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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社会化研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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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族企业需要社会化，应在社会化过程中走出家族的封闭与局限，这是理论界的一个主流看法，

但是对其社会化的模式、社会化的动力、社会化的对象、社会化的途径，则因为各位学者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

而大相径庭。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家族企业社会化研究的现有文献进行归纳、梳理，以求得出家族企业起

源、社会化进程模式、社会化驱动机理、社会化内涵、社会化障碍和条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不足，为理论界

深入研究提供帮助，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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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族企业被认为是最具普遍意义的企业类型，最保守的

估计，家庭所有或经营的企业在全世界企业中占了 DE L F>W
之间，世界 E>> 强企业中也有 ?>W 由家庭所有或经营（ 克林

·盖尔西克，!HH"）。因此，家族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

主体，对家族企业的研究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 储小

平，#>>> 年）。考察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演进史，不难发

现，许多社会化大公司的前身都是家族企业。这个历史进程

表明，随着家族企业的不断发展，最终的走向是社会化（郭跃

进，#>>C）。它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但研究表明，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可持续发展成为很多家族企业

无法逾越的问题，特别在家族企业的成长初期，是一个名副

其实的“成长危险期”，所谓“ 富不过三代”。然而尽管如此，

理论界对于家族企业研究的忽略令人吃惊（ 李新春，!HHF；陈

凌，!HHF）。为此，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家族企业社会化进程问

题，把握内在机理，对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家族企业社会化

研究的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出在家族企业社会化的模

式、社会化的动力、社会化的对象、社会化的途径等方面的研

究成果和不足，为理论界深入研究提供帮助，为政府决策提

供依据，推进中国家族企业的现代化进程，实现更多的中国

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 家族企业起源研究

对于为什么大多数企业一开始选择家族式经营管理模

式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重点，目前主要有成本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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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论、演化论、需要论。

成本论。用制度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在特定条件

下家族成员及其之间的忠诚关系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

资源进入企业，家族伦理约束简化了企业的监督和激励机

制，这时 家 族 企 业 就 能 成 为 有 效 率 的 经 济 组 织（ 储 小 平，

!"""）；加里·#·贝克尔（ $%%&）认为，家庭住户区别于厂商

和其他组织的主要特征是家庭内部的配置大部分是通过利

他主义和有关的义务确定的，这是节约交易成本的根本；刘

平青（!""!）则进一步从信息成本角度阐述，认为企业家选择

家族成员的信息成本小，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制约论。文化制约，有些学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家

族企业产生的合理性，如东亚等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

家，家文化是家族企业产生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根基（ 福山，

!""$；等）。资源制约，这些学者认为家族企业在创业初期由

于历史的原因缺少物质资本，又缺少人力资本，也没有技术

支持，甚至存在的合理性都成问题，家族企业之所以能够在

夹缝中突起，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深厚的社会资本。产权制

约，张维迎教授（!""$）从产权保护角度出发，认为对企业家

来讲，最重要的资源是想法，如果想法被人家知道，人家就会

自己干，有效保护“想法”的方法就是成为企业所有人。

演化论。进化博弈论（ ’()*+,-)./01’,2’)34）则抽象掉了

个人理性这一假设，将人类社会中的规则（ 包括正式的和非

正式的）视为生物体，那些适应环境、社会变化的规则不断的

被发现并保留下来，这种规则即为进化安定策略（ 5()*+,-).6
03-*4#,07*’#,30,’/-’8，5##，904.03:#1-,2，$%;!< &）。在 此 意 义

上，家族企业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企业组织形式，其存在正

是适应社会环境的反映。

分蘖论。汪和建（$%%%）、侯渡舟（!""$）从家庭结构着

手，根据亲属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的演化来分析家族企业的

产生，认为家族企业得以产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亲属

共同体与家户经济共同体在控制———支持的输出入关系上

失去平衡，从而企业从家户经济共同体中独立出来。

需要论。这些学者认为，家族企业多数是以“ 小商品”为

主的产业结构，使得规模经济的作用并不明显，从而企业规

模不大，管理简单，所有权无需向家族外扩散；企业存在的时

间也不长，经营者基本上仍是创业者，并未面临领导权在家

族内传递或向家族外传递的选择，而且绝大多数企业的生命

周期也未必长到需要解决领导权转移问题的程度，往往在一

代人的时间内企业也就消亡了（自动终止、转让或者破产）。

哈耶克（ =04’>，$%&%）的一句名言用在这里是恰当的：

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制度是人们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设计

