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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 业经营管理层 的换代与继任 

何心展 
(宁波大学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本文首先综述 了家族企业经营管理层的换代及其影响，通过介绍与分析加拿大 

124家家族企业的调查资料，着重讨论了家族企业家族成员、企业内非家族成员和企业外非家 

族成 员继任者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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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族企业经营管理层的换代及其影响 

尽管家族企业遍布世界各国，有关的研究文献也不少 ，但很少深人考察家族企业经营管理 

层换代与继任的具体问题。学者 Brian F．Smith在分析了加拿大多伦多交易所 124家上市家 

族企业经营管理层的继任情况后，得出了以下结论：那些只有家族成员而无其他股东占据高级 

管理职位的企业往往倾向于任命家族成员作为继任者；但是在经营业绩不佳的情况下，企业则 

倾向于任命非家族成员(包括企业内或企业外人员)来作为继任者；家族成员继任者往往要 比 

非家族成员继任者年轻。在企业任命家族成员为继任者时，企业经营绩效一般不会明显低于 

同行业的平均水平，但在继任后会变得比较糟糕。在任命企业内非家族成员或企业外人员作 

为继任者时，企业经营绩效明显低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但在继任后会有所提高。 

MeConaughy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与 Brian F．Smith的研究不同。他们的研究发现，在美 国 

的家族企业中，后代经营的企业效率高于其前辈创业者经营时的企业效率。导致两者研究结 

果差异的原因：一是 Brian F．Smith重点考察继任前后的即时影响。二是在 Brian F．Smith的 

研究样本中，家族成员控股超过 51 ；而在 MeConaughy等学者的研究样本中，家族控股不到 

15 。因此，美国家族之外的投资者对家族企业任命继任者的决策影响大于加拿大。 

两位同姓 Denis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表明，在管理较宽松的公司里，高层管理人员的调整会 

导致企业绩效下降；而在管理较严厉的企业里，包括家族控制的企业，这种影响就比较微弱，甚 

至根本不存在。 ’ 

Alien和 Panian研究发现，由家族直接控制的企业在低利润时期，其绩效与管理层换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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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存在必然联系。Morck等学者的研究则显示 ，由创业者经营管理的家族企业不太可能经 

历彻底的管理层变更。 

Vancil经研究认为，任命企业内家族成员作为首席执行官并非是改善企业绩效的良策。 

经营不善的家族企业为了寻求转机而挑选继任者时 ，首先应该选择企业外部的非家族人员，其 

次为企业 内的非家族人员，最后才是家族成员。无论如何 ，在家族企业中，家族 自身的利益也 

会影响对继承人的选择 。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支持家族成员继任家庭企业经营管理层的观点 ，其理由是：第一 ，由家 

族成员来接管企业经营管理权对其具有特殊的利益关系，因为家族企业是创业者的遗产，家族 

的社会地位与企业绩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家族与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反映在企业命名时所 

使用的家族姓氏，如 Ford，Molson和 Bombardier等。第二 ，由于家族成员与企业上层管理人 

员保持着长期的接触，因此他们对企业有较多的了解。第三 ，有些家族企业已制定了继承计 

划，包括对继承人的培训。在大型家族企业中，由家族成员来继承企业经营管理权 ，不会降低 

企业的价值，因为企业还会任命一大批非家族成员作为高层管理人员，以弥补家族成员的不 

足。Reinganum的研究还发现，对于任命外部人继任，小企业的反应明显大于大企业。 

关于家族成员继任影响企业绩效 的证据还很有限。McConaghy等学者提供的证据表明， 

家族所控制的企业 比其他企业更有效率，价值更高 ，因为家族关系不仅能提高监督力度 ，还能 

强化改善企业绩效的激励。他们还发现，家族后代控制的企业 比其创业者控制企业时效率更 

高。 

二、家族企业任命继任者的影响及不同继任者的特点 

Brian F．Smith调查分析了从 1962~1996年在加拿大多伦多股票交易所上市的 124家家 

族企业。下面介绍和分析这些家族企业的产业分市、控股水平、经营管理和高级管理职务继任 

等方面的情况 。 

1_家族企业的产业分布及其规模 

表 1 家族企业的产业分布 

资料来源：Brian F．Smith et a1．．Management Succession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Family Contmlled 

Hrms．Journal ofCorporateFinance，1999，(5)：341—368。 

表 1反映了多伦多交易所上市家族企业的产业分布。大约有 1／3的企业从事批发和零售 

业，1／3的企业从事制造业，而加拿大多伦多交易所上市公司中，只有 7．5 和 22．8 的上市 

企业属于这些行业。此外，调查样本中只有 8．1 的家族企业从事 自然资源开采，而多伦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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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上市公司从事自然资源开采的比例高达 45．4 。 

2．家族成员的控股水平 

表 2 家族成员对企业的控股水平 (样本总数 ：124) 

