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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序　　言

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永远是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 其中“家业常青”
总是研究的中心。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财富的积累就有不成文的看法———
“富不过三代”，形象地描述出在完成了财富初步积累之后，实现私有财产的
持续传承是一个极难逾越的屏障。
中国家族企业经过 ３０多年的艰辛发展，如今对于中国经济总体的贡献

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想象。 在改革开始的初期，国内学者几乎没有对家族企
业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和探讨。 自从 ２０００ 年之后，关于家族企业研究才为国
内学者认真关注，陆续出现了研究家族企业的文献及专著等。
中国的家族企业主大部分是白手起家，经过多年的奋斗他们领导的企

业站稳了脚跟，强者甚至成为上市企业，如正泰、瑞立集团，或者成为中国乃
至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 然而正如本书中所指由于自身的生理年龄以及知识的
更新等原因，下一代接班人的话题油然而生，调查数据显示今后 ５ 年或者 １０
年将出现家族企业的交接班高峰。
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研究成为研究的一个主题之后，研究的范式不外

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 定性研究包括经验型、描述性、文献型、政策建议
型方法，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领域占据很大比例，如国内家族企业代际
传承文献最早出现在 ２００２ 年，作者晁上在枟南开管理评论枠发表的“论家族
企业权力的代际传递”，国内最早的成功接班发生在温州挺宇集团，１９８９ 年
潘挺宇由于出国等原因，企业在女儿潘佩聪接手之后逆境而上获得长足成
长。 而定量研究虽然目前从数量上尚未成为研究的主流，但是从近期的发
展趋势判断已经成为研究的趋势。 如经过严格的科学研究流程出版的专著
有张兵、朱素英、刘学方等。 因此，欣闻温州大学余向前副教授即将出版具
有实证性质定量研究分析的专著让我阅览点评，并且邀我写序言时，我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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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著充满期待。
通过对本书浏览，我发现本书是按照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了定性和定

量分析完成的成果，而定量分析占据大部分篇幅。 本书在文献综述的基础
上，作者前期深度访谈经营规模较大的温州家族企业主 １５位，坦率地提出了
相关疑问，纠正了问卷中存在的问题，提高了问卷的准确性。 之后按照各区
域企业数量的比例相继走访了温州地区 １９３ 家企业主以及在校温州籍家族
企业主子女 １１０位，通过调查问卷获取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第一手资料。
与以往研究成果不同的是本书集中研究中国民营企业最具代表性的地

区———温州，以小见大，通过与地方政府部门合作克服家族企业直接数据获
取不易、研究不方便等困难，展示中国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研究方面的最新
成果，其成果对于政府决策、学者研究、企业家实际传承极具参考价值。
本书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主要论述家族企业的企业治理变迁、现阶段

的代际传承以及将来持续成长的对策建言等。
温州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是极具争议，特别是家族企业的发

展具有特殊的典型性、代表性。 温州企业的形态是极富多样性的，要准确地
划分几种类型并不容易，就像是色谱，从一种颜色到另一种颜色的过渡是连
续的，没有截然的界限。 在企业成长的过程，挂户经营和股份合作制是推动
温州企业持续成长的重要制度创新，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以往温州经济发
展的过程中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官员，总是在推进制度创新时考虑到政治维
度和经济维度。 企业的制度选择与持续发展既能符合政治标准又能符合经
济标准是温州人智慧的重要表现。 张仁寿（２０００）指出，关于温州企业制度
创新，人们都倾向于突破家族制。 但是值得反思的是温州实施“第二次创
业”以来，温州企业的家族色彩不但在总体上没有多大改观，而且在一些实
力强、上规模的企业中反而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温州不少号称集团的民营
企业中，血缘关系和家族控制均清晰可见，如正泰、德力西、天正、新华等等。
因此研究温州家族企业治理变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代际传承方面，主要涉及到在任者与继任者两者之间的关系。 虽然

理论上关于接班人有多种选择，如自己子女、亲戚、企业内部精英、外部职业
经理人等等，但是在现实中我也认同本书的观点，即在现阶段采取“子承父
业”的模式是目前中国可行的主流方式。 通过统计学的方法，本书从现任企
业家的角度分析代际传承的影响因素及成功接班的路径，又从将要接班的
企业主子女的接班意愿作为切入点，研究子女本身及周围环境对接手企业
的影响。
最后部分是基于前文的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家族企业持续成长