的结果。根据以上分析，作者认为创业者选择家族企业模式

的原因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入手，分析各种

因素对家族企业形成的影响，正是各种力量的交织促使家族

企业的大量存在。

二< 家族企业社会化进程模式研究

钱德勒（$%??）在研究了 $;@" A $%@" 年这 $"" 年间美国

企业的发展史的基础上，得出这一进程实质上就是经理式企

业逐渐取代家族制企业的历史，即随着家族企业的不断发

展，最终的走向是社会化。美国学者麦迪思用企业生命周期

理论解释企业的成长，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中，其生产经营

管理是有不同要求的。克林·盖尔西克（$%%?）则用三环理

论诠释家族企业发展，将家族企业的周期分为初创期、扩展

或正规化期、成熟期三个阶段，从家族、企业、所有权三个角

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进行研究，这种三级发展模式最好

的用处就是为家族企业每一个进程的长远发展提供一个可

预期性的框架。本·巴鲁克（$%?B）认为，个人独裁式的家族

企业应分散投资风险、筹集资金的需要引进外部资金和人力

资源，并由创业家族控股，从而转变为家族公司，因而家族企

业演进 的 路 径 为 古 典 家 族 企 业———家 族 公 司。胡 佛 夫 妇

（!""@）从关系商角度对家族企业发展进行了分析，从关系技

巧、关系范式的变化提出四阶段发展模式。青木昌彦（$%%&）

认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信息体制的差异，在不同的国家家族企业沿着不同方向

进行着变迁。国内大多数学者（ 潘必胜，$%%;；马津龙，!""$；

储小平，!""$；应焕红，!""!）沿袭了钱德勒的观点，认为家族

企业最终会转变为现代企业。具体进程方面，一种认为是曲

折演进型，家族企业将会沿着类似家庭式企业 A 企业家族化

A 家族企业化 A 经理式企业的模式演变，而非家族企业 A 公

众企业（ 潘必胜，$%%;；赖作卿，$%%%；储小平，!"""；石明虹，

!""C；刘平青，!""!；郭跃进，!""C；等），无章可循的情况下，企

业家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刘平青，!""!），目前家族企业

的演变趋势并非现代企业（ 陈凌，$%%;），网络化是很多家族

企业成长的另一种路径变化（ 周立新，!""C）。一种是直接演

进型，认为由于市场竞争和企业持续发展的要求，家族企业

有必要克服外部不利因素直接转变为现代公司（ 张仁寿，

!"""；张亚，!""$，等）。这一观点实质上是将家族企业制度

和现代企业制度直接对立起来。

虽然各位学者认定的家族企业社会化进程模式不同，但

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家族企业肯定会走向社会化，即家族

企业必将走向公众公司这一点是达成共识的，但对在什么条

件下采用何种路径仍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

三< 家族企业社会化驱动机理研究

动力源方面。家族所有与家族控制是家族进行企业创

业的主要目的，为什么发展起来的家族企业必定社会化呢？

刘平青（!""!）认为，传统型家族企业裂变的动力来自于技术

方面与制度方面交替创新的结果。技术和制度创新的结果

是，经济活动已远远超出一个家族企业家能力范围之外，理

性的企业家选择的是吸纳人力资本（ 不可转换信息）进入企

业。汪和建（$%%%）、侯渡舟（!""$）认为家庭资源供给不足和

市场需求导致家族企业社会化。动力还来自企业内部。企

业家的欲望成为企业成长的强大动力。彭罗斯（$%B%）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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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长受企业吸纳管理能力的数量和速度的限制。社会

