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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族企业成长的动因：一个伦理学视角的解释

李一中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中国家族企业起源于家庭，传统的家族伦理是家族企业的伦理基础。

家族伦理作为伦理动因体现在能够对有利于家族企业的制度选择、经营管理和经

济绩效上，形成促进家族企业成长的推动力。以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为核心和主要

内容的道德信念和价值观在组织结构和管理职能方面为企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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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是“家族”和“企业”的结合体，家族的传统结构与企业的经济

结构交织在一起，企业的经济结构深深地嵌入于传统的家族伦理文化之中。而且

当代中国的大部分家族企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缝隙里产生的，它们在突破传

统所有制结构的同时，适用其发展的新制度环境尚未充分形成，因此，只能回

到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中寻找传统伦理文化资源的支持。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伦理

的深刻影响，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为中国家族企业的存在提供了深厚

的伦理基础和文化传统的支持，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成

为推动中国家族企业成长的普遍性的伦理动因。

一、家族企业的起源与界定

业 的 起 源（一）家族企 的起源

家族企业起源和定义的研究是有关家族企业研究的逻辑起点，对家族企业

成长的伦理动因研究也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在家族企业起源问题上，许多研究者

主张把家族企业的起源归结为“对市场的替代”，认为家族企业是市场发展的

产物，其理论根据是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如美国著名的企业史专家钱德勒

就主张“美国家族企业从市场中产生”、“1840 年前的美国企业都是家族企

业”。1但是，如果用这个观点来解释中国家族企业的起源的历史与现实，其说

服力就很薄弱。其中，中国学者汪和建的看法比较典型，他认为，用科斯的“交

易费用”理论来解释家族企业的起源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家庭由

自给性生产向市场性生产的转化，从而产生出家庭企业或家族企业”这个历史

1（美）小艾尔弗雷德·Ｄ.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6-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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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犯了以企业的功能来解释企业产生的错误。2诺思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3

按照社会学理论，家庭是个双系抚育的合作团体。费孝通认为，家庭的产生

是社会对于双系抚育的需要。4家庭兼有亲属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两大属性和功

能，亲属共同体通常称为“家”或“家庭”（family），反映的是由抚育合作

所产生的亲子关系、夫妇关系，属于血缘或姻缘关系；经济共同体通常称为

“户”或“家户”（household），反映的是一种经济上的分工协作关系，属于

经济生活关系。其中，亲属共同体最重要的功能是延续繁衍家庭生命，中国有个

传统说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子女的抚育是每个家长的神圣职责，是

获得祖宗荣光的神圣使命。经济共同体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自然的分工合作获得最

大限度的经济资源为亲属共同体成员的生活和抚育提供必需品。然而，两者在家

庭中的地位又有明显区别。一方面，经济共同体是亲属共同体的有力支持；另一

方面，“亲属共同体对经济共同体起着控制作用，亲属共同体不仅向经济共同

体提供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且向其输入劳动分工合作的必要信息”。5 

一些学者对海外华人家族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说法。早期海外

移民从小商小贩起步，有了积蓄之后回乡娶妻成家，之后独立经营。经营过程中

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只能是自己家庭中的人。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对他们的经

营方式具有很大影响。另外，当时大多华人企业的经济活动无法得到当地政府和

社会的有效保护，使得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或宗族成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活

动中得以发展的唯一依靠。6

温州地区的家族观念和家族传统历来相当浓厚，家族企业主在早年大多是

因为生存所迫，带着发家致富、光宗耀祖的梦想远出经商。他们踏遍大江南北，

甚至远涉重洋，等有了一定积蓄或客户资源后，又遇到国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的大好政策，才开始办企业的。他们走的也是类似于大多数华人企业的道路