所需的前提要素。 在政策性建言中涉及到企业、政府、社会在家族企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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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方面需要努力的具体事项，具体辅以诸多国内外的实际案例分析。 在
对温州调查研究成果汇总之后，作者把调查研究的区域扩大到浙江地区，最
终以要报的形式把收集到的数据归到附件供读者参考。
序末言尾，我国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特别是代际传承的研究随着一批

批杰出青年学者的涌现，如余向前等拥有长期留学经历，受过国外良好学术
训练，对西方管理学理论体系有着系统理解，同时对中国现实国情保持高度
学术洞察力，其研究成果虽然存在不完善之处，但这是中国管理学体系完善
必经之路。
正因如此，特此为序！

甘德安
２０１０ 年 ７月

3



目　　录 ●

目　　录

第 １章　绪论
　１畅１　研究意义
　１畅２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１畅２畅１　国外研究现状
１畅２畅２　国内研究现状
１畅２畅３　对现有研究的述评

　１畅３　研究内容
　１畅４　研究技术路线

第 ２章　从家族经营到家族所有
　２畅１　关于家族企业的定义概括

２畅１畅１　创业说
２畅１畅２　家族影响说
２畅１畅３　企业产权说
２畅１畅４　阶段说
２畅１畅５　临界控制说
２畅１畅６　风险说

　２畅２　温州家族企业定义的实证界定
　２畅３　家族企业初始形态———家庭作坊

２畅３畅１　家族企业生成的制度因由及路径依赖
２畅３畅２　家庭作坊的诞生
２畅３畅３　家庭作坊与挂户经营

　２畅４　家庭作坊的联合———股份合作企业

1



● 家族企业治理、传承及持续成长

２畅４畅１　变相的家族企业
２畅４畅２　官民合作的产物
２畅４畅３　家族财产继承与企业生命周期
２畅４畅４　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与动力机制

　２畅５　家族企业的规范化管理
２畅５畅１　注册有限责任公司
２畅５畅２　组建集团企业
２畅５畅３　成立股份有限公司
２畅５畅４　家族企业与内部信任机制

　２畅６　结论与启示

第 ３章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创新
　３畅１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内涵
　３畅２　温州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现状分析

３畅２畅１　研究方法的选择
３畅２畅２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描述性分析

　３畅３　创业初期企业家族化治理结构的合理化分析
３畅３畅１　避免了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监督不力
３畅３畅２　避免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３畅３畅３　有利于保证责、权、利高度一致
３畅３畅４　促进了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形成

　３畅４　家族式管理与现代公司制治理的抉择
　３畅５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创新

３畅５畅１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发展瓶颈
３畅５畅２　组阁财团走出家族制———一次治理结构创新的尝试
３畅５畅３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创新与代际传承

　３畅６　结论与启示

第 ４章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
　４畅１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理论分析

４畅１畅１　家族企业主换代：基于博弈思考的抉择
４畅１畅２　“子承父业”：当前家族企业的主流传承模式

　４畅２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调查数据描述性分析
４畅２畅１　继任对象的选择
４畅２畅２　继任者选拔标准

2



目　　录 ●

４畅２畅３　影响代际传承的要素
４畅２畅４　成功代际传承的标准
４畅２畅５　二代企业家培养路径
４畅２畅６　家族企业继任计划

　４畅３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回归模型分析
４畅３畅１　研究模型与假设
４畅３畅２　代际传承影响因素因子分析
４畅３畅３　代际传承影响因素的二分逻辑回归模型分析
４畅３畅４　代际传承路径的二分逻辑回归模型分析

　４畅４　结论与启示

第 ５章　子女接班意愿与代际传承
　５畅１　权力接班的陷阱

５畅１畅１　在任者对权力的迷恋
５畅１畅２　继任者能力缺位

　５畅２　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
　５畅３　研究假设

５畅３畅１　内部职业志趣与接班意愿
５畅３畅２　外部起业家精神与接班意愿
５畅３畅３　外部就业压力与接班意愿
５畅３畅４　“家业”继任后精神、物质保障与接班意愿
５畅３畅５　对家族企业制度的认识与接班意愿
５畅３畅６　其他背景变量与接班意愿

