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家族企业成长中的障碍与出路 
——第二届“创业与家族企业成长”国际研讨会侧记 

 

王陆庄   陈 凌1

 

一、民营经济中的家族企业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作为 具活力的增长

极，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改革开放的顺

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

国的民营企业按其大致的来源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来自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个私企业逐

渐发展壮大的本土型民营企业，它们也包括戴着“乡镇企业”红帽子的事实上的私营企业；

第二类是由国有企业和大中型乡镇企业通过改制生成的衍生型民营企业；第三类是通过外资

和中外合资在国内建立并逐渐发展的外来型民营企业。这三类民营企业起源不同，产业分布、

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都有系统性的差异，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应该避免对它们相提并论而忽

视差别。 

中国大量的本土型民营企业属于家族企业，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只有很少的企业愿意公

开承认自己是家族企业，但是作为民营企业的研究，家族企业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角度。由

于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不允许私营企业存在，建国后对过去的工商企业采取了社会主义改造，

历史上存在的家族企业都销声匿迹了，因此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涌现的民营企业都是全新的，

只有极少的企业可以追溯到 1978 年以前。对于这些企业的很多特点、性质和运行模式我们

还缺乏了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企业是家庭或家族经营的，而全球的家族企业有一个共

性，就是它们不愿意外人太多了解自己。由于长期对现代大型企业的宣传和报道，人们事实

上也形成一种对家族企业的负面看法，家族企业成了封闭、落后和低效率的代名词，大多数

人都认为长期来看家族企业是没有希望的，它们只是企业成长的一个阶段，而且要尽快地摆

脱家族经营这一阶段，只有股权分散、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才有生命力。 

应该欣喜地看到，对家族企业的上述简单否定的看法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人们的质疑，更

受到了事实的否定，尤其是当官方对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看法发生根本性改变，各地民营

企业发展迅猛的情况下，这几年家族企业研究已经成为热门话题，从家族企业角度来研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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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型的民营企业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研究视角。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主办，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承办，《管理世界》杂志、浙

江大学城市学院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协办的第二届“创业与家族企业成长”国际研讨会

（ICEFB 06）于 2006 年 5 月 18－20 日在杭州隆重举行。本次研讨会得到国家教育部“985”

工程“民营经济研究”项目、香港思源基金会、香港择善基金会和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

的资助。来自全球各地的 78 篇论文分成“家族制度与家族企业的传承”、“职业经理人与家

族企业成长”、“资本市场、治理结构与家族企业成长”、“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现代管理”、

“家族企业和案例研究方法”和“创业与创业教育”六大篇。由于参加会议的作者和提交论

文数量很大，学术观点丰富，我们很难在有限的篇幅中加以输理和综述，以下结合部分论文

的观点，谈谈对当前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问题和出路及其相关研究的粗浅认识。 

 

二、从“富不过三代”到家业长青的正反案例 

中国有句谚语，“富不过三代”，“一代创业，二代守业，三代败业”。有趣的是，世界各

国的语言中都有类似的民间谚语，葡萄牙语有“富裕农民－贵族儿子－穷孙子”，西班牙语

“酒店老板，儿子富人，孙子讨饭”，德语用三个词代表三代人的命运：“创造，继承，毁灭”

（Erwerben，Vererben，Verderben）。那么大量家族企业是否一定要顶着“三代消亡论”的

诅咒苦苦地挣扎呢？家族企业怎样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并保持家业长青呢？ 

首先值得欣慰的是，许多针对各国家族企业的研究会发现，所谓“三代消亡律”的规律

并不始终成立，就在那些有着“三代必亡”宿命观点的国家，不仅存在许多远远超过三代的

家族企业，而且这些家族企业正成为长寿公司的一种典型生存状态，它们的生存之道、经营

理念和管理模式值得非家族企业学习借鉴。 近英国《家族企业》杂志作出世界 古老 100

个家族企业的排名，这 100 个企业来自 17 个国家，其中上榜 多的分别是英国（16），法国

（16），美国（16），意大利（15），德国（14）和日本（9），这 6 个国家的上榜企业已经占

了 100 个企业中的 86 个。如果对照世界 500 强企业的国家分布可以清楚的看到，美国、德

国、日本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同样是拥有大量商业企业的国度，因此拥有长寿公司与拥有大

