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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不少家族企业

迅速崛起，走上了现代化、集团化的发展道路，成为了

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私有财富的主要来源。

这也使得它们的上市欲望愈来愈强烈，尤其是 2000 年

之后，中国家族企业上市呈快速发展之势。

据统计，2006 年至 2011 年的 5 年间，一共有 370 家

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而且各家族企业在股市上的表现

较为理想，整体表现优于国有企业。在上市这条“致

富”路上，家族企业正以相当的魄力，撑起一片天。

扎堆创业板 表现可圈可点

据美国知名财经杂志《福布斯》发布的报告显示，

自中国证券市场 2004 年 5 月起开设中小企业板、2009

年 10 月起开设创业板以来，创业板的财富效应就在不

断驱动企业家将家族企业公众化。据统计，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在创业板上市的家族企业占当年上市家

族 企 业 总 量 的 44.60% ，比 2009 年 和 2010 年 全 年 的

35% 和 33.85% 高出了近 10 个百分点。愿意在创业板

上市的家族企业越来越多。

同时，各家族企业的业绩表现也相当不俗。《福布

斯》的调研数据显示，上市家族企业在总资产回报率

（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及主营业务复合增长

率方面都好于国有上市企业和上市非家族企业，只是

在“净利润率”方面稍显逊色，这与欧美上市家族企业

的表现基本一致。业内人士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信号，表明中国的上市家族企业正在向着积极的方向

发展。由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创业者普遍精明能

干，而且企业产权较为清晰、主营业务表现突出，所

以，这些企业的业务利润较为稳定。上市不仅为家族

企业带来更多的活动资金，也可以帮助其逐步完善企

业治理，在这些精明的创业者的带领下，未来，中国的

上市家族企业必将在中国、甚至是在世界的经济发展

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区域集中 行业分布密集

在这些上市的家族企业中，企业的分布特点较为

明显，多集中在传统商业省市，如广东、浙江、江苏、上

海等中国近代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福布斯》的抽

样调研结果显示，在沪深两地，广东和浙江两省的上

市家族企业数量，几乎占到了所有上市家族企业的一

半。而深圳的家族企业又占据了整个广东省的一半

多，远远超过“北上广”。广东、浙江、江苏已经成为家

族企业的理想孵化地。

而由于进入门槛较低，在轻化工、金属加工、机

械 制 造 等 行 业，家 族 企 业 的 分 布 比 例 也 较 高，传 统

“化工”行业成为家族企业从事最多的行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家族企业开始

逐渐放弃了原有的主业，专攻房地产开发，如“世茂股

份”，原“上海万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从过去

的主营业务转型，从商业百货业转为房地产综合经营

开发，目前，其 90% 以上的营收大部分来自房地产销

售业务。

业内人士分析，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一些企

业难以抵挡房地产产业繁荣的诱惑其实也无可厚非，

但长远来看，如果与原来的业务差距较大，建议还是

保守转型，毕竟谁都不知道房地产业的繁荣还能持续

多久，把主业务放在更有发展的产业上，才有益于企

业的长远发展。

亲情式管理 有利也有弊

事实上，这些上市家族企业也不是没有软肋。由

于上市家族企业已经将企业“摆在台前”，一旦家庭成

员之间出现裂痕、矛盾，就会被迅速扩大化，甚至会影

响企业未来的发展。家族企业原本赖以生存的核心

竞争力——亲情，因此逐渐转变为上市家族企业的经

营隐患。

调查发现，到目前为止，在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中，

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父母子女关系是最主要的企业

家族关系。其中，存在单一家族关系的上市家族企业

占 51.3%，存在 4 种以上家族关系的上市家族企业仅占

8.91%。由此可见，简单明了的家族关系更利于企业的

管理和快速发展。

据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金岩介绍，中国家族企业

的早期发展一般都较为艰辛，但也因此更具有凝聚力，

这是他们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得以快速发展的重

要原因。不过，由于没有明确划分财产权与经营权，当

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经营者之间也容易产生意

见分歧，不易统一得出对企业来说科学的决策。

“企业规模小的时候，亲情式管理可以使员工产

生极强的归属感，使之乐于帮助企业克服各种困难。

但由于缺少必要的监督和制约，随着规模不断扩大，

企业的各种决策也会越来越缺乏科学性。”金岩说，

“其实，家族企业还有另一个弊病，那就是资金渠道较

为狭窄，上市融资可以帮助企业解决这一难题，同时

也会提高企业的治理水平，帮助企业减少因过度依赖

亲情式管理产生的问题和摩擦。”

第一代难放手 下一代“被规划”

目前，创业的第一代在家族企业中大多还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在《福布斯》于沪深两地民营上市公司

中选取的 460 家上市家族企业里，只有 21 家企业已经

开始由家族第二代接任管理职位，仅占总量的 4.57%，

33.48% 的家族企业由一、二代同时管理。但调查也发

现，家族第二代接管（任董事长）的家族企业及一、二

代同时管理的家族企业经营业绩普遍不如第一代直

接掌管的企业。

业内人士分析，这表明，家族企业的第二代仍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还不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

