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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分析了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如产权 问题、治理结构问题和权力继承问题等，指 

出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今后家族企业自身的发展必将会受到极大的阻碍和限制，并对此提出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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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可以说是家族企业的时代，家族企业在世界各 

国经济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在世界范围内有 

65％～80％的企业是为家族所有或控制的，在世界 5OO强中又 

有 40％是由家族所有或经营的。在最近十几年里，家族企业作 

为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企业组织，正在我国重新获得学者、 

政府的重视和兴趣。国内的理论界也逐步改变了以往漠视或 

不屑的态度．开始尝试着以客观、理性的眼光来看待我国的家 

族企业。虽然家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但勿容置疑，它仍面临着很多问题，如产权问题、治理结 

构问题和权力继任问题等。这些都是值得去探讨和研究的。 

一

、我国家族企业发展中的产权问题 

家族企业是一个或数个具有紧密联盟关系的家族掌握相 

当部分的所有权．并直接或间接控制经营权的企业 。经济学 

家魏杰认为．一个合理的产权结构必须具有这样的特点：产权 

是清晰的、多元化的和可流通的。但在我国。家族企业仍在发 

展过程中。它的产权结构往往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它仍面临着 

诸多问题。 

(一)原始产权主体界定不清 

在家族企业成立初期和发展初期 ．产权模糊的现象是极 

为普遍的。而原始产权主体的界定对于不断成长的家族企业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家族企业原始产权主体界定不清主要表 

现在两方面：一是家族成员之间的产权界定不清。家族企业 

在创业之初。企业发展急需资金和人力 。吸引家族成员进入企 

业是大多数家族的共同做法。但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一家企 

业在创业之初，通过签署初始合约的形式对家族成员之间具 

体的产权进行明确界定．这也就为 日后家族成员之间产权不 

清埋下了隐患：二是家族企业与外界相关产权主体关系不清。 

有些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为获得各种国家或地方政府的 

政策支持，往往挂靠国有或集体单位，成为“红帽子”企业。由 

此就会产生一些产权关系不清的问题。如果企业要进行产权 

界定，就将失去各种政策优惠。不论是家族成员之间的还是 

家族企业与外界之间的产权不清问题，都将导致产权纠纷，不 

仅会增加企业运作的交易费用 ，也将会影响到企业生存和持 

续发展 。 

(二)产权结构过于单一性和封闭性 

我国家族企业的所有权高度集 中在家族手中。从表 1中 

可以看出，家族之外的持资者在企业所有权结构中的比例是 

比较小的，也就是说，企业资本的社会程度较低 ，表现出产权 

的单一性和封闭性。这种单一和封闭性的产权，在家族企业创 

业初期可能会促进企业的发展 ，但这种产权制度的安排在家 

族企业发展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如家族成员对企业的干涉、企 

业不能真正获得独立等问题，从而限制和制约了企业 自身的 

发展 

表 1 家族企业资产所有权状况 (样本容量：108) 

企业主独自所有 58．93X 

企业主与家庭成员共同拥有 14．2 9ji 

企业主、家庭成员与亲戚共同拥有 3．97％ 

企业主、家庭成员与朋友共同拥有 12．5，‘ 

其它 17．86％ 

资料来源：瞿绍发、李怀祖 ：“私营企业治理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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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治理结构问题 

(一)所有权与经营权紧密结合。决策权和管理权高度集中 

家族企业单一的产权结构决定了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 

一 在所有者手中。在大多家族企业制度中，出资者和企业的经 

营管理者在 自然人上是统一为一体的。家族不仅是资本投入 

者 ，也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产权链条极短 ，基本不存在或很 

少存在委托——代 理关系。从表 2中可以看出家族企业的经 

营决策的大部分都是由业主做出的。决策权高度集中在企业 

主手中．所有者直接参与经营决策。 

表 2 历次调查中家族企业权力结构(％) 

重大经营 决簧 一般管理决定 
1993 1995 1997 2000 1993 1996 1997 20O0 

主要投资人决 63．6 54．4 58．8 4 7 69．3 47．3 5哇．7 35．4 

定 

董事会决定 15．2 19．7 1l_0 26．3 5．1 15．1 10．0 18．2 

主要投资人和 20．7 25．6 29．7 29．1 25．3 37．3 34．5 41．8 

主要管理人共 

同诀定 

主要投资人 决 0．6 0．0 0．3 0．5 0．3 0．3 0．4 0．8 

定和其它组鬟只 

共同挟定 

专职经理决定 0．2 0，3 0．4 

资料来源：《我国私营经济年鉴》(2000)
．  

同家族企业产权高度集中的情况相类似，家族企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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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经营权的合一在其发展初期必然是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的。首先，它保证了经营主体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做出的决 

