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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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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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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民营企业大都以家族企业的模式存在，本研究选取了在中国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温州地区的家
族企业，深入调查分析了温州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代际传承与持续成长问题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研究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家族企业是否走出“家族制”并不只是少数大型民营企业出现的问题。
在今后的5年或者10年将是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高峰期，尊重子女的意愿，培养接班人企业内就业志趣
，通过企业外诸多的历练有助于家族企业成功接班。
而家族企业借传承之际，通过两代企业家联手，变守业为创业，实现企业二次创业是实现家族企业持
续成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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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家族企业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研究成果逐年递增，理论体系不断地
完善，而代际传承问题一直是该领域中心议题。
如福特公司已经传承了6代，而美国历史最长的家族企业之一杜邦更是延续14代，长达200多年。
Dyer Jr.和Sanchez（1998）对1988-1997年10年间发表的186篇家族企业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时发现，
有关接班问题的研究论文占近18.28％（笔者整理）。
Chua、Chrisman和Sharma.（2003）发现1996－2003年间公开发表的190篇有关家族企业研究论文中22.1
％的论文将传承问题作为首要的研究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在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部分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开始走向人生的暮年，企
业代际传承问题越发凸显其重要性。
由于大部分接班人都是出生在生育高峰期，所以他们接管家族企业面临的问题是父辈从未经历过的事
情，如内部产权的清晰化、来自家庭多个继任者的竞争、家族矛盾与企业矛盾之间的关系等。
Astrachan和Bowen（1999）指出，家族企业传承问题的复杂性，使得“传承决策犹如悬在每位家族企
业所有者及其成员脑袋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可能给企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代际传承问题成为早期家族企业研究的核心主题具有其现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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