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板娘，作为企业中的一员，尤其是在中小规模的家族式企业中，起着微妙而重要的影响 

作用。据调查发现，在许多家庭色彩浓重的企业中，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普遍以血缘、亲缘 

为纽带进行管理活动的国度里，老板娘一般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比如人力资源部经理、财务经 

理或公司副老总等重要职位。无可否认，老板娘的确有其积极作用，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老板 

娘干预管理、和老板产生双头领导、管理混乱，甚至是老板娘“垂帘听政”等现象，这些引起了 

许多管理上的困难和问题。我们把这样一种现象，统称为 “老板娘现象”。 

家族企业中的老板娘角色模型 

及其管理 匹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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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的角色，履行许多法律性的或社会 

性的例行义务，如代签法律文件、接待客 

户、外部发言活动等。 

(二)信息传递方面的角色 

信息角色是指老板娘在某种程度， 

都要从外部的组织或机构等接受和传递 

信息，而且还要从组织内部某些方面接 

受和传递信息。一是监听者的角色。在组 

织内部 老板娘可运用其和蔼、易沟通的 

性格特点，而且因为老板娘没有在企业 

任正式职位，或在别的部门任职，可以抛 

开正式职位权力赋予的奖惩权和强迫 

权，易于平等地位职员沟通，可以比老板 

更好地了解员工和组织内部的各种信 

息。对组织外部而言，由于和老板的亲密 

关系，老板娘在从老板那里获得机密信 

息的同时，也被老板授权去了解搜集和 

调查外部的一些机密资料，而这点是别 

人无法做到的。另外，老板娘通过许多非 

正式组织的渠道和女性与女性沟通的方 

便，可以获得许多老板难以获得的组织 

由外部真实可贵的信息。二为传播者的 

角色。正是由于老板娘同老板之间的亲 

密关系，老板娘常作为老板与组织内员 

工和组织外的多种媒介之间沟通的中 

介，同时老板娘自己也把其所收集的信 

息进行加工、解释、综合向组织内外加以 

宣布传递。三是发言人的角色。即代表老 

板或组织由外传播，老板的或本公司的 

态度、决定、报表、报告等。 

(三)决策制定方面的角色 

一 方面，老板娘作为老板最信任的 

人或公司内要职位担任者，起着决策影 

响者和部分决策制定者的角色。毫无疑 

问，老板娘的言行对老板的决策起着重大 

的影响作用，甚至有时是 “幕后的操纵 

者”。另一方面，老板娘也是命令的下达 

者。在企业中，老板娘经常作为老板意思 

的传达者，她的话常被员工视为老板的指 

示，所以即使是老板娘没有正式的职权赋 

予的命令权，也常常在实质上起着命令下 

达者的作用。最后，老板娘同时也起着老 

板决策的坚定维护者的作用。比如公司进 

行重大决策讨论时，老板娘往往与老板站 

在同一战线，坚定地维护老板的意见。当 

决策执行时，遇到阻碍，老板娘也将极力 

拥护与坚持。当结果让决策错误时，老板 

娘也将站出来予以辩护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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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老板娘角色模型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老板娘在企业 