从古至今，“富不过三代”的说法都如同“魔咒”一

般，笼罩着每一个家族企业。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家

族企业也开始越来越重视接班人的培养，但大多很难

逃脱一个基本模式，那就是，把孩子先送到最好的经

济管理学院或专业学院进修，再“发配”到基层去锤

炼，然后快速提升。这样培养出来的“接班人”，自主

性不足。

“强扭的瓜不甜”，如果接班人不喜欢或不适合管

理家族企业，第一代传递“接力棒”的时候就会变得相

当被动，对下一代未来的发展也没有益处。据了解，

很多国外家族企业，其家族后代更多的是承担股东的

角色，只享受分红获利，而不需要担负经营责任。通

过现代企业制度，把企业交付到专业人员手上，远比

让外行的后辈接班更为稳妥。金岩指出，在传承问题

上，第一代不要执着于把握企业的日常管理权，而应

意识到企业的持续发展需要不断吸纳各种人才。中

国的家族企业可以多借鉴国外经验，放开管理权，保

留所有权，汇集更多的力量使企业长青。

编者按：虽然总因形式保守、体制落后而被人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家族企业都仍是最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之一。在许多国

家，家族企业为本国经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各主要股市，家族企业的表

现明显好于其他企业。

然而，尽管为适应全球化趋势，各家族企业都在“温和变革”，全球的家族企

业也都在迅速发展，但如何更好地传承仍困扰着这些企业。据了解，在今后 5 年

到 10 年里，中国的家族企业将集中进入传承期。是后劲儿十足，还是“后不见来

者”，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正在经历一次重大考验。

中国上市企业“家”天下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大型的家

族企业都在进行“温和变革”，各家族企业积

极改善内部治理的趋势正逐步显现。随着

越来越多的中国家族企业成功上市，越来越

多的家族企业将成为制度完备、股权明晰、

责任明确、文化严谨的现代企业。但制度的

建立需要时间，据了解，现在，不少中国的家

族企业已经进入了传承期，如何在做好传承

的同时，更好地发展企业成为每个家族企业

都应该研究的课题。

《胡润百富》杂志去年曾发布一个“胡润

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榜”，全球 100 家家族

企业荣登榜单，第一名是著名的日本大阪寺

庙建筑企业金刚组，传到第 40 代，已有 1400

多年的历史。100 家长寿企业主要集中在欧

洲、美国和日本，其中最“年轻”的企业也有

超过 225 年的历史。但是，在全球数以万计

的家族企业中，能传承百年的企业其实只能

算是凤毛麟角。美国一所家族企业学院的

调查显示，约有 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

一代，88%未能传到第三代，只有 3%的家族

企业在传到第四代及之后还在经营。

作为劳苦功高的家族企业第一代创始

人，即不放心把辛苦打拼出来的事业放手交

给外人管理，也不“忍心”将沉重的担子压在

无论是主观需求还是客观能力上都“扶不起

来”的第二代肩上，退休享清福就只能停留

在口头上。传承仍是影响家族企业发展的

重要因素。

女婿力量日益崛起

不过，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已经

有一些企业开始不再单纯看重血缘的延续，

而更加注重选贤任能。

据了解，最贵医药股“信立泰”的所有者

叶澄海家族就采用了“ 女婿当家”的做法。

虽然，叶澄海的儿子拥有美国耶鲁大学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曾任美国惠普电脑公司商业

策划经理，能力不俗，但叶澄海还是选择了

自己的女婿陈志明出任董事长。

比起主动选择，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

中国的“富二代”中不乏独生子女，这客观上

也会使“选婿接班型”的企业越来越多。南

开大学经济系教授金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这种现象表明，在保留传统家族企业

经营模式的基础上，中国的家族企业已经开

始逐步放开了对“外姓人”进入企业管理层

的封锁。

“受中国人口政策影响，人们重男轻女

的思想逐渐改变，血缘延续的观念也不断淡

化，这使得一些家族企业选择接班人的观念

也开始产生了变化。”金岩说。

专家指出，从长远来看，接纳越来越多

的“外人”，是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家

族企业发展的趋势。在日本，企业传承秉承

“宁愿把继承权传给外人，也不传给能力低

的亲生儿子”的理念。松下、丰田和三井都

采用过这种模式。家族企业应该认识到，自

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不在于血亲的世代继承，

而在于寻找与资源相匹配的人才，不断改革

突破以适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并最终实现创

业家族与企业的共生长存。

引进、信任加鼓励

据《福布斯》发布的报告显示，虽然上市

家族企业的核心决策权主要还是由家族成员

掌握，但已经有不少企业将董事长的位置交

给了非家族成员。其中，家族成员任职最多

的职位是董事长和总经理，而非家族成员任

职最多的职位则是独立董事、监事、副总经

理、副总裁，以及总经理、总裁。同时，非家族

成员任独立董事较多，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

监事会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构成日趋合

理。近年来，非家族力量正在不断崛起。

事实上，家族成员任董事长的企业业绩

优于非家族成员(职业经理人)任董事长的企

业。金岩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两类

企业决策人看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角度不同。

“在日常经营中，家族成员很容易就能

作出决策，但面对同样的问题，职业经理人

所要克服的困难却很多，需要更缜密全面

的思考来解决问题，客观上增加了其提升

企业业绩的难度。”金岩说，“ 而且，相比于

职业经理人，家族成员的责任心更强，这也

说明在激励机制上，各家族企业做的并不

到位。”

金岩建议，家族企业可以适当地给予职

业经理人一些股份，以提升其主人翁意识和

对企业的责任感，让他们更好地发挥能量。

同时，家族企业还应该有效地监督并制约职

业经理人的股份，以求达到决策层的平衡。

女婿登上家族企业舞台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 淼 杨 颖 魏小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