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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家族企业和家庭、家族等亲缘共同体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华人家族企业里，这种联系可能更为密
切，因而可以说，这是社会学里绝好的选题，但为什么至今对此很少有人关注？
　和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相比，在社会学领域里，家族企业反而成了比较边缘的选题，以至于国内至
今尚未查到一篇以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博士论文？
反观之，倒是有不少经管类学者对家族企业做出了较为出彩的研究，却又大都借助于社会学的相关理
论支援，如社会资本理论、信任理论、权威理论等。
　　这似乎有点让人费解。
社会学研究家族企业尤其是本土学者研究华人家族企业应该有着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并未
转化为一种竞争优势。
而凭此断言社会学学者缺乏现实敏锐感显然有点武断，在我把家族企业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时，
我一直心存狐疑：为什么这么好的“社会事实”被众多社会学的才子（才女）忽略了？
抑或是其他方面让他们望而却步？
艰辛地做完论文后才恍然有悟：应该是有不少社会学的同仁尝试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两个环节可能让
他们退却了。
其一，是家族企业的研究进入问题。
对于家族企业的研究，显然必须亲临现实获取真实材料，不然就只会在家族文化这样的表面现象上转
圈圈，但我们知道，家族企业是个相对封闭的私域，不同于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要想深人其里，获
取一些有价值的资料，绝非易事。
而对于华人家族企业研究者来说，想了解的往往涉及家族企业里私密的、敏感的以及忌讳的，因而，
研究的进入路径以及获取资料问题让很多研究者望而却步。
其二，理论框架的选择问题。
尽管家庭、家族等亲缘共同体和家族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
，从家庭、家族角度来研究家族企业可以说是社会学尤其是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强项，往往能揭示出影
响经济因素的一些“非经济因素”，但这显然还不够，对于家族企业的另一个层面，即作为企业组织
的家族企业所展现出来的经济理性、市场理性显然是不可忽略的，这显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加以
解释，如何认识和把握这点并进而厘清家族企业中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现有的社会学理论显然还没有做好这种准备，甚至以研究“经济一社会”相互关系为己任的经济社会
学对此也显得犹豫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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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及其演进（以浙江异兴集团为个案）》尝试运用“关系”理论来解析华人
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
关系治理是指由于合约者（如自家人、自己人）之间存在着特殊主义的关系，企业主要依托这种关系
进行治理。
关系治理表征为华人社会中的实质性关系及其相应法则在企业内部治理中的延续，并呈现出家庭式治
理、差序式治理以及权威治理三种型式。
通过关系的动员、复制及再生产，关系治理也能用来控制风险和扩展规模，但是由于受到偏私化行为
、特殊主义信任等因素的影响，关系治理呈现出一定的边界和限度。
关系治理的演进不仅取决于社会信任的建构，还取决于家族成员尤其是家族企业权威的价值观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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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　　第四节　研究方法　　《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及其演进（以浙江异兴集团为个
案）》定位于探索性的定性研究，在研究方式上主要采取实地研究，而在具体方法上将采取深入实地
观察、访谈以及对“过程一事件”的追踪、分析。
在前期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确认选择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不仅研究这个典型个
案内部的横向上的关系治理（如资源配置、权力配置和决策流程），也要研究纵向上的“连续统”变
化。
研究这个典型并不是出于“再现”家族企业的总体面向（代表性），而是通过解剖“麻雀”，即通过
对某一（或同类）案例的研究来达到对这一现象的更深层次的认识。
　　《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及其演进（以浙江异兴集团为个案）》在总体上采取定性研究。
之所以采取定性研究，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从“关系”这个视角来对家族企业内部治理进行研究尚没有
形成成熟的理论基础，很难形成有效的理论假设来进行定量研究。
基于此，在确定了所要研究的问题或现象后，我多次深入到温州家族企业中，不仅直接采访家族企业
的主持人，还采访了在家族企业中担任重要职位的家族成员，不在重要岗位担任职务的家族成员，在
家族企业担任重要职位的外来经理人，从家族企业退出的外来经理人，家族企业咨询师、经理人猎头
公司，企业的普通员工，家族企业的知情人等等，在了解各方的真实想法后，通过相互印证的方式保
证所获资料的真实性。
　　第一阶段：深入调查，获取经验材料。
　　（1）吸取、消化相关学者们对于家族企业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收集有关几个
典型家族企业如正泰集团、挺宇集团、德力西集团、夏梦集团等资料，更多地关注各企业集团重大改
革的相关文件、相关措施、股份配置、用人制度等，并且从宏观上感受各类企业（集团）的发展轨迹
。
　　（2）在已有的基础上，再次深入多个典型企业，对企业的主持人、企业家族成员（在企业任职
以及不在企业任职）、“自己人”、“外人”等进行开放式访谈，从不同角度了解企业内部治理“关
系”的运作以及“关系”对于企业治理的影响。
　　（3）重点关注异兴集团如何从一个家庭小作坊演变扩展的，尤其是关键时刻的制度变革包括动
员关系、规避关系，观察关系与正式制度的互动过程；采取“过程一事件”的研究方法，深入采访相
关的当事人，力争找到第一手真实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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