　５畅４　研究方法的选择
　５畅５　实证结果统计学分析

５畅５畅１　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５畅５畅２　子女接班意愿影响因素因子分析
５畅５畅３　子女接班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５畅５畅４　子女接班愿意与背景变量的方差分析

　５畅６　结论与启示

第 ６章　家族企业持续成长与代际传承
　６畅１　构建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信用评价机制 加强互信

６畅１畅１　信用评价机制与社会发展
６畅１畅２　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信用体系的构建

3



● 家族企业治理、传承及持续成长

　６畅２　组建家族企业内新的管理团队，树立接班人权威
６畅２畅１　两代企业家的差异与成功权杖交接
６畅２畅２　二代企业家的成长与权威树立

　６畅３　完成家族企业财产的整体性继承
６畅３畅１　多个继任者继任企业财产与“货币价值分配法”
６畅３畅２　唯一继任者难以继任企业经营权与“家族基金

　６畅４　企业家人力资本不可继承性与家族企业继任计划
６畅４畅１　企业的成功与企业家人力资本
６畅４畅２　企业持续成长与企业的继任计划

　６畅５　实施遗产税与接班人综合竞争力
６畅５畅１　关于遗产税
６畅５畅２　遗产税与接班人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６畅５畅３　近期实施遗产税所要解决的主要困难

　６畅６　结论与启示

附件 １　“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专题研究成果要报———浙江家族企业
成功传承及持续成长调查

　附 １畅１　浙江家族企业基本情况
附 １畅１畅１　企业主性别与文化程度
附 １畅１畅２　企业主年龄与接班情况
附 １畅１畅３　企业的资产与职工人数

　附 １畅２　浙江家族企业治理现状
附 １畅２畅１　家族企业概念的界定
附 １畅２畅２　家族企业的发起人与重大决策
附 １畅２畅３　企业经营权移交的情况

　附 １畅３　浙江家族企业代际传承
附 １畅３畅１　企业主对接班人接班意愿的分析
附 １畅３畅２　企业主对“子承父业”的意愿判断
附 １畅３畅３　家族企业股权与经营权转移
附 １畅３畅４　成功传承的标准
附 １畅３畅５　影响成功传承的因素

　附 １畅４　浙江家族企业持续成长路径分析
附 １畅４畅１　移交经营权的路径分析
附 １畅４畅２　职业经理人与企业成长
附 １畅４畅３　家族企业继任计划

4



目　　录 ●

附件 ２　家族企业治理、传承及持续成长调查问卷
附 ２畅１　温州家族企业企业家为调查对象的问卷
附 ２畅２　温州家族企业主子女为调查对象的问卷

参考文献

后　记

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家族企业治理、传承及持续成长

表 目 录

表 １　中国学术期刊网 １９７９—２０１０ 年收录相关学术论文篇数
表 ２　家族（包括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拥有企业股份的百分率
表 ３　调查概括表
表 ４　温州地区第二、三产业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表 ５　温州地区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
表 ６　温州地区法人单位地区分布及预计调查企业数
表 ７　企业主性别
表 ８　受访者年龄构成
表 ９　受访者属于家族企业的第几代企业家
表 １０　企业资产规模
表 １１　企业职工人数
表 １２　企业设立的时间
表 １３　家族企业所属行业
表 １４　家族拥有企业的股份
表 １５　企业发起人
表 １６　企业重大决策者
表 １７　企业主对引进职业经理人的看法
表 １８　家族企业引进外部职业经理人的时机
表 １９　企业在过去的 ５年内是否移交过管理权
表 ２０　移交的对象
表 ２１　移交经营权后的效果
表 ２２　预计在未来几年后，企业的经营权要进行转移
表 ２３　经营权移交的对象

6



目　　录 ●

表 ２４　接班人的选拔方式
表 ２５　企业股份分配给子女的标准
表 ２６　企业经营权移交给接班人的标准
表 ２７　家族企业成功传承影响因素
表 ２８　企业家对子女进入自己家族企业工作的意愿
表 ２９ 企业家对子女接班成为自己家族企业的新一代领导人的意愿