《2005年温州个私经济运行报告》显示，到 2005年底，全市共有个体工商户

23.4万户，私营企业4.1万户。2005年全年共有 6.5万人自己创业成为新的个

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从业人员达 86万人。7

对 家 族 企 业 的 界 定（二） 家族企 的界定

学界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而是不同学者一般从自己

2 汪和建：《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第 301-303页。
3 （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44
页。诺思认为：“所有现代新古典文献讨论企业时都将之当作市场的替代物，……然而，由于对历史重

大事实——科层组织形式和交换的契约安排早于市场定价——的忽视，这种观点的有效性是有限的”。
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03页。
5 汪和建：《家族企业的起源与转化：一个社会学框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 年第 2
期。
6 梁英明：《战后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华人华侨历史研究》1997 年第 1期。
7《2005 年温州个私经济运行报告》，

http://www.wenzhou.gov.cn/big5/wz/shouye/jrwz/jj/userobject1ai303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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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视角来给家族企业下定义。

家族企业作为家族所有的企业，家族成员也会采取不同形式参与企业经营。

许多学者把家族企业界定为家族所有和家族经营的企业。但是，现代社会的家族

企业，并不一定会由家族直接经营，即使家族参与经营，那也是由所有权派生

出来的。因此，严格来讲，家族企业主要指企业的一种所有形式，它侧重于企业

的所有权结构。

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对家族企业的定义是：“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

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

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

层人员的选拔方面。”8从这一界定来看，家族企业并不是该家族成员掌握全部所

有权和经营控制权，而是掌握基本或大部分两权的企业组织形式。

台湾学者叶银华将公司股权结构差异与家族控制程度纳入家族控股集团的

认定，提出以临界控制持股比率来划分，只有具备以下条件才是家族企业：该

家族所控制的持股比率大于临界控制持股比率；家族成员或具二等亲以内的亲

属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家族成员或具三等亲以内的亲属担任公司董事席位超

过公司全部董事席位的一半以上。9这一界定认为，从家族拥有全部两权到拥有多

数控制权再到临界控制权，都是家族企业。而一旦跌破临界控制权，它就蜕变为

非家族企业。

    学者潘必胜认为，当一个家族或数个具有紧密联盟关系的家族拥有全部或

部分所有权，并直接或间接掌握企业的经营权时，这个企业就是家族企业。他根

据家族渗入企业的程度及家族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类型，把家族企业分为三种：

该家族掌握全部两权；掌握不完全的所有权，但仍掌握主要经营权；掌握部分

所有权而基本不掌握经营权。10在这一界定中，家族企业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尽管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各有说法，但最核心的是家族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

制权。当代中国家族企业虽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但同时也是承载了中国社会

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内涵的社会文化组织。因此，综合学者们的定义并结合当代

中国家族企业的实际情况，可以认为当代中国的家族企业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

纽带，某个家族始终拥有对企业资产的“核心控制”，并且通过将家族规则

（如差序分工、家长制、亲情管理等）移植于企业，根据企业自身特点综合运用

包括伦理管理在内的有效手段来实施或实现这一控制权的企业。

温州的家族企业从形式上看，不仅包括具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家族企业，也

包括以亲缘、人缘、地缘等关系组织起来的企业形式。温州家族企业大致具有以下

主要特征：创业家族掌握企业大部分股权，企业资产和家族财产之间没有严格

8（美）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9页。
9 转引自储小平：《家族企业研究：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5期。
10 潘必胜：《乡镇企业中的家族制经营问题》，《中国农村观察》1998 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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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创业家族兼有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企业的决策权、执行权和

监督权均由创业家族成员控制，且权力高度集中在“家长”手中。以企业创始人

（家长）为核心，围绕这一核心由内向外生成一个以血缘亲疏为主要标准的结

构；以血缘、亲缘、地缘和人缘为联系纽带，以维系企业对家长权威的向心力和

对家族价值的认同，企业各项专业化职能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族成员

之间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非正式行为控制机制，情感联系和亲情交流具有

重要作用。

二、家族伦理是中国家族企业成长的伦理基础

当代中国家族企业有其自身的存在理由与依据。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虽然是市

场经济环境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中国是一个家族

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深厚的国度，作为中国家族企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和

