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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济】 

我国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水平的演进※ 

近 

李前兵 丁栋虹 

[内容摘要]本文依据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和分工效率理论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 

析 ，提 出一个基于交易费用和分工效率的耦合模式 ，并依据该模式指 出家族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 

应是一种动态的均衡过程 ，家族企业在 由家族管理 向专业化 管理方向转 变过程 中，并不是管理 专 

业化水平越高越好，而应找到适合自己的管理专业化水平。这个合适的管理专业化水平也应随着 

各种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Abstract]People have been discussing the problem of chasms management mode offamily business based on 

the theory oftransaction c0e把until now．It is no doubt this analysis method is unilateral because it negIects the 

benefit from cha sing of manageme nt mode offamily business．1'his paper will wholly analyze this problem from 

two allg ofboth trilli on costs and efficiency ofdivision oflabor．It pr",z~ents that~ ment specialiT．~tion 

offamilylatsinessis a dyn~tliC equilibrium process．Itis notthe casethatthemore specialized~ me ntmode 

offamilylatsinessis，the betterfamilylatsinesslnall~ ．The keyisthatmoderatelevel ofmanagement special- 

iTAtlion for family business．And the level should constantly change with society environments． 

[关键词]家族企业 (Family latsiness)；人格化交易 (Personalized lxanaaction)；交易费用 (Transaction 

cost)；分工效率 (Etficiency of division of IAt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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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 ，随着我 国家族企业 的快 速发展 ，理论界对 

于家族企业和家族管理 的理论与实践也给予 了越来 

越多的关注。其中，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及其变革问题就 

是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从现有的文献中不难发现，到 目 

前为止，人们主要是从节约交易费用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这种分析方法无疑是片面的，因为它忽视了家族企业由家 

族管理向专业化管理转变之后的效率提高。其实，家族企 

业管理方式的变革即管理的分工和专业化包含着两个方面 

的内容：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的 

关系。前者涉及到分工效率，后者则影响到交易的性质和 

数量的变化。因此，对家族企业管理方式变革的分析就必 

须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而不是只探讨其中的一个方面。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将综合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和分 

工效率理论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一个交 

易费用和分工效率的耦合模式，并用该模式描述家族企业 

管理方式变革的动态演进过程。 

一

、 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用交易费用来分析经济组织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 

范式，正如威廉姆森所言，任何一个能表述为协约问题的 

经济——组织问题，都可以在节约交易费用这个意义上进 

行深入的探讨。康芒斯把交易分为三种，即市场交易、配 

额交易和管理交易。但在诺思的 《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 

绩效》中，交易也可以分为人格化交易和非人格化交易。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中国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路 

径模式与组织制度研究”(701720o7)资助 。主持人 ：丁栋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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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在诺思的分类基础上研究家族企业管理方式变革过 

程中交易费用的变化。 

(一)人格化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交易是指在经济领域中所有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交互 

活动。交易的目的是人们从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消费资源 

和生产资源。在一个 相对封闭的经济条件下 ，微 观构成 成 

员比较稳定，个体 的迁徙 是比较少 见的，因此市场的范围 

也是比较稳定的。人们通过反复不断的 日常接触和反复交 

易，市场微观主体之间逐渐建立起熟稔的个人关系，这时 

人们之间的交互活动就构成了人格化交易。人格化交易的 

核心是彼此之 间的信任 。信任在这 里是一 种治理机制 。一 

方对另一方的信任是对对方不利用 自己的脆弱性而行使机 

会主义的信心。这种信任是有前提的，人格化交易是在一 

个 “每个人认识每个人”的社区环境下进行的，交易者之 

间逐渐建立起一个彼此心照不宣 (也很难化为言辞或文字) 