策能更灵活地适应市场变化。其次。不存在现代企业制度中 

的“道德风险”问题和“代理成本”问题。家族企业所有权与经 

营权高度集中于家族手中。几乎不存在任何委托代理关系所 

产生的监督成本和代理成本问题。这对创业初期的家族企业 

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然而．随着企业规模和经营范围的扩大 ，市场竞争的加 

剧．企业各方面的发展需求可能会超出企业或家族成员所拥 

有的才能．此时．家族企业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权紧密结合的管 

理方式的不适应性就会逐渐凸现出来。企业的所有者并非一 

定就是优秀的管理者。他有失误或能力欠缺的时候。所以仅靠 

企业所有者做出的经营决策难免带有经验性和很大的随意 

性。使决策出错的概率增大，从而导致决策失误，对企业造成 

不利的局面。 

(二)治理结构虚化。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在我国，尽管受到《公司法》的约束，大多数的家族企业在 

形式上设有股东会甚至是董事会和监事会 。而且通常看起来 

相当规范．但是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家族企业中，由于股 

权的高度集中。企业主(一般是企业的创立者)及其家族成员 

掌握了企业的几乎全部控制权。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的董事 

长和总经理都是由企业主自己担任，而股东会、董事会、监事 

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由企业主的家族成员组成。董事会由大 

股东控制．形同虚设，没有形成健全的独立的董事会来保证健 

全的经营机制。这样，在实际上 。公司的经营控制权是由企业 

主(总经理)一人掌握，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委托和监督 

功能被虚化．最终导致决策透明度低，缺乏 良好的内部风险控 

制机制，如果决策发生重大失误，将很难被有效地纠正过来。 

三、我国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权力继任问题 

家族企业权力继任问题一直是困扰家族企业的一个大问 

题．也是诸多家族企业难以回避又必须做出合理选择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家族企业中的权力继任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情 

况：一种是“子承父业”；另一种就是选择职业经理人。 

(一)权力继任者选择之一：子承父业 

在我国的家族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情疏近 

来确立的．企业主通常是家长，家族成员对于外人一般持不信 

任态度，家族成员的待遇好于非家族成员，并对非家族成员进 

行监督。在家族企业对权力继任者的身份和地位认同上，家 

族企业创业者的后代都有着很大的优势。家族中的亲情关系 

使得他们容易得到家族成员的支持，并且他们对企业也有一 

定的了解 ，使他们很快溶入企业。而对于外聘职业经理人来 

说．就往往有“水土不服”的情况，在短期内难以获得家族企业 

的认同。 

另外 ．由于我国缺少职业经理人的市场组织体系和道德 

约束体系．职业经理人为谋求 自身利益而做出损害企业的事 

例也是屡见不鲜。因而．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下，职业经理人也 

往往不被家族企业所选择。 

(二)权力继任者选择之二 ：职业经理人 

职业经理人是“职业化”的企业家。他在市场上出售 自己 

的“才能”或在经营中实现企业家精神，并为企业所有者实现 

利益。当然他必须享有一定的剩余控制权甚至分享部分剩余 

索取权。目前在我国还是有一部分家族企业尝试选择职业经 

理人作为企业的权力继任者。 

1．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在我国家族企业的发 

展初期，他们往往选择了家族式经营机制，即所有权和经营权 

是紧密结合的。这无可厚非。但是随着企业 自身的发展，这种 

机制的弊端就会显现出来 。就会限制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 

从长远角度看，家族企业应当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适度分 

离，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职业经 

理人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通过引进职业经理人 ，削弱家族成 

员的武断决策。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而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 

2．在家族企业内部可能缺少可以胜任的权力继任者。客 

观地说。家族内的人力资源总是有限的，在企业规模不断壮 

大。发展领域不断拓宽的时候 ，家族成员的人力资本积累往往 

很难应付这些变化。尤其是在面临企业经营者的继任问题时， 

选择的空间常常很少．相当比例的家族企业内部没有可以胜 

任的权力继任者。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家族企业在我国的发展态势是不必值得去怀 

疑的了．关键是它该如何有效持续地发展。目前 ，我国的家族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缺陷。如资金匮乏、管理混 

乱、技术创新不足等。但本文认为这些问题都不是主要的，关 

键的问题还是前文所提到的产权问题、治理结构问题和权力 

继承问题。解决好了产权问题，家族企业才能有一个好的基 

础；治理结构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家族企业才能谈得上发展壮 

大；处理好了权力继承问题 ，家族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得 

到稳定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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