化的实质就是家族企业与社会资本的融合（张仁寿，!"""；储小

平，!"""）。郭跃进（!""#）认为主要是家族企业发展中存在着

天然的社会化动因：家族繁衍、企业规模扩张和市场竞争。

驱动模式方面。学者认为，对家族企业的作用分为自主

理性选择基础上的诱致型制度变迁和由政府推行的强制型

制度变迁。得益于“ 伦理宗教，特别是新教的伦理与禁欲教

派的伟大业绩，就是挣断了宗族纽带，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

生活方式共同体对于血缘共同体的优势⋯⋯”（ 马克斯·韦

伯，$%!"，&!’% ( !%)），西方家族企业更容易社会化。台湾学

者杨国枢、刘兆明等认为华人企业的武器则是“ 泛家族主

义”。其作用：一是“家族”范围的扩大，对于家族成员的认定

不再只是局限具有血亲关系的狭义的家族圈子内，而是扩展

到以“五缘文化”为基础来认定。二是家族文化的影响力及

作用范围逐渐延伸至家族以外，家族的运行规则、家族伦理

等在家族企业的经营发展过程中会表现出来。费孝通先生

则以“差序格局”的概念形象地描述“ 泛家族主义”。*差序格

局*理论被广泛用来解释企业家族化的过程，即企业的成员是

根据家族内的关系由近到远再向家族外扩张形成。刘平青

（!""!）认为中国家族企业对优秀的社会公众成员，习惯于用

身份型方式同化他，或通过联姻的方式使之成为家族成员，或

以身份加契约双管齐下的方式使之成为准家族成员。通过

“泛家族主义”作用的不断深化，家族企业得以缓慢社会化。

四+ 家族企业社会化内容研究

美国学者克林·盖尔西克（$%%,）从家族、企业、所有权

三个角度对家族企业社会化进行了研究。家族企业的社会

化有三个方面：财产所有权社会化；管理控制权的社会化；企

业意义上的社会化（ 郭跃进，!""#）。我国家族企业的社会

化，按其出现的先后与难易，主要应有管理权、所有权、企业

文化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李从质，!""#）。研究表明，涉及

家族企业社会化主要有人力资源、产权（ 资本或控制权）、治

理结构、文化等内容。

控制权方面。德鲁克指出：家族企业要能生存和保持有

效运作，⋯⋯至少要有一位非家族成员。储小平（!"""）认为

相当多的私营家族企业的成长瓶颈主要是人力资本。黄旭

成（!""!）认为当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家族内部人力

资源的不足是必然的。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的社会化要解决

的，就是要消除家族企业高级管理层对外部的封闭性，弱化

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从用人唯亲转变为用人唯贤，真正做到

能者居其位。吴学谦（!""#）认为人力资源社会化主要涉及

到家族企业继承人的选择问题、家族成员（ 创业元老）退出问

题和职业经理人进入问题。向荣（!""!）认为，企业首席执行

官交接有 - 种模式。李新春（!""$）则认为“ 子承父业”也并

非一定不利于企业成长，因为这种继任并不是一步到位，而

是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过程，同时符合企业“ 安全”发展的第

一目标。马津龙（$%%%）提出民营企业（ 家族企业）可考虑采

用“传递官杖”（ &.//012 345 6.371）的方式实现继任。周其仁

认为：在选择由儿子继任还是职业经理人继任问题上，不存

在哪个途径最好的问题，多数创业者会在“ 亲”（ 可靠）和

“贤”（能干）这两难之间，选择最优的帕累托组合。景素奇

（!""8 年）认为家族企业引进人才很难，影响因素有：社会信

任制度；产权结构；组织方式；文化理念等各方面。

产权方面。大多数学者主张家族企业变革应从产权入

手，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周其仁（$%%-）等指出，不

要未加仔细检验就得出“ 家族经营要被非家族经营取代”的

“规律”，更不要以主观臆断盲目改造家族企业；家族企业会

随着规模扩大，会在企业内部产生出自我更新的力量，使自

己的企业顺利转型，以适应现代经济的挑战。关于产权社会

化的演进路径，理论界普遍认为，由“ 封闭”到“ 开放”是家族

企业变革产权结构的唯一路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家长作为单一股东拥有 $""9 的股权；第二阶段是家族内