表 ３０　企业成功传承的标准
表 ３１　子女进入自己企业的时机
表 ３２　安排子女进入高级职位（如总经理 副总经理等职务 的时机

表 ３３　企业继任计划准备情况
表 ３４　如果缺乏继任计划，合理的解释
表 ３５　如果已经制定继任计划，那么最直接的原因
表 ３６　ＫＭＯ ａｎｄ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摧ｓ 检验
表 ３７　旋转后因子荷重矩阵
表 ３８　将来企业的经营权是否愿意移交给子女
表 ３９　模型概要
表 ４０　Ｈｏｓｍ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ｍｅｓｈｏｗ 检验
表 ４１　步骤执行概况
表 ４２　最终方程中的变量
表 ４３　是否子女一毕业就马上安排到自己家族企业去工作
表 ４４　Ｈｏｓｍ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ｍｅｓｈｏ 检验

表 ４５　步骤执行概况
表 ４６　最终方程中的变量
表 ４７　子女毕业后工作计划
表 ４８　ＫＭＯ ａｎｄ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摧ｓ 检验
表 ４９　旋转后因子荷重矩阵
表 ５０　企业家子女接班成为家族企业的新一代领导人的意愿
表 ５１　模型概要
表 ５２　方程检验
表 ５３　系数检验
表 ５４　在不同背景变量下“接班意愿”的描述性统计
表 ５５　子女属性、企业属性的方差分析

7



● 家族企业治理、传承及持续成长

图 目 录

图 １　研究技术路线
图 ２　三井高利的财产分割图
图 ３　中国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图
图 ４　非家族企业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比较
图 ５　“叔叔—侄儿，堂兄—堂弟”传承模式
图 ６　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动态博弈模型
图 ７　继任对象来源交叉示意图
图 ８　研究模型
图 ９　Ｓｔａｖｒｏｕ四因素分析模型
图 １０　子女接班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8



第 １章　绪　论 ●

第 1章　绪　论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家族企业都大量顽强地生存和发展
着。 据克林· 盖尔西克等人（１９９７）的研究，最保守的估计也认为由家庭所
有或经营的企业在全世界企业中占 ６５％—８０％之间。 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中有
４０％由家庭所有或经营家族企业创造了美国生产总值的一半，雇佣的劳动
力也占一半。 在欧洲，家庭公司支配着中小规模的公司，并在一些国家里占
较大公司的大多数。 在亚洲各国，家庭公司大都居主导地位。 在拉美，由家
族建立和控制的大型企业在绝大多数产业部门中都占主导地位。
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是指企业的控制权和管理权由上一代传递给下一

代，实际上是家族的财产、声望和社会地位的传递。 尽管家族企业在经济社
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家族企业准备将权力在代际之间进行转移之际，正是
其最容易受伤之时。 据统计，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有 ２４ 年，常见的现象
是：当家族企业的创始人突然离去或退休的时候，往往就是企业终结的时候
（Ａｌｃｏｒｎ， １９８２ ）。 Ａｓｔｒａｃｈａｎ （２０００）估计，美国只有 ３０％的家族企业能成功
地过继给第二代；１２％的家族企业能成功地过继给第三代；只有 ３％的家族
企业能成功地传承给第四代。
与世界上知名的百年老店，如瑞士的劳力士（Ｒｏｌｅｘ）公司和美国的杜邦

公司（公司年龄都超过了 ２００ 年）相比，中国少量长寿的家族企业还只能算
刚刚由学步期进入青春期，而大部分还处在婴儿期或者学步期的初级阶段。
在这个阶段，特别容易面临威胁和危机，企业的变革也最为剧烈，死亡的概
率也最高。 正是这个时期，我们又面临经济转型升级，家族企业新老交替的
敏感期，所以如何顺利进行权杖的移交，突破家族企业治理的瓶颈，不断吸
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治理模式的转变，如继
任者的选拔等都将成为影响家族企业存亡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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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家族企业经历了 ３０多年的发展，据调查（谢健、杨龙志，２００５）成长
年限在 １６年以上的只占 １５畅９％，成长年限在 １１—１５ 年的有 ２７畅８％，有 ６—
１０ 年的占 ３２畅５％，５年以内的占 ２３畅８％。 由于创立时间较短，绝大部分的家
族企业还处于第一代。 民营企业主年龄超过 ５０ 岁的只有 １６％，有 ６８％的企
业主的年龄在 ３０—５０ 岁的黄金年龄。 从这点看，温州的家族企业目前处于
接班人选择、培养阶段，将要面临权杖交接的课题。 在温州数十家规模较
大、影响力较强的家族企业中，也只有吉尔达、挺宇等少数几家已基本上完
成了两代交接的任务，康奈集团则正处于交接的过渡时期。
成功传承是保证家业常青、企业持续成长的关键，实际上由于成功传承

