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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民营经济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论是在企业的数量

上,还是在吸纳的就业人数方面上,民营企业都占到了绝大多数的比例,民营

企业对国家 GDP 的贡献更是超过了 50%。另一方面,家族企业是世界范围内普

遍存在的组织形式，家族企业又占到了这些民营企业中的大半部分，家族企

业在当今的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世界各国都大量存在和发展着，

并在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国目前的家族企业大多

创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老一代的创业者已经进入了

人生暮年，其创办的企业自然到了该代际传承的时候。 

传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没有传承，就没有今天人类文明的进

步与发展。中国的家族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走过了 30 多年的发展历

程，随着企业创始人的逐渐老去，在今后的市场中如何保证原来企业的竞争

地位，变成摆在这些企业家们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可以预测未来的 10 年

至 20 年，将是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高峰期；因而对家族企业交接班前

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正确处理不仅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来说相当重要,而

且对于社会的安定和谐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代际传承是家族企业面临的 难应付的挑战之一。如何摆脱“富不过三

代”这一困扰家族企业的魔咒？如何成功寻找到能推动家族企业实现下一个

辉煌的接班人？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家族企业换代接班高峰期的到来，对

家族企业传承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本论文从企

业传承的角度来研究家族企业的发展，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形成、发展和传承

进行研究，总结了家族企业的定义、家族企业传承及模式，并以泉州家族企

业为案例，对家族企业传承进行研究评述，提出若干研究结论，希望对家族

企业的延续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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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vate econom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 nation. Typically in most nations, 

more than half of the number of businesses and source of employment are from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the main form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s family businesses. Most of these famil

y businesses were founded in the 1980s.  The founders after having worked their businesses

 for over 30 years and are getting older, they look to their next generations to take over.  Th

e next 10 to 20 years will see increasing succession planning, inheritance and transferring 

of businesses to the next generations.  

A successful transfer of businesses will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

y as well as stability and harmony of the society.  Such successions have to be managed wel

l as  the saying goes,“wealth does not last beyond three generations.” 

It is with this in mind, that more academic researches are been conducted on issues lik

e  succession planning and family inheritance problems.   

This paper is one such study. It looks into the formation of family business heritage, 

family succession business models, a case study on the Quanzhou family enterprise and its 

business succession, and putting forward conclusions from the study which hopefully can 

be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enterpri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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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家族企业在世界经济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 古老的企业组织形式之一。但

是,在 20 世纪中后期，家族企业问题研究才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自然人生命周期的

有限单向性和企业周期无限循环性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所有的企业主都不可避免地要

面临着经营控制权传承的问题，但经营控制权传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直接决定着家

族企业能否平稳过渡、稳步发展、更加辉煌。因此目前，家族企业经营控制权传承成

为家族企业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 

中国大陆现存的家族企业基本都是 20 世纪 70 年代改革开放后成立的，这些早期

创建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到现在大多数都进入了花甲之年。同时，其家族的第二代甚

至第三代已经进入企业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因此，创始人马上就要面临着权杖交接

的问题。但是财富转移和权力交接很容易就引发企业变动，甚至大震动，权力交接时

刻也是企业 脆弱的时刻，如何选择 合适的权力继任者，就成为家族企业顺利传承

的基础环节。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普遍，尤其是针对中国家族企业经营控制权

力传承的研究相对也比较少。缺少对中国特定经济环境和文化氛围下的家族企业经营

控制权力传承规律的归纳、总结与建议。 

福建省泉州市作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逐渐成

为福建省乃至全国民营经济 活跃的地区之一，90%以上的民营企业是家族企业。家族

企业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关系到泉州企业的二次创业，关系到泉州市甚至是福建省经济

和社会的未来。对泉州家族企业生存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将会不断

推动泉州家族企业突破自身发展的局限，实现可持续发展。泉州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

中，面临着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产权问题、管理制度问题、治理结构问题、代际

传承问题等，其中 重大的战略决策问题就是代际传承问题，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中

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且，随着第一代创始人退休的时间越发临近，如何解决权力传

承问题，日益成为理论研究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本论文从代际传承切入,立足于中国家族企业存在的特定环境和文化影响,以福建

省泉州市的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

国家族企业经营控制权传承的问题。 

1.2 研究意义  

新老更替是人类的永恒规律，任何企业都会面临企业创始人逐渐年老体衰、无力

继续经营管理，需要物色接班人，顺利实现权力传承的问题。对于家族企业而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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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传承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抉择。据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约有 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8%未能传到第 3 代，

只有 3%的家族企业在第 4 代以后还在经营。《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也提出，中国

的家族企业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的同时，也面临寿命有限、传承障碍

等方面的隐忧。这些资料显示出代际传承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传承如果顺利的话，企业将会实现稳步发展、不断壮大；传承如果不顺利的话，

企业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阻碍，企业的大好前途甚至会被断送。改革开放以来，泉州

第一代家族企业创业者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发展之后，大都已经临近退休年龄，在即将

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如何确定接班人，如何规划企业的未来，顺利实现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这是摆在各个创业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因此，目前泉州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

中面临的一个 重要的问题就是企业的代际传承。 

泉州家族企业能否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将会影响到家族企业的长久繁荣发展，

甚至关系到泉州家族企业发展的未来。因此，研究泉州家族企业如何做好代际承续与

发展的问题，促进家族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

实践意义。  

1.3 本文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家族企业的领导人更替是企业发展的必然，但是能否成功接班将影响到企业未来

