 LL：35．245 

Nagelkerke R Square：O．815 

从逻辑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家族企业选择长 

子继任、最有能力的子女继任、合作最好的朋友继任 

以及其他合适的人继任的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回归 

模型总的拟合准确性分别达到 82．6％、88．5％、 

91．4％和79．6％。家族企业选择长女继任的模型 

的拟合度一般，总的拟合的准确性仅为58．4％。表 

8至表 l2显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和统计预测。 

从表 8可以看出，回归模型实证了企业经营年 

限、经营规模与业主选择长子继承之间的关系。我 

们发现，企业规模越小(B=一3．44，sig．<0．05)、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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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年限越短(B=一0．01，sig．<0．05)，业主越倾向 

于选择长子继任。 

从表9可以看出，回归模型实证了企业经营年 

限、经营规模和业主年龄与业主选择长子继承之间 

的关系。我们发现，企业规模越大(B=2．11，sig．< 

0．05)、经营年限越长(B=0．35，sig．<0．05)，业主 

年龄越大(B=0．13，sig．<0．05)，业主越倾向于选 

择长女继任。 

从表1O可以看出，回归模型实证了企业经营年 

限和经营规模与业主选择最有能力子女继承之间的 

关系。我们发现，企业规模越小(B=一2．31，sig．< 

0．05)、经营年限越短(B=一O．2O，sig．<0．05)，业 

主越倾向于选择最有能力的子女继任。 

从表1 1可以看出，回归模型实证了企业经营规 

模、业主学历与业主选择合作最好的朋友继承之间 

的关系。我们发现，企业规模越大(B=1．74，sig．< 

0．05)、业主学历越高(B=2．36，sig．<0．05)，业主 

越倾向于选择合作最好的朋友继任。 

从表12可以看出，回归模型实证了业主学历与 

业主选择其他合适的人继承之间的关系。我们发 

现，业主学历越高(B=1．58，sig．<0．05)，业主越倾 

向于选择其他合适的人继任。 

四、本文的几点结论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风险防范在企业控制权的传承中被业主放 

在首要位置。突出表现为企业经营规模越小、经营 

年限越短，业主越倾向于选择长子和最有能力的子 

女继任。我们分析个中原因，这可能是由于此时企 

业还处于萌发阶段，抗击各种意外风险的能力极弱， 

经营风险较大，因此业主选择长子或最有能力的子 

女继承企业的控制权，有助于规避企业成长中的风 

险，保证企业得到发展。 

2．亲情在企业控制权的传承中还发挥着重要 

作用。主要表现在企业经营规模越大、经营年限越 

长、业主年龄越大，业主越倾向于选择长女继任。我 

们分析其中的原因，这可能与此时企业经营较为规 

范、长女与父亲的关系更加亲密等因素有关。 

3．现代的控制权传承模式已经展现。重点表 

现在业主学历越高、企业规模越大，业主越倾向于 

选择合作最好的朋友或其他合适的人继任。我们 

分析，这可能与企业经营较为规范、业主相对较为 

开明、对家族企业的认识相对现代、控制权的传承 

受中国传统继承文化影响相对较小有关。因为现 

代文明意识越强的业主，越可能将家族企业看作 

是一种事业，而不只是一种家业；事业的规模越 

大，与社会的关系就越紧密，就越愿意让它为全社 

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传承就越容易突破家族 

的界限。 

4．长子接班的传统模式正在发生变革。在 

我国多子女的家族企业中，长子接班模式一直占 

据着主导的地位。因为这样一种模式不仅符合 

传统家族企业控制权传承惯例，也符合中国家业 

传承的古老文化，最容易为国人所接受。可是， 

这种传承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在家族企业内部 

会抑制有能力的子女的积极性，严重的可能引起 

家族企业的分化瓦解。从我们今天所做的调查 

分析的结果来看，选择长子继承的概率已经大大 

下降，这昭示着家族企业控制权传承模式正在随 

着时代的进步而改革，发展下去必将有助于我国 

家族企业的健康稳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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