管理中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具有其角 

色作用，但同时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1．老板娘在企业中担任要职，将抑制 

其他的专业管理人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大多数老板娘要么是创业中的功臣，要么 

凭借其家族企业中的关系，往往在企业高 

层管理中占有一席之地，多是企业副总、 

财务或人事总监、“外交官”等要职。在企 

业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老板娘对企业熟 

知，是跟随企业一同逐渐建立、完善起来 

的，因此凭借其丰富的实战经验和人际网 

络，可以很好地胜任该职位，但是当企业 

不断发展壮大后，对职位的要求往往越来 

越精细化、复杂化和专业化，此时占据高 

位的老板娘由于对专业知识的匮乏，陈旧 

观念落后于市场的变化却常以“功臣”自 

居，不仅难以完成高层管理重任，而且也 

将造成专业优秀人才进入高管的事实障 

碍。最终导致企业人力资源的贫乏，企业 

生机萎缩，逐渐褪色，凸现了专业化管理 

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2．老板娘在企业中的特殊背景和地 

位，将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公司管理的混 

乱，使人治逐渐取代法治，人情取代制 

度。正是由于老板娘的这种特点，将使老 

板娘在与其他人在决策的参与、对待方 

式、控制方式及利益分配方式四个方面 

受到不同的对待，从而引起公司制度与 

“人情账”的现实冲突，造成管理的混乱 

和无序状态。 

就决策的参与而言，老板娘参与决策 

的可能性较高，也较具有上行的影响力。 

这种决策的参与可以通过正式与非正式 

两种途径。比如在正式开会时，当老板征 

询员工意见时，外人通常会表示没有意 

见，但老板娘就比较敢表达意见。除此之 

外，在一般企业中，非正式沟通渠道也颇为 

重要，但此种渠道大都只能对自己人开 

放。因此，老板娘通过私下与老板接触，在 

下班之后，还可以发挥对老板决策的上行 

影响力。而其他人就无法获得这样的机 

会。同时，老板娘作为老板的“代言人”， 

也决定了他对公司其他员工具有重大的 

决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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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权的来源。而职位高低指标主要取决 

于老板对老板娘的信任度和对其能力的认 

可度，两个方面的评价越高，其职位就越 

高。如图2所示，第 1象限能力和职位双高 

的情况，匹配于 “强势老板娘”，由于其身 

居要位，且能力很强，所以使她在公司能够 

独当一面，对公司的运行发挥至关重要的 

作用，有时甚至高于老板的作用。第Ⅱ象限 

中老板娘能力高，职位低，但是其专家权和 

魅力权将使她对公司的运行也产生重要影 

响，因而对老板而言匹配于一种辅佐参谋 

人和建议影响人；对员工而言，她虽正式职 

位较低，但她就被视为老板的代言人一样， 

被赋予了一种默会的奖惩权和强迫权。加 

上她的专家魅力权，将对员工行为起到一 

种很强的约束、监督作用，但是她没有强势 

老板娘那种自在决策权。第Ⅲ象限的老板 

娘，能力低，但职位高，其在公司的作用就 

匹配为一种 “形象代言人”的地位，很有可 

能其实际权力被架空，就作为公司的发言 

人和公关的形象代表而已。而第Ⅳ象限的 

“双低”情况，即能力低，职位又低，此时老 

板娘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匹配于 “弱势老板 

娘”的地位，她对公司的作用应逐渐地弱 

化，慢慢淡出企业。 

能力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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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 舶 2 低 

(二)老板娘与-~ql,发展阶段的匹配 

由于社会、文化、历史等诸方面的原因，老板娘在企业发展的初 

期阶段，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和对管理水平要求不高的企业，主要是凭 

借其垄断技术和关系资源生存的，是具有一定的优势和作用。但是， 

当企业逐渐发展壮大，企业经营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经营的环境 

高速变化，竞争激烈化甚至全球化，企业管理的难度加大时，缺乏专 

业化训练的老板娘就难以胜任复杂的管理担子。这时，就必须使 “老 

板娘”管理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相匹配，主要是为适应管理复杂化 

的要求，使企业的老板娘管理逐渐演变为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一 般情况下可采取以下三种适应方式：一是雇用有才干的专业 

人员并安排其担任重要管理职务。二是把家庭、家族的下一代培养为 

专门管理人才，逐步替代老板娘在企业中的作用。许多企业家将自己 

的子女送到西方名校攻读工商管理，以掌握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经验。 

他们学成回来并通过一段时间的基层实践，很快地成为独当一面的 

管理人员。三是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对老板娘进行专业化、系统化的 

培训，使其适应管理发展的要求。 

(三)综合匹配 

一 方面，老板娘需要与其能力地位匹配，另一方面，又必须与 

企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如果说前者是一种静态匹配的话，那么后 

者就是一种动态匹配。正如图3所示，老板娘根据环境的改变，在 

企业中的动态发展经历这么几个步骤：从企业建立期的强势老板 

娘，到企业发展初期的辅助参谋者，再到成长期的形象代言人，最 

后到企业成熟期的弱势老板娘，并伴随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的深 

入直至最终替代。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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