历史背景不可否认和回避。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传统家族伦理为中国家族企业提

供了合理依据和强有力的文化支持。

（一） 视 “ 缘 ”为 础 的 家 族 传 统中国社会重 以血 基 的家族

“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按照自然的血缘关系而构造起来

的。实际上，中国文化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的，家庭是中国人生活的全部，家族

则是家庭的扩大。“血缘纵贯轴”可以较准确地概括中国社会传统的血缘性特点

在这“血缘性的自然连接”的里层乃是以“人格性的道德连接”，是人与人之

间存在的道德真实感，由此真实感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1在几千年的历

史发展中，中国社会的政治与文化伦理传统，始终在竭力维护着这种以血缘为

纽带的“家族”观念。

此外，中国传统社会实行以自然经济为命脉，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分散

经营方式，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聚族而居，形成尊卑贵贱判然有序的家

族系统。同一个家族有着共同姓氏，共同直系祖先、共同宗庙、共同墓地等传统习

俗，通过祭祀活动，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合一的宗法家族组

织，提倡孝顺父母、养亲事亲、儿子绝对服从父亲、尊重祖宗等伦理道德规范。

由于血缘观念和家族意识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极强的泛化，有着相同

地域背景、经历背景、学习背景甚至宗教背景的人们很容易产生亲密的关系，这

种“泛家族意识”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家庭本位”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12家

11  林安梧：《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省察——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理解与诠释》，学林出版

社，1998 年，第 126-127页。
12  关于这一点，卢作孚有过一个十分透彻的描述：“……实则中国人除了家庭，没有社会。就农业而言，

一个农业经营是一个家庭。就商业而言，外面是商店，里面就是家庭。就工业而言，一个家庭里安了几部

织机，便是工场。……你的衣食住都供给于家庭之中。你病了，家庭便是医院，家人便是看护。你是家庭

培养大的，你老了，只有家庭养你，你死了，只有家庭替你办丧事。家庭也许依赖你成功，家庭也欲帮

助你成功。你需用尽力量去维持经营你的家庭。你需为它增加财富，你需为它提高地位……”（转引自梁

漱溟：《中国人：社会与人生》，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 年，第 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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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观念和泛家族观念深刻地影响人们对于人生的态度与认知，在家族企业里也

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并影响着家族企业的成长。

业 的 伦 理 文 化 基 础 分 析（二）中国家族企 的 理文化基 分析

马克斯·韦伯认为家族经济共同体的经济功能表现在对内在日常用品方面

实行公有制度的使用和消费公有制（家族公产制度）。家族内部成员之间通过相

互支持和共同劳动来维持和保证家族最基本的生活所需。而且，家族内部有着如

“女主内，男主外”、“男耕女织”等最基本的经济分工。工业社会的发展虽然

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家族式生产的经济结构，也使得家族在许多经济上的功能

被社会化组织协作所代替。但是，传统社会里家族的经济功能在人们心中所产生

的影响却是难以消失的。比如，男女分工、保守家族秘密、不轻易向外人借债等等

观念还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中国家庭和家族的经济活动。这些意识在家族企业里又

得到了延续。

中国家族伦理包含以家庭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处理家庭关系的伦理规范等。

家族制度的核心观念是“孝”，强调家族利益至上，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价值尺

度和行为准则。在家族的差序格局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祖宗”，家族中的长

者是整个家族的权威，在一个家庭中父亲则是权威。这些家族伦理观念虽然有明

显的弱化但也是无法消除的。如，强调“孝”的背后其实却是掩盖了家族中的长

辈和家长对家族财产的控制权。这样的观念在家族企业得到了明显的表现。

选择家族企业作为创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可以较好地利用了中国传统家族

制度和伦理道德资源，使家族企业具有先天的血缘、地缘关系特性。因而，有助

于企业实现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竞争优势，并能较快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家族

