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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民营企业选择家族治理模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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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现有民营企业中很大一部分是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存在的，而在家族企业中大多数又是 

采取家族治理这样一种治理模式。不可否认， 族治理模式对处于创业初期的民营企业是有很大帮助的， 

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这种治理模式的不足也会逐渐显现出来，而此时的民营企业也应作出自身的 

调整。选择更合适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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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家族式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民营企业家 

族制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在很多政府和 

学术界的人士看来，家族企业是一种传统的落后的 

企业制度，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有赖于打破家族 

制，实现企业制度创新。然而由于目前我国的法制 

不健全、诚信缺失和特有的文化环境，以及考虑到 

自身的发展需要，大多数民营企业是以家族企业作 

为存在方式的，并选择了家族治理这样一种治理模 

式。这种选择对于我国民营企业来说并非是一时 

冲动或草率的行为，而是它们在我国特定的发展环 

境下结合自身的实力作出的，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发展的加快，家族治理 

模式是否是我国民营企业最优的选择?民营企业 

是否应自始至终坚持家族治理模式?本文试图就 

这些问题展开一些探讨。 

一

、家族治理模式的合理性 

对于家族治理模式，李维安教授认为，家族治 

理模式是指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实现分离，企 

业与家族合一，企业的主要控制权在家族成员中配 

置的一种治理模式。很明显，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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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族治理模式是一种“单边治理”。但换个角 

度说，正因为这种“单边治理”才使得家族治理具有 
一 些特别的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家族企业 

自身的竞争力，这也是很多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选 

择家族治理模式的原因所在。可以肯定地说，家族 

治理模式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其合理性主要表现在： 

(一)节约企业成本 

实行家族治理的企业凭借着亲缘、血缘关系， 

使得企业中的家族成员对企业有着极大的忠诚感 

和认同感，并为企业创造出一个良好的诚信氛围。 

家族成员之间彼此相互信任，这也减少了由“不信 

任”而带来的内耗。另外，在企业里，家族利益至 

上，家族成员之间紧密合作，明显地存在着“利他行 

为”，这使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的默契配合，为企业大 

大减少了监督、管理成本。 

(二)决策迅速 

在家族企业中，所有者数目较少，企业组织结 

构简单。家族企业的创办者或继承者，在家族企业 

中扮演着家长的角色。当企业和市场发生变化时， 

往往凭借家长的经验和眼光迅速作出决策。这种 

当机立断的决策，可以对市场作出迅速反应，从而 

把握住市场机会，从这点上说，家长式的决策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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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而由于企业内部的高度一致性，这种决策 

也能够很好地、迅速地被贯彻和执行，从而使企业 

更具竞争力。 

(三)减少代理风险 

由于企业所有者自身能力有限，聘请外来经理 

经营后，所有者退出生产经营管理，所有权和控制 

权实现分离。但进行两权分离后，企业所有者和经 

营者之间会出现信息不对称 ，而经营者的目标函数 

和企业所有者的目标函数可能并不完全重合。经 

营者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很可能会利用所 

有者的资产谋求私利。而实行家族治理模式，家族 

投资者直接参与生产经营管理，两权合一，不存在 

或很少聘请外来经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代 

理风险。 

正如前文提到的，家族治理模式比较适合于我 

国民营企业的创业初期，随着民营企业的逐步成 

长、成熟，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家族治理这种模式 

的不足也就会渐渐显露出来。 

二、家族治理模式面临的问题 

(一)产权问题 

从产权结构上说，采取家族治理的民营企业其 

总体产权是清晰的，企业的产权制度安排也比较有 

效，但仍存在着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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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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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为以后家族成员之间的产权不清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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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得国家 

或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支持，往往挂靠国有或集体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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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会影响到企业今后的生存 

和持续发展。 

2．产权结构的单一性和封闭性。我国家族式 

民营企业的所有权高度集中在家族手中。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何种组织形式的民营企业 ，企 

业主个人投资都占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在民营独 

资企业中更是高达90％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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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单一性和封闭性的产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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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类型企业自有资本及企业主本人资本量 

[资料来源：中华全国工商经济联合会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年鉴(2000 

— 2001)》，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3] 

(二)治理结构问题 

1．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实行家族治理的民 

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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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家族制企业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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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的经营决策大部分都 

8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是由企业主作出的，决策权高度集中在企业主手 

中。所有者直接参与经营决策和管理。这种形式在 

企业的发展初期必然是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的。但 

随着企业规模和经营范围的扩大，其缺点就会显现 

出来。企业所有者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他们)做 

出的经营决策难免带有经验性和很大的随意性，从 

而可能导致决策失误，对企业造成不利的局面。 

2．治理结构虚化，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 

制。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在形式上设有股东会甚至 

是董事会和监事会，但是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 

家族治理的企业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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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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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和监督功能被弱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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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机制问题 

家族治理的民营企业内部的重要职位基本上 

由家族成员所占据或控制，而且职位的重要性与任 

职人员在家族中的地位成正比。这种任人唯亲的 

方式，在企业创业初期有一种极强的“向心力”，并 

使企业具有很强的稳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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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缺 

失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也使得企业在用人方面首先 

选择家族成员。 

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吸收大量专业人 

才进入企业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但家族 

企业用人往往局限于家族血缘关系中，使得可用之 

人越来越少。另外，由于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和监 

督机制，使得一些家族成员在家族内部的权利分配 

问题上产生矛盾，而且由于这种用人机制上的排他 

性，也损害了家族以外员工的积极性，难以获得、留 

住真正的人才，这将最终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下降， 

阻碍企业的发展。 

三、结 论 

从前文对家族治理的合理性分析来看，家族治 

理模式对于我国民营企业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特 

别是在企业的创业初期，可以说家族治理模式是一 

种最小成本、最大效益的安排。但在企业进入自身 

的发展壮大时期，如仍旧选择家族治理这种模式， 

则势必会使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因此，这 

时的民营企业应当通过吸引社会资本，稀释股权， 

扩大企业规模，摈弃家族式管理，建立有效的监督、 

激励机制，任人唯贤，同时随着企业自身发展的需 

要，不断地调整与之相适应的最合理的治理模式， 

以使之得到持续、有效、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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