型企业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前提条件，如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各种基础设施，运作良好的资

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良好的产权保护和政府政策等。除此以外，上述长寿家族企业在企业

集团构建、管理创新、人才培养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有着很多独到之处，可以说数百年的日

积月累使得这些长寿家族企业都有独特的经营之道，卓尔不群。 

国际家族企业研究协会（IFERA）主席，欧洲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Sabine Klein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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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德国数千家企业的数据分析发现，家族企业成立之初是企业发展的危险期，一旦在第

一二代家族企业家谨慎经营而站稳脚跟以后，它们存活和发展的概率要比非家族企业更大；

欧洲发达国家的大量家族企业已经积极借鉴现代非家族企业的公司制度，建立了科学合理的

公司治理结构，财务和投资决策机制，员工管理等等方面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参加会议并做

自我剖析的日本企业家和田一夫先生介绍了由他母亲（电视连续剧《阿信》的原型）创建八

佰伴而 终在他手里走向破产的辛酸过程，显示了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处理好家庭成员与企

业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亚洲有着大量成功而又长寿的家族企业，也有着许多“富不过三代”的经验教训，长江

商学院副院长，新加坡华人学者李秀娟教授向会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华人家族企业－新加坡

杨协成有限公司的成长变迁历史，杨协成由 初一个家族企业的崛起、成长，发展为一个控

股公司， 终企业又脱离了家族的控制而成为一个非家族企业。从这个家族企业的演变史中，

可以探究家族的繁衍、家族成员对企业经营的参与度，以及家族企业所有权的更替对整个家

族企业的生命周期的巨大影响力。这一典型华人家族企业案例值得我们从各自角度仔细分析

与反思。 

我国著名学者型企业家，宁波方太厨具董事长茅理翔先生认为，家族矛盾、排斥人才、

管理粗放和战略模糊是传统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四大瓶颈，有必要淡化经营权，淡化所

有权，重视企业文化实现从小家文化向大家文化转变，将现代企业制度与传统家族制嫁接，

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家族企业管理模式。针对家族企业继任换代问题，茅董事长认为如

果子女愿意承担而且必须有能力承担，第一代家族企业主要大胆交、坚决交、彻底交，通过

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完成权力交接。方太厨具茅理翔、茅忠群父子配合默契，顺利交接

班，给我国家族企业的健康成长发展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成功案例。 

 

三、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成长 

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职业经理人引入和使用问题一直是困扰和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

重要话题，也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我国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 20 余年的快速发展中逐

渐完成了原始积累，企业规模、产品档次和技术含量也达到了一定水平，这时管理资源往往

会成为企业继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尤其是大多数民营企业采取家族企业模式，第一代企

业主年龄较大，如何培养新一代核心经营人才就成为许多企业迫在眉睫的事情，而这些人员

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决定了民营企业的未来绩效和发展潜力。 

江汉大学甘德安和孔鹏举提交论文《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选择的博弈分析》认为，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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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要实现帕累托改进，则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动态博弈的子博弈完

美纳什均衡为：家族企业“委托”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不背叛”企业主而努力工作；

而这一均衡实现条件是双方建立彼此信任、有健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和加强企业文化等等。

在讨论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问题上，信任问题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张钢

和裘慧提交的文章《所有者对职业经理人信任的实证研究》认为，民营企业管理的职业化以

及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问题，是民营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致力于解决的瓶

颈问题之一。他们以被信任方感知可信度模型为基础，建立起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信任

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并运用浙江省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

职业经理人更高的可信度水平会赢得所有者更大程度的信任，而职业经理人的善意程度、正

直程度、行为一致性程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表征职业经理人的可信度；各类影响因素均对

职业经理人可信度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制度因素中的激励约束机制，交易因素中

的声誉、沟通，文化因素中的所有者授权等。 

云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张强在《家族企业的外人：一个基于信任观点的解释》中，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外人”的概念进行阐释，探讨职业经理人在家族企业中获取信任的问