伦理的基因渗透于家族企业的企业活动以及人们的为人处事之中，在企业成长

特别是初创时期，如果离开了以家族伦理为根基的家族成员的大力支持，许多

家族企业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为续的。因此，家族企业成了绝大多数创业

者的首先选择。

建立在家族血缘、亲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家族企业是家族与企业的结合体。家

族企业的优势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具有天生的“共同价值

观”。企业利益就是家族的利益。企业创办者往往就是家族的才华出众者，在家

族里拥有相当的威信。或者家长兼任企业主，集家长权威与企业权力于一身。他

们恪守传统的家族伦理，其个人努力不是为了个人享受，而是为了家族繁荣和

兴旺发达。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村民创办家族企业的目的与其说是追求个人自身

的发展，还不如说是为了家庭中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出现的剩余劳

动力谋求就业之路。这些家族企业的先行者们从一开始就被家族文化赋予了带领

家族共荣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而言，家族企业无疑是个人致富和家族繁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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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载体。13企业对于他们来说，已不是单纯的实现经济利益的组织，更是家族

安身立命、取得家族荣誉和社会地位的命运共同体。

三、家族伦理观念与中国家族企业的经营和管理

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科层制度按职能与能力、分权与授权的科学管理不同，由

于家族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中国家族企业经营、管理上的典型特点是关系主义

家长制领导和家族式信任特征。

关 系 主 义 为 中 国 家 族 企 业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经 营 管 理 资 源（一） 系主 中国家族企 提供了重要的 管理 源

费孝通将中国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一种“差序格局”，每个

人都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和别人发生关系，……像水的波纹一

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4社会生活中按照关系主义的原

则来办事、处理问题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这样的为人处事方法或原则在人们

的经济活动中有明显体现和发展。各种关系中包含有人情、伦理、工具、利害等要

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感与利益两种要素。企业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

的利益，特别是在法制还不是很完善，市场信息体制还不对称的情况下，关系

也就成为了一种保护和追求利益、节约交易成本的工具。由于企业的经济结构深

深地嵌入于家族伦理文化之中，因此家族企业经营管理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

是受以家庭为核心的关系主义的深刻影响。这种关系的本质就是传统家族伦理中

的家族主义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结合，或者说是一种情感与利益的加权。

依赖亲缘关系是家族企业获取创业和成长的必需资源的重要途径。从家族企

业的股份构成、股东组成、资金来源和管理人员配置等方面来看无不带有明显的

“关系主义”。企业所需的人才、资金、信息、技术和营销市场等都可以通过家族

的亲缘或泛亲缘关系获得。家族或亲戚的资源渠道成为了不少家族企业建立和发

展的直接动因或契机。温州家族企业的创业和扩大再生产资金除了自我积累外，

往往凭借血缘、亲缘关系从家族成员或亲戚、朋友处筹集。（见表 2-1，第 18页）

陈东升对韩田村和项东村的调查也表明：韩田村 114个样本中，92%的家庭在企

业创办时向亲戚、房族、朋友借过钱；84%的家庭借钱给别人。15对家族企业创业具

有重要作用的是与业主本人关系最为密切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乡等。

在调查中，当被问及创业者建立企业时会与什么人合伙时，19人中有10人表示

要与兄弟姐妹合伙，占 50%以上；有 6人选择要与朋友合作，有 3人回答要与亲

戚合作。16温州农村很普遍的现象是，许多农村青年从学校毕业后，往往是先到

亲戚或家族的工厂或店铺里帮忙，或者是先跟亲戚去闯码头、跑业务，从而学习

13 陈东升：《温州家庭家族制企业的文化分析》，《温州论坛》2001 年第 1期。
1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6-27页。
15 陈东升：《村落家族文化对韩田村汽摩配业的影响》，《温州论坛》2000 年第 4期。
16 王晓毅、朱成堡：《中国乡村的民营企业与家族经济》，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 年，第 82页。