的共同信息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几乎所有共同信息都是 

“具体的、未编码的、未扩散的”，为每个体系中成员所心 

领神会；并且个体的具体身份极其重要，甚至可以说，正 

是个体的具体身份使他获得被纳入这个信息体系的资格和 

能力。而由这一共同信息体系出发，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一 

种共同的价值和 对彼 此的信任 。信用的维持也主要通过 人 

格化的方式实现。换言之，并没有有形的契约规定或严格 

的法律规范对背信行为进行惩罚性制约。但如果交易者一 

旦背信，事实上的成本将是大得无法估量的。因为在这里， 

“每个人认识每个人”，因此其背信行为将迅速为所有市场 

主体获悉，不会再有人愿意与这样的背信者进行交易，于 

是，他将被视为不可信任的人而被群体共同摒弃，被排除 

在交易市场之外。在封闭的家族企业或泛家族企业中，企 

业成员之 间以血缘 、亲缘 、姻缘 、地缘和业缘为纽带联结 

在一起 ，成员之 间的交易持久而 固定 ，人们 以信任和忠诚 

来维持彼此的关系。虽然也会有一定的制度规范，但很多 

情况下是虚设的，人们之间的交易主要是以人格化的方式 

来进行。比如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在请一些亲戚朋友进入企 

业工作的时候，他们并不需要就待遇、收入等问题进行讨 

价还价，达成一个正式的协议。 

人格化交易节约了封闭的家族企业管理的交易费用，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 

第一，家族成员具有利他主义倾向。所谓利他主义是 

指减少自己的消费以增加他人的消费。利他主义使得家族 

成员在交互活动过程中节约了讨价还价的时间和精力，减 

少了交易执行的监督环节，避免了由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和 

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利他主义使沟通变得 

容易，各种矛盾和扯皮现象大大减少。利他主义作为家文 

化的一种重要特征，其实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而意识 

形态是种节约的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 

境，并被一种 “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 

第二，家族企业成 员的心理契约成 本低。心理契约 即 

雇佣双方对雇佣关系中彼此对对方应付出什么，同时又应 

得到什么的一种主观心理约定。心理契约对工作满意、离 

职意向和组织政策有显著影响。雇佣双方心理契约的一致 

性越高，雇员对组织的满意感越大。以 “五缘”为纽带联 

结在一起的家族企业成员在企业中具有高身份感，高就业 

稳定性，高情感投入。因此，他们和所有者之间的心理契 

约具有高度一致性，降低了所有者和其他成员之间的心理 

契约成本，节约了交易费用。 

第三 ，家族企业成 员之 间的高度信任大大节约 了家族 

企业管理的交易费用。信任来源于对对方不采取机会主义 

或败德行为的信心。由于人们违背信任成本的高昂，根据 
“

一 报还一报”的原则，人们有足够的动力维持相互之间的 

信任关系。信任往往和忠诚联系在一起，忠诚是在价值认 

同基础上的服从和效 忠，也是对家族 企业 目标和利益 的认 

同。在家族企业中，对家长式权威的服从和忠诚将使得组 

织的激励一治理结构设计变得非常简单和成本低廉。同时， 

从委托——代理角度去看，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产 

生的代理成本也是很小的。 

(二)非人格化交易过程 中的交易费用 

非人格化交易的特点在于交易双方无须有任何的私人 

关系或相互了解，交易得以实现单纯依靠契约约定 (包括 
一

些隐性契约约定，也即双方默认的公共信息)及外在的 

法律约束，而契约则 (原则上必须)由双方自由缔结。在 

契约缔结之前，首先，必须存在的是社会群体对契约规定 

有效性和最终仲裁性的普遍默认，作为外部强制性规范的 

法律，则是对契约规定的一种有效补充，并给交易者提供 
一 种 “威慑”机制 。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主要可以分成两 

个方面：一个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企业引进职业经 

理人；另一个是管理的职能分解 ，企业建立纵向管理 层级 

和横向管理职能部门。在这里，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经 

营者和企业普通成员之间不需要有任何特殊的私人关系， 

他们以自己的理性，通过相互博弈，达成一个具有法律强 

制力的协议 。因此 ，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实际上也就 是非 

人格化的交易过程。然而，由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外在环 

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性等多方面因素， 

使得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大大提高。 

1．与人格化的交易相比，非人格化交易过程中入与入 

之间的信任度大大降低，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 “差序格 

局”紧密相关。这个 “差序格局”就象把一块石子丢在水 

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 

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离中心越近，关系越近，彼此 

之间的信任度越高；离中心越远，关系越远 ，彼此之间的 

信任度越低。封闭的家族或泛家族成员之间以 “五缘”关 

系联结在一起 ，彼此信任。而随着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水 

平的提高，非家族成员逐渐增加。但非家族成员远离 “差 

序格局”圈子的中心，因此，人们之间的信任度必然降低。 

对此，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认识。马克斯 ·韦伯认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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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 