部（包括泛家族成员）分享股权，核心人物掌握相对多数的股

份；第三阶段是家族和外部投资者共享股权，家族作为一个

整体或者是控股股东，或者失去控股权（ 克林，盖尔西克，

$%%’；潘必胜，$%%’）。

治理方面。企业的产权结构决定了其治理结构的特征，

家族企业通常是由家族控制董事会，由家长担任总经理或

（兼）董事长（陈躬林，!""!；马津龙，$%%%）。理论界普遍认为

家族企业具有比非家族企业更加复杂的治理结构：所有者、

董事会、管理者、家族的“ 四重”治理机构；由“ 硬核”和“ 外

围”组成的“二元结构”（汪和建，$%%%；李文，!""!）；由高层管

理集团（家族成员）、中层技术骨干集团和下层劳动集团组成

的“三元结构”，而中层技术骨干通常导致企业治理机构不稳

定（潘必胜，$%%’）。关于家族企业最佳治理结构，陈凌认为

在信息分散度和规范度都较小的国家，最佳的治理结构既不

是市场也不是科层制组织，而是家族式企业和网络模式。储

小平认为传统的华人社会信息的低规范度和高集中度决定

了企业主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中国经理人市场失

灵的状况下，应该实行“ 折中治理”模式，就是家族和经理人

共同分割企业的控制权，家族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对经理人的

直接控制。

五+ 家族企业社会化障碍和条件研究

钱德勒（$%,,）认为技术、市场和交通通讯的发展是企业

规模扩张并演变为现代工商企业的外生因素。祖克尔在分

析了 $’8"—$%!" 年期间美国经济中的信任情况后得出社会

信任制度的建设在美国家族企业演变为经理式企业起了重

要的作用。美籍日裔学者弗兰西斯·福山（$%%-）进一步指

出在低信任度文化中，人们更容易相信“ 家族”圈子内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家族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在中国及东南亚华人

中盛行的原因。汪丁丁（$%%-）指出“ 家”的概念、“ 家文化”

一直伴随和影响着华人企业的发展。社会信任资源的缺乏，

市场发育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建全、产权保护不足等因素决

定了家族集权管理的必要性（ 储小平，!""$；李新春，!""!）。

要顺利推动家族企业的社会化转型，必须重视家族文化、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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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理人队伍素质、社会信任等因素的作用（ 储小平，!""#；

郭跃进，!""!；应焕红，!""!）。在外部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

善的条件下，家族企业很难转变为现代企业以提高经营效

率。因此我国今天家族企业的社会化转型，必须有一定的制

度建设和机制建设进行引导（郭跃进，!""$）。

除了外部因素之外，今井俊一在《 现代企业的组织和管

理》一书中谈到，家族企业演变为现代企业离不开企业家的

主观作用。钱德勒（#%&&）指出经理式的企业中经理之所以

有他们发挥作用的“舞台”，与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忙于赚取其

它“外快”而无暇于企业经营的事实是分不开的。但社会化

风险最突出是体现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时候（ 王亚娟，

!""!）。因此对于家族企业来说，发展的制约因素就是资本

融合和管理者选拔（ 储小平，!""$）。李前兵，丁栋虹（!""’）

从节约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人格化交易应当优于非人格化

交易，然而，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却是一个从人格化交易向

非人格化交易转变的过程，诺斯因此提出：从人格化交易向

非人格化交易的转变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制约因素。

六( 结 论

在最近十几年，家族企业作为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企

业组织形式，重新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的正视

和兴趣；理论界开始尝试以客观、理性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家族企业，并希望能够对其成长发展提出中肯的分析和建

议，从而积极探索适合家族企业成长发展道路。目前对家族

企业的研究理论主要有盖尔西克的三级发展模式、麦迪思的

生命周期理论、福山的信任文化理论、贝克尔的家庭利他主

义、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等。国内学者还以国内目前的不完

善市场经济条件、不健全的法制规范和社会信用制度为研究

背景，对家族企业社会化作了分析。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为

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综观国内对家族企业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

不足：从单一视角进行研究的较多，例如从经济学、管理学、

文化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角度，而从多视角、跨学科的综合

研究还不够；对家族企业社会化的影响因素描述性和轶事性

的分析较多，而就这些因素对家族企业社会化的影响方向、

影响程度进行定量化、模型化的研究还很少。学者大多沿用

现有的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企业管理理论对家族企业和家族

管理进行分析和阐释，有关家族企业社会化的学理研究基本

上处于空白状态。如费孝通的) 差序格局) 理论虽然解释了

企业家族化的机理，但没有解释家族成员退出的机理。而欧

美国家的学者常常更侧重于从咨询的角度进行研究，以企业

具体案例为研究依据，以为企业发展提供战略规划为目的，

尽管这些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作用和一定的理论

借鉴意义，但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框架。如美国学者克林·

盖尔西克提出的三环理论尽管解释了企业中家族成员在不

同阶段中的变化特征，但没有解释非家族人员怎样进入企

业，也没有涉及变化的机理，只是演变表象的描述。总之，关

于家族企业社会化的研究，还需要理论界进行系统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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