- 6 -



                                          http://www.sinoss.com

经营管理经验和必要的市场知识，以便条件成熟时自己独立开业经营。17

表 2-1：温州地区民营企业资金来源构成

% 继承

家业

经营劳

动所得

股票

收益

海外

投资

向亲朋

借款

银行

贷款

集体

贷款

信用社

贷款

借高

利贷
其他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综合平均

0．00

1．82

2．50

1．44

65．34

12．72

15．00

31．02

4．00

3．64

2．50

3．38

1．33

3．64

0．00

1．67

18．67

30．91

10．00

19．86

8．00

23．64

42．50

24．71

0．00

5．54

10．00

5．51

1．33

12．72

15．00

9．68

1．33

1．82

2．50

1．88

0．00

3．64

0．00

1．21

资料来源：《浙江工商》，2002年第3期，第36页。

从关系主义对企业员工配置的影响看，家族企业通常以忠诚与能力的加权

来安排员工，在家长式外衣下合理地处理好各种物质利益关系。18家族企业中有

很普遍的“自己人”与“外人”的说法19，（见表 2-2）这种划分主要是根据企

业主对员工的信任程度来划分的。家族企业主通常对“自己人（自家人）”与

“外人”进行明显的区别对待，温州家族企业在具体的岗位安排上具有明显的

“关系主义”倾向，自家人、自己人担任的职务级别明显地高于外人，越是高级

职位越是偏向于自家人和自己人，家族成员在企业高层管理部门、人事部门、财

务部门等供职的情况比较普遍。（见表 2-3、表 2-4）

表 2-2：自家人、自己人、外人分类表

企 业 员 工 与 家 族 企 业 主 （老 板） 的 关 系

自己是

老板

配 偶 父母或

子女

兄 弟

姐 妹

兄弟姐

妹的配

偶或配

偶的兄

弟姐妹

其 他

亲 戚

以 前曾

经共事

过的人

（同事、

战 友

等）

来 企 业

之 前已

经 是朋

友

同 学 没有 关

系的人

自     家    人 自     己     人 外 人

资料来源：张强：《自家人、自己人、外人——中国家族企业的用人模式》，《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 1期

表 2-3：温州家族企业各种职务在自家人、自己人和外人中的分布（%）

总  经  理 副 总 经 理 部 门 经 理 其他高级管理职务

自 家

人

自己人 外人 自 家

人

自 己

人

外人 自 家

人

自 己

人

外人 自 家

人

自 己

人

外人

66．7 26．7 6．6 29．0 29．0 42．0 8．1 27．5 64．4 9．5 16．2 74．2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数据整理获得。

表 2-4：温州家族企业家族成员在管理层任职情况及职位名称

17 史晋川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372页。
18 袁友军：《论民营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关系主义》，《学术交流》2004 年第 5期。
19 张强：《自家人、自己人、外人——中国家族企业的用人模式》，《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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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数据整理获得。

长 制 领 导 是 中 国 家 族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的 重 要 特 色    （二）家 制 是中国家族企 管理的重要特色