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福山也提出华人文化 

对外人的极端不信任是阻碍公司制度化的主要原因。信任 

度的降低增加了人们之间沟通的难度，使得家族企业激励 

— — 治理机制的设计变得复杂和成本高昂。 

2．非家族成员具有利己主义倾向，同时，企业成员之 

间心理契约成本提高。一方面，与家族成员不同，非家族 

成员在企业工作过程中具有利己的动机，这不仅增加了交 

互活动过程中人们之间讨价还价的时间和精力，增大人们 

机会主义的可能性，而且也增加了交易执行的监督环节； 

另一方面，非家族成员具有低身份感，低感情投入，低就 

业稳定感，因此，他们和所有者之间心理契约的一致性很 

低 ，这大大提高了企业成员之间的心理契约成本。 

3．交易者的有限理性，交易过程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由 

此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了非人格化交易过程的交易费 

用。一方面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实质是一种制度变迁的 

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和人的理 

性有限，人们设计的制度可能是不完善的；同时，家族企 

业内部的某些既得利益者会阻碍制度的变迁，以及制度变 

迁过程存在着路径依赖的特性，这些都会使得分工过程中 

交易费用增加。另一方面，所有者 (委托人)和职业经理 

人 (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在二者达成契约 

前，信息不对称使所有者很难对职业经理人的知识、能力 

和经验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从而易招聘不合格的经理人。 

在二者达成契约后，信息不对称又会导致代理人易出现机 

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 

或使资源配置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歪曲。 

4．制度环境的不完善提高了家族企业实施管理专业化 

变革的交易费用。青木昌彦在 《比较制度分析》中将制度 

视为一种均衡结果，它内生于参与人策略互动的经济过程， 

均衡的多重性说明了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历史过程在选择特 

定均衡结果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如果把家族企业管理专业 

化看作是一种制度变迁的过程，则制度环境对家族企业管 

理专业化的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我国，制度环境有很 

多不相容的地方 ，比如家族企业上市的困难 ，缺少一个完 

善的经理市场等因素都提高了两权分离的门槛，增大了两 

权分离的交易费用。 

5．社会信用的缺失严重阻碍了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的 

变革。诺斯认为，“在涉及委托人之间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 

间的契约关系时，受约束的最大化模型受规则以及规则实 

施的强制力的制约，这就出现了重大疏漏，这些疏漏的减 

少只能通过道德和伦理准则的力量，后者决定个人在搭便 

车时必须承受的额外负担。”张维迎也指出了职业道德的重 

要性：“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对企业的扩张十分重要。如 

果没有职业道德，对所有者缺乏忠诚，就不会有资本家信 

任他们，那企业只能是一个家族企业。”但在目前我国经济 

体制的转轨阶段，一方面是传统的信用规则、特别是泛家 

族方式连结人际交往的信用规则受到极大破坏，其社会资 

本的功能大大弱化。另一方面是法制型的信用这种社会资 

本远未充分建立起来，使得家族企业的成长既受传统信用 

资本弱化的制约，又受到法制信用资本严重稀缺的制约。 

6．企业内部的组织协调费用增加。随着企业横向职能 

部门和一些相对独立的事业部的增加，不同的部门由于对 

组织目标理解的偏差和部门自身的利益，往往会出现不协 

调。这种不协调，降低了组织有效运行的功能，提高了管 

理分工的交易费用。同时，在企业层级化过程中，一方面 

是上级和下级之间由于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交易费用， 

另一方面是层级的增加导致信息在传输过程中不断被扭曲， 

信息失真 ，从而增大了企业决策失误的程度，使得管理分 

工的交易费用大大增加。另外，职业管理者的加入，使得 

企业将增加人才招聘、培训、职位安排等人力资源的开发 

费用，增加为留住职业管理者而支付的费用，而且，职业 

管理者的流失还可能会使企业蒙受各种各样的经济损失。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家族企业由人格化 

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转变过程中，它所面临的交易费用是 

不断增加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人得出了家族企 

业采用家族管理方式是有效率的结论，并认为找到了家族 

企业适应性的有力的论据。 

二、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过程的分工效率 

从节约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人格化交易应当优于非 

人格化交易，然而，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却是一个从人格 

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转变的过程，诺斯因此提出：从人 

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转变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制 