题。一般学者认为，华人对外人普遍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

展。中国人的信任行为属于特殊信任，是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

家族关系之上。张强认为中国人在性格上（character）和本性上（human nature）并不是

对家族以外的人存在着不信任的态度，更不是那种极端不信任的类型。对外人的不信任，

并不属于中国社会的“专利”。如果这种交往是连续的，当事人就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去了解他人的价值观体系，直到发现他人并没有邪恶的动机才会消除开始的不

信任态度。而且一旦中国人建立了信任，信任他人还往往是信任层次上程度较深的情感型

信任或认同型信任。 

陈凌、吴炳德在《亲情、人情还是机会公正：浙江家族企业薪酬机制的实证研究》中发

现，当前家族企业在设计家族内外人员报酬体系时，既想要按照亲情－人情原则向家族内成

员和自己人倾斜，又必须以能力为原则接纳家族以外的人才。采用我们收集的浙江企业－管

理人员的配对数据，发现由于能力原则的作用，自家人与外人的工资没有明显差别，自己人

的工资比外人低，在分房和租房补贴方面三者没有出现明显差别。在奖金和配车福利上，自

家人、自己人、外人受到的待遇表现为一种递减现象，体现出关系原则的深刻影响。由于担

心股权被稀释，外人和自己人较少得到股权的激励。这说明浙江家族企业的薪酬设计确实存

在关系原则，但是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市场因素的影响，而且关系原则的作用会随着管理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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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逐渐减弱。我们认为，国内家族企业也就是在最近几年的长足发展以后成为大量职业经

理人的目标企业，因此无论是管理机制还是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都在逐渐形成过

程中。 

 

四、资本市场、治理结构和家族企业成长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主要受社会环境、企业成长阶段、企业背景、企业规模以及

产业特点和性质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总体来说，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由第一代

向第二代推进的历程，会呈现出多样化结果，因此家族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也受到了越来越多

学者的关注，其中包括中小企业融资难，家族企业对控制权的执著追求和家族企业内部的不

同代理问题等。国内家族企业一般利用自有资金或者个人借贷来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而较少

向银行贷款，效益良好并达到相当规模的企业也往往对公开上市不感兴趣，这说明家族企业

对控制权有着一种强烈的执著追求。关于中国当代家族企业的融资问题，现有的研究几乎都

是直接利用主流融资理论（如平衡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控制权理论、代理理论等）来考

察上市家族公司或私营企业的融资行为，注重规范性研究，明显缺乏专门针对非上市家族企

业的基于较大样本的实地调查和经验分析。 

近几年国内学者利用上市公司公开的财务数据对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状况和相应的

代理问题得到了不少有意义的结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新春等提交的论文《内部人所有权

与企业价值：对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企业价值与“广义内部人所有权”之间存

在“U 形”曲线关系，而“狭义内部人所有权”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倒 U 形”曲线关系。

他们的研究表明监督效应与侵占效应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中发挥作用，企业大股东易于勾结

起来和高管形成串谋侵占小股东利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王明琳、周生春提交的论文《控制

性家族类型、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与企业价值》，将 2004 年 212 家上市家族企业划分为创

业型家族企业（FFB）和非创业型家族企业（N-FFB）两大类，发现虽然两类企业的 终控制

者都可以追溯到家族（或个人），但面临着不同的代理冲突：FFB 主要面临着第一重代理问

题——业主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尽管业主权威能够降低代理成本，但利他主义因素加

剧了业主和家族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没有证据表明控制性家族存在系统性侵占外部股东

利益的情况。相反，N-FFB 主要面临着第二重代理问题——控制性家族和分散的社会股东之

间的代理冲突，控制性家族通过隧道行为侵占外部股东利益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这类代理

冲突随着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的扩大而恶化。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陈凌、郑迪松提交的

《家族企业集团金字塔结构及其代理问题研究》对控制家族偏好使用金字塔结构构架企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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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现象展开了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家族企业或公众公司，家族企业集团既能缓解家族企业中

的资源约束问题，又可能引发较严重的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这种代理问题

在集团的下层企业中尤为突出。随着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控股家族利用在集团内获得