是一个受到多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随着案例
分析和实证调研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影响因素被证实。 研究通过对民
营经济发达地区———温州进行调查，以温州地区家族企业为访谈与问卷的
对象，再结合国内外已有的成果，探究家族企业成功传承的标准、影响因素
以及路径，为我国民营企业持续成长提供有益的参考。

１．１　研究意义

中国的民营企业多数以家族企业的模式存在，家族企业是我国改革开
放后逐步兴盛起来的企业组织模式之一，而目前大部分家族企业仍由第一
代家族企业家（即创业者）所经营。 根据家族企业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
三个阶段：创业、传承、走向公众企业。 第一个阶段，一般由一个富有冒险精
神、创新意识、超人能力的创业者成功创办企业；第二阶段，是家族企业将权
力从一代传给下一代，权力的交接是企业最容易受伤的时刻，如果交接过程
中管理出现失误，往往会导致业绩衰退，甚至祖业旁落；第三阶段，是企业的
股份高度的分散，在美英就进入了管理的职业化阶段，即两权分离，职业经
理人对企业进行日常的管理。
在中国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基本矛盾已经不再是政府与企业的较量，

而是转向了企业与逐渐完善并且成熟的经济市场之间的角力。 中国改革开
放已有 ３０多年，许多成功的民企创业者们由于其自身的生命发展规律、时代
的局限性及政治问题导致的普遍文化素质水平不高等原因，家族企业渐渐
步入转型期，权力的交接、领导人的换代等使代际传承问题提上日程。 因
此，建立何种成功传承模式、通过何种机制实现转型期中国家族企业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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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之间权力交接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社会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家族企业在长期发展中关于代际传承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运作模式，国外的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如美国家族企业创
始人通常在企业发展早期就雇用职业经理人，到创始人退休时他和他的继
承人仅维持最低限度的所有权；西欧家族企业创始人退休后，企业所有权仍
然很普遍地留在家族内，他们由继承人或者雇用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
日本家产继承普遍实行长子继承而非诸子均分，不能分得家产的非长子成
年以后必须离开家庭外出谋生；加拿大的家族企业接班人选择的标准更注
重技能、经验与以往的经营绩效。
但是，与这些国家相比，改革开放后我国家族企业初次代际传承具有自

身特性。 如传统“家文化”根源、社会资本的缺乏、委托代理成本过高等因
素，导致国外的经验只能作为我国家族企业持续成长的参考模式，中国家族
企业的根本出路要到中国实践中去寻找。
热闹一时的上海“黄埔接班人培训基地”的开课，宁波“家业常青民营接

班人专修学校”的火热招生，唯独缺少温州学员的身影，①针对这一反常现
象，②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温州民营企业家普遍认为如果让子女接管企业，那
么子女必须从基层做起，熟悉企业的整个流程，短期培训不能彻底改造一个
人，真正的学习还在于日常实践与锻炼。 我们无法预测温州的民营企业是
否都能够普遍持续发展百年以上，还是“富不过三代”，但是至少改革开放至
今温州民营企业超前的经商意识屡屡突破困境，创造了不少经济发展成功
事例，所以温州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本研究以我国家族企业成功代际传承面临的挑战为主要线索，以家族

企业内部继承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研究家族企业成功代际传承中的影响
因素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 将这些影响因素整合到一个系统的框架内，
描绘出家族企业成功传承的动力模式，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最终对民营
企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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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庆荣，陈爱谊．温州式接班．温州商报［Ｎ］，２００７-０３-１６（１７）．
在家族企业二代接班人培训班中唯独缺少温州人身影的现象，自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份后开始就
“被”消失了。 这是因为温州市人事局牵头办了个“民营企业后备人才高级研修班”，它被称为
“富二代”培训班。 为了吸引第一代企业主将子女送来接受为期 ８ 天的培训，人事局规定为每位
学员补贴 ８８００ 元，而学员自己只需要出资 ４０００ 元。 虽然这是政府引导民营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的举措之一，但是，舆论、企业本身等对用国民的税收去补贴企业家族子女成长这一行为存在诸
多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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