约因素。杨小凯和黄有光在论述专业化和经济组织时也指 

出，在专业化分工组织当中，如果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放 

弃分工，那么就会损失分工蕴涵的经济效率。彭罗斯则从 

企业成长的角度说明管理能力是制约企业扩张的重要因素。 

因而，为了推动家族企业的成长，管理劳动的分工和专业 

化是必要的。 

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利益，经济学家们有很多的 

论述。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管理专业化对经济 

效率的影响包括很多方面。一是管理者能将其管理活动集 

中于较少的管理职能上，能够提高管理者管理业务的熟练 

程度。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分工实施的结果，各劳动者 

的业务，既然终身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当然能够提高自 

己的熟练程度。”管理业务熟练程度的提高意味着管理者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管理专业化会使管理者节约或减少 

因经常变换工作而损失的时间，当管理者从一种工作转向 

另一种工作时，往往会：(1)闲逛或休息一会儿； (2)做 

上一种工作的结束工作。做下一种工作的准备工作； (3) 

不能很快地将注意力转移到新工作上来；(4)打断已有的 

工作节拍。管理专业化的发展减少了这种工作的变化，也 

就等于节约了管理的人力资源。三是管理专业化使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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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在既定的条件下变得较为简单。这样： (1)可以 

减少工作的学习和培训的时 间； (2)可以减少在工作 中所 

应支付的智力资源，降低紧张程度； (3)可以减少工作的 

失误。四是管理专业化还使 企业能 够获得 企业 家这 种宝贵 

而稀缺的 资源。企业 家的创新精 神使企业获 得勃勃生 机 ， 

实现企业的健康而快速的发展。五是管理专业化使得企业 

能够吸引大量的职业管理者，从而使企业能充分利用他们 

的管理才能 、经验和技巧 ，使得 企业 的管理 水平适应 企业 

规模的发展 。这 些分析都 是描述性 的 ，下面 ，我们借助 杨 

小凯和黄有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方法对家族企业管理专业 

化过程的分工效率作一讨论 。 

为了分析的简便 ，我们这里假定家族企业管理专业 化 

过程主要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即家族企业引进职 

业经理人，让掌握管理经验 、技巧和 专业管理 知识 的人拥 

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从而实现管理劳动的分工和专业化。 

下面我们来构造一个模型，模型中包括两个人：所有者和 

职业经理人。假定一个人可以从事两种生产活动生产资本 

X和管理才能 Y(包括管理经验、技巧和管理理论知识)， 

我们将此人投入其中一种产品生产活动的劳动份额称为他 

生产该种产品的专业化水平，并用 L来表示。则他的生产 

函数可假定为 ： 

X=-×m+)(s=Lax (1) 

Y；Ym+Ys= (2) 

其中，X和 Y分别为两种产品的产量，×m和 Ym为他 

们的自给量，)(s和 Ys为他们的出售量，a>1为一个专业 

化经济程度参数，对于此人而言， 

Lx+ =1 (3) 

即总劳动份额为 1。用脚标 1、2代表两人，假定两个 

人在决策前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和相同的时间约束。把生产 

函数 (1) (2)代入时间约束 (3)，则得到二人的转换函 

数 ： 

×j，a+YI伯=1 (4) 

)(；，a+ ，a=1 (5) 

转换函数说明了在生产函数和每人的时间约束下，多 

生产 X就要减少 Y的生产 ，这是增加 X和 Y的难 以两全其 

美的冲突。下面我们来研究转换函数的特性。由于两个人 

的转换函数 形式 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可 以用下标 i来表示 

1、2。则转换函数可以表示为 ： 

，a+YI，a=1 (6) 

从 (6)中解出 Y1． 

Y．= (1一xl伯)a，X．，Y．E (0，1) (7) 

求Y对 X．的一阶和二阶导数： 

dYi
= 一 (1- a’) 一1<0 (8) 

：  (9) 

