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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任角度论家族企业的持续成长 

摘 要：文章通过企业有效成长阶梯模型分析 了家族企业的成长 

过程，论证 了家族企业出现成长瓶颈的深层原因是现有社会信任的不 

足．提出了改善社会信任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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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对于家族企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界定。我们认为， 

“家族企业”是对企业的产权性质和控制权结构所作的静态界定 ，拥有 

所有权是内在隐含条件，对经营管理权掌握程度的不同是区分家族企 

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对企业所有权的掌握，从家族成员完全 

控股到只占很小比例的股份但拥有相对优势；对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把 

握，从完全由家庭成员掌握的家庭企业组织列只掌握高层的具有企业 

愿景意义的经营决策权，都属于家族企业的范畴。一旦突破这一范畴， 

家族企业也就蜕变为公众公司。 

(一)企业成长模型 

研究表明，企业的成长是阶梯型的，在不同的阶梯上，尽管其有效 

运行的内在逻辑没有改变，但由于约束条件的不同，企业的外在治理特 

征明显呈现出“家族化管理”、“半职业化管理”和“职业化管理”这样一 

些阶段性特征，这就是企业有效成长的基本规律。 

企业成长的“半职业化管理”阶段是企业从“家族化管理”走向“职 

业化管理”的过渡阶段，即企业通常所说的“二次创业阶段”，也是企业 

发展的“瓶颈”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通常会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 

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资金紧张 、人才流失 、营收滑坡⋯⋯越是“超常 

规”发展的企业，这样的症状越明显。半职业化管理阶段又是企业发展 

最为关键的阶段，是企业走向成熟和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阶 

段，如果制约企业发展的综合性 、爆发性“瓶颈”因素得以消除，企业就 

会由家族化管理成功转换到职业化管理的轨道，从而实现健康、稳定发 

展，使基业得以常青。反之，如果“瓶颈”得不到消除，多年来企业快速 

发展所积累和掩盖的各种矛盾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从而导 

致管理失控、危机四伏⋯⋯数年基业终将毁于一旦。 

(二)家族企业成长瓶颈及其实质 

我国的家族企业经过 2O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长为推动中国经 

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核心力量之一。在创业初期家族化管理模式确实 

极大地促进了家族企业的快速成长，但目前家族企业普遍面临“长不 

大”的问题，家族企业 的发展受到资本、人才、文化等方面的制约。显 

然，我国的家族企业大多已经成长到二次创业阶段，如何消除企业发展 

中的瓶颈因素，实现家族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这是 目前亟待解决的 

课题。 

对我国家族企业 目前存在的种种困境，有学者根据西方市场经济 

国家企业的发展演变历程认为，我国家族企业要进一步发展成长，必须 

摒弃家族所有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是如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就可以顺利解决家族企业的有效成长问题，那为什么有些采取了现代 

企业制度的家族企业却遭遇了成长的尴尬，并在吸取教训后重又回到 

了家族控制的形式?中国目前并不缺乏有能力的经理人，同时也有大 

量家族企业由于创业者经营管理能力不足急需引进有能力的职业经理 

人，但为什么大量家族企业由于缺乏有效治理而频频落马?我国有着 

巨量的居民银行存款 ，但为什么民营家族企业却在筹措企业发展资金 

方面一筹莫展? 

上述问题的实质在于，制约家族企业有效成长的并不是是否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信任资源状况。大量的文献研究 

已充分显示，企业成长受到所处社会的整体信任结构的影响。家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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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文化和社会范畴，它的持续成 

长和发展必定受到作为社会文化重要因素之一的信任的强烈影响。由 

于信任不足和信息不对称 ．家族企业 的授权、放权存在极高的代理成 

本，企业规模扩张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也大大受限。调查显示，目前我国 

大多数民营企业都带有强烈的家族化管理行为特征。其实．家族化管 

理绝不是华人或中国企业家的管理行为偏好，而只能理解为是在宏观 

制度环境影响下企业的一种相机选择的结果。或者说家族化管理在企 

业是一个理性运用的工具，受列环境和制度如信任危机的影响，信任结 

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成长行为选择。 

二、解决信任问题的现实路径 

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确实遭遇了一定 

程度的信任危机，出现了信任资源双重残缺的局面。信任作为一种经 

济行为规则、秩序，它的形成和系统建立，需要一个长期过程。更需要通 

过一套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来保障。 

(一)进行观念创新——构建经济发展的信任文化 

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也都随着 

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和积淀出特有的文化底蕴。在传统观念中，信用被 

简单地归为道德领域的问题。事实上，信用从古至今都兼具经济意义， 

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市场主体必须树立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的理念 ，明确市场经济需要信用，市场经济法则奖励讲信用，也毫不留 

情惩罚违信行为。另外 ，要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主体行为的 

指导作用，加强诚实守信道德建设，贯彻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 

念，创建信任思想基础。 

(二)进行制度创新——完善信任的运行机制 

从实践看，大规模失信行为的产生一般都与制度上存在的缺陷有 

关，人们在交易过程中是否积极实施信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 

度安排。在现实中，人不是天生的自然而然地守信用 ，关键是要有一套 

制度，使当事人信用行为的收益大于不讲信用行为的收益，讲信用的成 

本小于不讲信用的成本。对此我们要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公平竞 

争；完善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加强私有财产保护力度；加快信用评级、 

资格认证体系建设；疏通信息渠道，加快个人信用制度和中介服务体系 

建设。 

(三)加强法制建设，营造信任的法制环境 

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要完善相关的保障投资人和债权人利益的法律法规，保障融 

资渠道的畅通。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专门法律、法规来调整个 

人信用活动的行为和利益关系，通常情况下，经济主体违约不讲信用的 

收益要远比付出的代价多得多，特别是在民营企业中外部经理人欺骗 

所有者甚至携款逃跑、篡位的事件接连发生。我们可以建立类似美国 

公平信用报告法这样的专门法律来推动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从信用 

等级评定、资信评估、咨询机构和规范的公共信息、数据的取得与使用 

程序等．都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 

[本文系陕西省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家族企业运营机制分析及创新 

研究》(2OOl( 9)和西安财经学院重点实验室项 目JMSY(01—03)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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