家长制源于家庭、家族等血缘群体，属于一种典型的人治模式。在家族企业

的经营管理中，家族企业主（通常称为“老板”）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

在家族企业的管理中运用这种权威，管理家族企业就如同家长管理家庭一样。家

族企业犹如一个大家庭，董事长或总经理就是“家长”，所有员工自然也就是

其“家庭”成员，家长有责任照顾每一位成员。这里的“家长”往往是企业创始

人，如果一个企业是父亲创立的，妻子和孩子也在企业工作，这种家长是完全

意义上的家长。但是，有时侯企业是几个兄弟中的一个创立的，父母亲和其他兄

弟姊妹也来上班，那么这个创始人应该就是企业的“家长”，他在企业的地位

是最高的，说话也最有权威。从实践来看，家长的权威首先体现在老板以当家人

的角色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高度控制权，这是家族企业中的普遍现象。家族企业实

际上就是老板的企业，老板就是企业的家长。企业的组织管理主要依靠老板个人

的直觉、经验和个性，缺乏固定的程序和规则。

对温州家族企业的调查发现，企业重大事项主要由投资人决定，而投资人

与董事长和总经理实际上就是一个人，那么企业决策权的集中度就更高。与决策

权高度集中相适应，老板也在企业内部逐渐树立了家长的形象。在韦伯所讲的现

代结构化、制度化的企业中，企业主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投资经营，员工则是

挣钱吃饭，除了雇佣与被雇佣的市场关系以外，双方谈不上什么别的关系。但是

家族企业的作为“家长”意义上的老板，还扮演着员工的恩主或利益负责人的

角色。正是这种角色使得双方蒙上了一层超过市场交易的特殊关系，“家长”实

际上是家族成员利益的代理人。虽然家长控制着家族财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拥

有不受家族成员制衡的权力，但是不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际上，人们从来不

认为家长会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家长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庭”

由于对员工的录用、提拔、奖赏取决于老板的主观判断，而不是各种机构性程序

化的客观标准，因此，奖励谁、重用谁、提拔谁，相对于没有得到这种好处的员

工，就成为一种老板的恩惠。绩效奖金，红包年终奖励方式的大量应用等也是让

员工分享老板的“剩余索取权”，其含义就等于老板对企业的权益没有独占，

员工得以像老板自己的子女一样得到老板财产权益的好处。此外，特别的照顾还

部   门 比例（%） 所任职务名称

高层管理部门 95．65 总经理、副总经理、厂长、外贸部经理

人事部门 34．78 人事经理

财务部门 98．43 财务总管、会计、出纳

办公室 60．87 办公室主任

生产部门 73．91 车间主管、生产主任、生产科长、生产部经理

经营部门 60．87 营业部经理

后勤部门 52．17 后勤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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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员工的私人生活给以关注，甚至帮助员工找对象；帮助能力欠佳者、对中

意的员工给予特别的栽培。“我的员工都是我的家庭成员”，这句话不仅是出于

经济上的实用主义的考虑，也是企业主内心的价值观念的反映。这些都远远超出

了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与老板的“家长”角色相对应，员工扮演的是“子民”的角色。这种角色有

三个基本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顺从，是指员工被动地、机械地对老板不折不扣的

百依百顺。其次是忠诚，即员工对老板个人的忠诚，由此会激发出一种主动的、

自发的责任心。第三个层次则是要常怀感激之情。老板给员工的工资奖金，本是

员工劳动应得，但是在家族企业里，老板总要通过某种形式，使得这种工资奖

金是老板的特别照顾。反过来，老板也希望员工对此常抱有感激之情。懂事的员

工也要假意地或发自内心地把老板给自己的待遇当成是特别的恩赐。不熟悉这一

规则的员工，在家族制经营的企业里是难于得到老板重用的。

有人认为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是过于陈旧的，往往与现代企业管理思

想差距甚远。其实，管理的根本在于效率。效率是决定管理理念先进抑或落后的

基本尺度。对于家族企业的效率，历来有不同看法。在家族企业里，重大事务的

决策程序简单，基本上是个人说了算，决策成本较低，通常决策执行的效率也

很高。究其缘由就在于作为决策者是集家长权威、伦理权威与管理权威于一身的

人物，既是家庭（或家族）的家长，又是企业里的厂长（或经理、董事长等），

因而他们在生产决策、企业管理、资源分配、财务政策以及人事权力等有决定权。

在家族企业里，家长制的权威领导和家庭式的温情交流，保障了家族成员之间

的沟通和信息交流，从而使得企业决策迅速，方案执行得力，效率就比较高。这

种决策机制对于在我国市场经济初期是非常有利于家族企业站稳脚跟并不断成

长壮大。

业 特 殊 的 经 营 管 理 效 率（三）家族式信任成就了中国家族企 特殊的 管理效率

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取决于其经济组织的规模，而经济

组织的规模又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征——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信任程度。他