注 ：(1)合法控股为 5O 以上 ，有效控制股为 1O ～5O 。(2)双重持股 (也可称为“双层持股”)意为“家 

族企业主”与其“潜在继承人”(家族成员)共同持有企业的股份。这是确保 家族企业经营权在 家族成 

员内交接的一个有效方式。 

资料来源：同上。 

表 2描述了家族企业的所有权情况 。平均而言 ，家族控股 53．52 。继任人来源不同的 

企业家族在控股方面存在显著差别：Fz．12 >3．71，P<0．05。在由家族成员继任的企业里，家 

族成员控股比例最大，将近 6O ；而那些任命企业外非家族成员继任的企业 ，家族成员控股 比 

例最小 ，平均只有 46 9／6；在那些任命企业内非家族成员继任的企业中，家族成员控股程度介于 

上述两类企业之间。 

现有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双重持股 的家族企业通常牢牢地控制着企业的经营权。从表 2 

我们可以看到，有 62 的家族企业采用双重持股方式。双重持股是防止企业被敌意收购的有 

效方式，可保证经营管理权在本家族代际顺利交接。．在 由家族成员继任 的 52家企业 中，只有 

2家企业存在其他大股东。而在由企业内、外非家族成员继任的企业中，分别有 13家和4家 

存在其他大股东。统计检验结果表明，三组企业之间的差异达 0．01的显著性水平。因此，非 

家族大股东往往不愿意任命创业者家族的后代为继任者，而宁愿挑选非家族成员。 

3．经营管理层换代后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的情况 

表 3 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的情况 

表 3显示了管理层换代时，由家族成员担任企业高层管理职务的情况。在抽样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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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家家族企业中，经营管理层换代后，第一类企业家族成员出任董事长和高层经理的人数分 

别平均为 3．O6和2．67，明显多于第二、第三类企业家族成员担任高层管理职务的人数，三类 

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F2．121>4．61，P<O．O1。 

4．家族企业当权者退位时的年龄分布 

家族企业当权者(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在任命家族成员为继承人时的平均退位年龄为 

62．5岁；而在任命企业内、外非家族成员接班时，他们的退位年龄分别为 59．7岁和 56．4岁。 

统计检验结果表明，三组退位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P<O．05，即当权者任命家族成员为 

继承人时的退位年龄明显大于任命非家族成员继任时的退位年龄，其中退位年龄最大者为 86 

岁。这表明，家族企业中的有些当权者能够很稳固地维持其高层管理职位，直至正常的退休年 

龄 。 

另据统计 ，在被调查的 124家企业中，有 89家的当权者是企业创始人 ；有 27家继任人是 

创业者的子嗣；只有 8家企业的继任者由与企业创业者无血缘关系的人士继任。因此 ，在调查 

样本中，大多数企业由创业者或其直系后代掌控。 

5．家族企业继承人在继任前后所担任的职位 

从表 4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半以上的家族及非家族继任人在接班前担任过副总裁，因而很 

自然地被推荐为公司总裁或首席执行官的接班人。只有 3位家族成员继任人继任前在公司外 

谋职。表 4还显示，几乎所有的继任人在继任后都出任总裁，且大多同时兼任其他职务。因 

此，继任人在新的职位上对公司的运作能产生明显的影响，能够决定公司的政策。 

表 4 继任人继任前后 的职位 

继任前担任的职务 

副总裁 

总裁兼首席营运官 

总裁助理 

总裁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其他高层经理 

只担任董事 

其他职位 

合计 

继任后 的新职务 

总裁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总裁兼首席营运官 

总裁、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 

总裁兼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合计 

由家族成 员 由企业内非家族 由企业外非家族 ，。 

继任 的企业 成 员继任的企业 成 员继任的企业 

0 

0 

22 

1 

4 

124 

6．家族企业继任人继任时的年龄分布及与 当权者的关系 (下转第 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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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我们设想的框架中，可以对企业各成长阶段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一般性预期 ，这样做 

对企业从一个阶段顺利过渡到下一阶段进而实现持续成长是很有意义的。这种预测的政策含 

义主要在于 ：对企业而言 ，可以较好地把握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遭遇 的困难和机遇 ，有利于企业 

平稳成长；对于政府部门等外部主体而言，可以通过主动实施制度变迁的方式来为企业提供更 

有利的成长环境，对企业成长形成一定的催化和诱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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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12页 ) 

一 般家族成员继任者继任时的平均年龄是 45．7岁(中位数是 43岁)，比企业 内、外非家族 

成员继任者要年轻得多，而企业外非家族成员继任者继任时的平均年龄是 52．3岁 (中位数是 

52岁)。大多数家族成员是当权者的直系后裔 ，在被抽样调查的 52位继任者中，32位是当权 

者的儿子、4位是当权者的女儿 ；另有 9位是兄弟。儿子继位的比例最大 ，这是一种历史惯例， 

即父母亲一般倾 向于培养他们 的儿子成功地接管企业。只有 2个例外 ，即一个是女婿 ，另一个 

是配偶作为继任者，与当权者没有血缘关系。 

7．家族企业继承人的受雇经历 

无论是家族成员还是企业内非家族成员，在家族企业担任高级经理职务平均为 8年左右。 

有关资料显示，企业高级经理继任时的平均年龄是 45．7岁，家族成员继任时还要年轻，大约为 

3O岁左右。家族成员在位时间几乎是非家族成员的2倍。而与企业家族有着密切关系的继 

任者的任期也要比其他人长。这一点可以说明，非家族成员担任总裁后容易与担任要职的家 

族成员发生冲突，因此任期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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