可知在 ×一Y平面 ，与 (7)对应的转换曲线是从左上 

方向右下方倾斜，并向原点凸出，如图 1中的A，它表示在 

既定的时间约束条件下，一个人生产资本 X和管理才能 Y 

的不同组合 。两个人转换 函数形态 的一致性 ，使得我们可 

以把曲线 A向右上方平移得到两个人的总合转换曲线 B， 

它是两个 A简单加总的结果，表示两个人单独生产后的加 

总。 
Y 

2 

l 

0 l G 2E X 

图 1 个人及 加 总转换 曲 线 

现在假定所有者 只生 产 X，从 生产函数可以看 出，他 

最多可 以生产 X=1，这由图 1中的 G点表示。点 G代表 X 

=1，Y=0。假定职业经理人只生产管理才能，则他也最多 

生产 Y=1，用图 1中的 F点表示。点 F代表 X=0，Y=1。 

过 G点、F点分别作 X轴和 Y轴的垂线，交于 D点。D点 

代表所有者生产 1单位资本 X，职业经理人生产 1单位管理 

才能 Y。所以，D点代表两个人完全专业于不同行业时 ，社 

会能达到的最高生产水平。如果所有者专业于生产资本 X， 

而职业经理人灵活选择任何 X和 Y的组合 ，则两人的总 合 

转换曲线为 ED。如果职业经理人专业于 生产 Y，而所有者 

灵活选择任何 X和 Y的组合 ，则两 人的 总合转换 曲线 为 

CD。C点代表两人完全专业生产管理才能 Y，E点代表两 

人完全专业生产资本 X，这 两个完全专业化的 点都不是 分 

工 ，因为两人的生产结构 完全一样 。D点代表两人专于 不 

同的生产活动 ，既是完全专业 化 ，又是完 全分工。除 去 C 

点的曲线 CD和除去 E点的曲线 ED都代表分工时的生产结 

构，即至少有一人专业化 ，且两人的生产结构不完全相同。 

CD和 ED是所有者和职业经理人分工时的转换曲线，它高 

于两个人单独生产加总后的转换 曲线。很明显 ，曲线 B和 

曲线 CD、ED所包围的面积就是分工带来的好处。因此， 

家族企业通过管理分工可以获得经营效率的提高。 

三、一个引入交易费用和分工效率 

的家族企业管理方式变革模型 

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 ，随着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水平 

的提高，由于管理劳动的分工而导致的交易费用不断增加； 

同时 ，管理的分工也提 高了企业经营的效率 ，降低 了企业 

的生产成本。假定企业 的经营成本 由两部分构成 ：生产成 

本和交易费用 (管理分工而产生的，以下同)，家族企业管 

理劳动的分工是连续的，生产成本随管理分工程度的加深 

而单调递减，交易费用随管理分工程度的加深而单调递增。 

则家族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随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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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变化可用图 2来表示 。 

成 

未 

管理专业 匕 

图 2 管理 分工 与专 业化 均衡 

在图 2中，曲线 L．表示交易费用随着管理专业化水平 

的提高而增加 ；曲线 L2表示随着管理专业化水平 的提 高， 

管理者的劳动效率得到提高，因此家族企业的生产成本降 

低了。曲线 b表示家族企业经营成本随管理专业化水平的 

提高而发生的变化。E点为均衡点，此时，管理专业化所 

导致的生产成本的降低与交易费用的提高恰好相等，即两 

条曲线斜率的绝对值 相等，家族企业 的经 营成本最 低。在 

E点的左侧，管理专业化所导致的生产成本的降低大于交 

易费用的提高，因此，管理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使企业的总 

经营成本降低 ，给企业带来了好处。在 E点的右侧 ，管理 

专业化所导致的生产成本的降低小于交易费用的提高，因 

而企业 的总成本提 高，经营效率降低。显然，均衡点 E是 

家族企业实施管理专业化的最佳选择 。 

上述的分析属于静态分析，它告诉我们在影响交易费 

用和影响管理分工的变量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找到家 

族企业管理专业化的一个均衡点。管理专业化的水平低于 

这个点 ，企业没有完全获得管理专业化的好处；管理专业 

化的水平高于这个点 ，企业 的经 济利益将 因为管理专业化 

而受损。因此，对于家族企业 来说 ，管理专业化的水平并 

不是越高越好，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管理专业化水平。 

但这个合适的管理专业化水平也是要不断变化的。这是由 

于影响交易费用和管理分工的变量是不断变化的。比如制 

度环境的改善、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一些管理技术的改进， 

都会导致图 2中的曲线 LJ向下移动，管理分工的均衡点向 

右移动，从而家族企业的管理专业化水平应当提高。从长 

期看，家族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应是一个动态的均衡过程。 

对于不同的家族企业来说 ，采用家族管理 的程度与采用专 

业化管理的程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关键是要结合 自 

己的实际情况 ，找到最适合 自己的管理 专业化水平。并在 

影响管理方式的条件发生变化时，不断变化企业的管理专 

业化水平。另外，模型也告诉我 们 ，政 府在推动家族企业 

管理专业化方面也应 当是有所作为的 ，政府可以不断完善 

制度环境，加快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通过降低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的交易费用来推动家族企业 

管理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实现家族企业健康快速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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