把不同的文化区分为低信任度的文化和高信任度的文化，并且认为中国属于低

信任度文化——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范围内，超出血缘关系的信任度明显降

低。然而，信任又是一种社会资本，因此，从信任文化的角度来看，家族企业成

长的关键是要克服低信任度文化的弊端，发挥家族式信任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有

利作用，充分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由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

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这样相互有着内在联系的四个层面构成的。一般而

言，企业的成长主要是融合社会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20但对家族企业来说，

20 储小平：《家族企业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融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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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族外的信任资源还相当有限，因此特别重视社会关系网络的运用，也最

善于编织社会关系网络。石秀印在重点考察了企业家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与作用

认为社会关系媒介可分为血缘、姻缘、地缘和事缘关系，并指出，那些与资源拥

有者具有更亲密的私人社会关系的人，更可能成为私有企业家。21

由于家族式信任的家族伦理的信息特征，中国家族企业更会倾向于实行关

系式治理，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强调血缘上的亲疏远近，表现为内外有别的用

工制度、劳动分工的差序导向和企业管理中的亲信原则。所谓亲信原则，并非一

味地任人唯亲，而是综合了亲缘、忠诚和能力几个因素，体现家族传统中的辈分

长幼、忠诚信义、知恩必报等行为规范，这样可以带给企业内聚力、凝聚力和向心

力，有效增强管理效率。温州家族企业主一般都要尽力培养儿女成为接班人，高

层管理和重要岗位、部门，如会计、供销、人事等一般都由本家族成员担任，非家

族成员则很难进入企业的核心层。

在中国家族企业里，人们的信任主要存在于血缘关系上。企业员工以家族成

员为主，员工在心理上对企业归属感强烈，以致在行为上彼此影响。这种基于血

缘和亲缘关系的高度认同和自发协调的文化，增强了家族企业的伦理信念，是

凝聚企业成员重要的精神力量，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可以极大地降低内

部管理的成本，成为家族企业提高经营和管理效率的源泉。

此外，由于信任度的有限性，中国家族企业的对外关系也倾向于“圈内”

交易（或称“人格化交易”）。在“圈内”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一致的

信仰，彼此知根知底，减少甚至消除成员之间的不信任和可能的机会主义倾向。

圈内全面而强烈的人际关系，可以降低相互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绩效。正

如雷丁所言：“在其他国家需要通过合同、律师、担保、调研、广泛征求意见以及

各种时间耽搁才能完成的各种交易，海外华人只要依靠一个电话、握手或清茶一

杯即可解决问题”22。温州家族企业也普遍如此，他们无需专门的管理人员、管理

费用低、户主就是厂长或总经理、不必设立专门的财务人员和详细的生产和财务

制度，一切均依靠亲缘关系来维持和进行，这种组织方式的效率较高，自家人

为自家人赚钱，完全是多劳多得。在生产任务紧张加班加点也不会带来劳资矛盾

固定资产投资少，利用率高。利用自家住房作为营业场所，从而使生产成本大大

降低，可以凭价格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取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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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tivation of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Growth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oint of View of ethics
LI Yi-zhong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Zhejiang Yuying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 Family  Business  is  the  integration  of  a  family  and  a  corporatio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corporation is rooted in the traditional family ethical culture. Family ethic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amily ethics which makes blood relation as its 
core  offers  support  of  profound  basis  in  ethics  and  culture  traditio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amily Business is influenced profoundly by family ethics as well. Blood relation 
helps Family Business to get important resources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Patriarchy is an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in Family Business.
Key words：Family business; Ethical motivation; Family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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