的核心管理地位，操纵关联交易，将利益向家族倾斜。我们的数据分析发现，企业在投资需

求较大、利润率较低的情况下，越容易被家族置于金字塔结构的低层；上市公司企业价值随

着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下降；家族控制降低企业价值。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臧旭恒、罗斌提出了家族企业伦理治理和标准治理双重机制的概念，

认为家族企业是以亲属关系为主导构建的关于企业产权的契约结合体，基于非正式制度的伦

理治理和基于正式制度的标准治理是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双重机制，这种双重机制随着家族

企业的成长而逐步演化。要提高家族企业的治理效率，重点在于根据家族企业的成长阶段，

优化伦理治理与标准治理的协同秩序，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决策机制。南开大

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李亚在其 近几年形成的民营企业三环治理模型（即产权、人才、资本）

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现状，以产权和人才为视角，在理论上深入剖析

治理风险产生的机理，以及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风险同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之间的动态关

系，从而力求建立治理风险的理论架构。 

 

五、家族企业研究：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 

家族企业是各国历史上 早出现的企业形式，然而家族企业研究作为工商管理的一个重

要分支，在国际学术界长期受到漠视，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开始成立有

关家族企业的专门部门和研究项目，国际上有关家族企业的杂志 “Family Business 

Review”于 1988 年创刊，同时期相关杂志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也开始用更多的篇幅刊登一些有关家

族企业研究的文章。但是与其他领域相比，除了工商管理中的有关家族企业的案例分析以外，

在主流经济学、管理学的杂志上有关家族企业的文献还比较罕见。在 近几年，欧美国家的

一些学者力图通过有关家族企业的研究、教学和咨询，逐渐建立相对独立的，主要针对家族

企业的研究学术领域、专业设置和职业协会，从而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和求学者进入这一领域，

并 终得到产业界的认同和参与。家族企业研究作为一个特殊领域现在逐渐与历史相对更长

的企业家或创业研究（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融合，研究方法上除了继续保持跨学

科研究和跨文化比较以外，现在人们更加强调充分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数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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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样本调查和计量方法等等，这些学术发展动态值得关注。 

家族企业 大的特点是企业家家族与企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研究这类企

业的目标、战略和行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家族的影响，这就与没有家族背景的企业有着很大

的差异。因此从管理学的角度，我们应该将狭义的家族企业研究与创业研究、中小企业研究

加以区别。大量家族企业处于创业阶段，也是属于中小企业范围，但是家族企业研究的重点

是由企业家家族的存在和作用所引发的一些特殊问题，根据人们对已有家族企业文献的分

析，事实上狭义家族企业研究所涉及的不外乎以下问题： 

 继任问题 

 家族企业的特殊性 

 人际关系与人际冲突，家庭/家族与企业的关系 

 企业家与家族企业，尤其是女性企业家问题和家族企业中的妇女地位和作用问题 

 家族企业管理与策略 

 家族企业成长与上市 

 家族企业的支持政策研究 

 宏观经济中的家族企业研究 

现实国内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前六方面的问题，后两方面的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学者

的关注，家族企业研究的视野也逐渐从家庭－家族－企业到更为宏观和更为长远的问题。这

样上述狭义的家族企业研究就会逐渐拓展出广义的家族企业研究领域。 

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家族企业研究的主题并不局限于上述八个方面；研究方法也

可以多样化，既可以是针对具体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可以是纯理论和整体研究。扩展

这一研究视野非常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给予家族企业问题以更大的重视

和更广阔的联想，也因此会吸引更多的相关领域的学者来关注家族企业问题。现在研究家族

企业的大量学者都是从相关领域，受过较好的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甚

至文学训练的学者，因此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具有无限成长空间的学术研究领域。

国外学者把华人的市场经济模式归纳为家庭（或家族）资本主义（family capitalism），数

千年的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遗产也使得我国社会经济组织打上了深深的“家族主义”烙印，

因此真正了解和洞悉中国家族企业的实际运作模式及其变化，就能从一个本土的视角来观察

中国社会经济微观领域的变迁，从而更好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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