的命运。家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聘用职业经理人是家族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

向，也是企业发展的大势，但是在现阶段它不能是唯一的选择。真正合适好用的企业

制度和用人制度是因时、因地、因不同发展阶段而制定的，并没有普遍适用的标准模

式。家族企业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企业组织形态，其效率本身并无绝对的高低之分，

家族企业不一定就是低效率，股份有限公司也未必就一定是高效率的。正如哈耶克所

说：“具有竞争力的制度，是人们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家族企业就

是人们行为的结果。本文主要研究泉州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问题，为泉州家族企业实

现顺利传承提供一些理论与案例支持。 

本文从家族企业传承的角度入手，全文包括五章： 

第一章 绪论，主要论述了家族企业传承问题的提出、研究意义、本文的主要内容

和结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第二章 理论综述，主要研究家族企业和代际传承等概念的界定、家族企业类型及

代际传承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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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及泉州家族企业传承的现状及传承模式分析，以及国外家族企业传承

对我们的借鉴；  

第四章 对泉州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第五章 结论，总结本文观点并提出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研究。 

1.3.2 研究方法 

1、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 

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是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实证分析只对事实做客观描述，而

不对行为结果作价值判断，主要回答“是什么”；规范分析研究判断经济行为“好”、

“坏”的标准，并用这些标准去衡量、评价经济行为“应该”是怎样。事实上，这两

种方法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实证分析中往往包含一些价值判断，而规范分析又是建

立在对实际运行过程了解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两种方法联系的角度入手，通过对现

实问题的具体研究，在回答“是什么”的基础上，提出“该怎样”的对策建议，本文

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了目前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的问题，并得出一些结论。 

2、比较分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 

比较分析包括历史比较分析和国际比较分析，比较既是基于时间也是基于空间。

本文在时间维度的分析，试图清晰阐明国内家族企业发展的轨迹，空间维度的分析让

我们了解国内家族企业和国际家族企业的差别。比较的目的是更清楚地了解国内家族

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之后采用归纳总结的方法提出国内家族企业代际传

承应该注意的问题及对策。 

家族企业可以说是目前存在的 复杂的企业形式之一，因为它包含着两个处理原

则迥然不同的系统：家族系统和企业系统，而且在企业前期，企业系统受制于家族系

统的利益要求，那么对家族系统的分析就必不可少地需要引入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

学甚至伦理学的相关知识及研究方法。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1.4.1 国外研究综述 

    在欧美国家及日本家族企业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一批企业历经

百年，传承好几代，但是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例如杜邦公司（1802）、福特公司

（1903）、IBM（1911）、希尔顿饭店（1919）、丰田汽车公司（1937）等；美国杜邦家

族有 200 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世界 500 强企业中 长寿的公司，延续了 10 多代。 

    自从开始研究家族企业以来，代际传承问题就一直是各专家学者热衷探讨的一个

热门话题。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家族企业传承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主题，并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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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形式（Kesner and Sebora，1994）。研究者们通过反复地建议、检

验、修正理论以期提高我们理解和预知家族企业行为的能力。Christensen （1953），

Davis （1968），Longenecker & Schoen （1991），Stavrou&Window （1995），Trow 

（1961），Ward （1987）在各自的文献中都强调：家族企业传承不是一个时点事件，

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甚至是从继任者出生就开始了。（Longenecker&Schoen 1978）

提出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化过程”。西方学者对家族企业传承已经

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承规划、传承对象以及传承的演进过程等几个方

面。  

1、传承规划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企业没有能够继续生存下来 大的原因就是缺乏对下一代

传承规划。提早设计继承计划，意味着可以确保家族的健康发展以及顺利将企业传给

下一代人。如果没有制定传承计划，在创始人突然去世时，权利格局和所有权分配将

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多个财产继承人之间斗争与冲突常常变得非常激烈，从而导致企

业不能做出战略决策以保证企业将来的发展。事先没有制定好传承计划也会威胁到该

家族的财产，因为许多棘手的财产问题都没有解决， 终的结果常常是将企业股权出

售。Beckhard,R.&Dyer,W.G.的研究显示，“大约 70％的家族企业在其创始人死后或者

退休后被出售给别人或进行清算”。（Ibrahim）等人家族企业的继承过程进行了案例研

究,强调了一个结构复杂大规模的家族企业实施传承计划的重要性。（Koenig）在研究

中也指出了传承计划的重要性，并将家族企业继承计划分为三种类型：即管理继承、

所有权继承和意外管理继承。 

Sharma 等人认为，与传承计划相关的活动是传承过程的一部分，传承计划能增进

成功传承的概率。Avila（2003）通过对有传承计划和无传承计划的家族企业进行比较，

发现了显著差异：在企业没有传承计划的情况下他们的传承过程是充满敌意的，而那

些事先有制定传承计划的企业他们的传承过程是合作愉快的和令人信服的。  

对传承计划的实证研究方面，Malone 通过对美国木材业的 58 家家族企业的调查

分析显示，无论规模大小，绝大多数美国家族企业缺乏长远的传承规划。（Motwani et 

al.2006 ）实证分析表明无论企业的规模大小，家族企业有一个正式的传承计划，筛选

继承者和为现任的 CEO 提供训练和指导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企业及领导越是具有长远的战略规划能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就越强，

因为他们知道能够提前意识到传承规划是家族企业战略规划的基础。在研究过程中发

现一个和谐的家庭和提前制定传承规划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因为是在一个和睦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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