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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块化管理的视角论家族企业持续成长 
口 倪慧君 

近年来 ，我国家族企业持续成长的问题得到了普遍的关注。 

许多学者依据西方家族企业成长历程，指 我国的家族企业若要 

持续成长，就必需摒弃家族昕有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如 

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的是必经途径和唯一选择 ，那么采取了现 

代企业制度的家族企业为什么却又复归列京族控制形式?(李慧， 

2004)在推动家族制企业持续成长的问题 L，我们还有没有不同 

的选择?新近不少学者和相关课题组的涠查研究表明：①中小民 

营企业的竞争力水平并不必然与其产权结构、企业冶理结构的现 

代化水平成正相关关系，现代化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不一定是 

企业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中国社科院倮题组，2004)；②社会网 

络作为一种新型的区域产业组织，有效地提高了家族制企业对社 

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 、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的吸 

纳和整合能力，依此为依托，家族制企业依然是中小企业制度安 

排的最优选择 (储小平，2002；钟胴荣，2004)。这些研究，为考察 

分析和推动家族企业的持续成长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视角。然而 ， 

社会网络在本质上作为一种复合的模块化组织，家族企业应该如 

何按模块化理论在其中进一步定位发展，并没有引起相关研究分 

析的重视。本文拟从社会网络的模块化构造与运行角度出发，探 

寻生活于其中的家族企业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路径选择。 

一

、社会网络 +模块化管理 =家族企业持续发展 

社会网络是企业成长过程中、存在两个及以上的行为者之间 
一 种结构性关系的集合，是企业发展过程中，资源获取和互相依 

赖关系逐渐形成与持久化的结果。这种空间组织的功能体现不 

同企业通过合理定位和角色安排，依赖结构网络中异质资源的获 

取通路 ，实现持续成长的过程。因此网络中的行为企业通过专注 

于某个产品 (工序)的某个研制和生产任务，实现模块化管理，进 

而网络中的不同类型的企业分别负责某个产品 (工序)流程中不 

同模块 的研 制，通过 “认 知范 围的外部 经济”鲁特 布姆 

(Nooteboom，1999)共同努力研制出性能可靠的产品。模块化的企 

业依存于同一能力的 “替代性活动”(Ric、hardson，1960，1972)，不 

断形成核， 、能力，并在不断的学 中强化，增强和其他企业的互 

补与协作功能。相对于非模块化的组织而言，这种模块化的组织 

规模和进退出壁垒要低一些。而这一特性 ，恰好和家族企业的天 

然竞争优势相耦合。家族企业可以更少地进行固定资本的投资， 

而只将资金和精力放在企业专用资产而非更为广义的产业专用 

资产上，通过精细化的生产或外部联系，取得联合效应。理查德 

森(1972)指出，在一个产业中进行的大量经济活动必须具有恰当 

的能力，即恰当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产业组织依据各种经济活 

动的互补能力进行组织 ，并且这种互补是非常广泛的。社会网络 

组织中，企业个体的知识是异质和模块化的，面对的外部环境越 

复杂，企业越需要细化基于异制能力的模块化管理 ，网络内的企 

业互动越成为家族企业持续成长的一种必然。 

网络中家族企业模块化设计的管理方式具有明显的 4方面 

优势：一是每个企业通过集中精力进行某一模块的设计，能够更 

深入地推进研究工作，依赖于网络的互动和共享资源大幅度地提 

高了技术创新的速度。二是网络整体的协同发展。网络中不存在 
一 个垄断者，模块设计者们只要共有的遵循设计原则，确保所有 

模块能够协调运行，就可以在各自模块中形成优势者。三是提高 

网络整体的适应性。由于外在环境和需求的不确定性，企业开展 

研究工作的最扰方式往往是不可知的，每个设计者研制及测试模 

块需要进行的试验越多、灵活性越大，那么该行业研制出新型产 

品的速度就越快，网络整体的竞争力越强。四是增强网络整体的 

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在以模块化管理为核，网络联盟为依托的 

运作模式中，设计原则成为通行标准，多样化成为可能，生产者、 

设计者和用户增大了可选的空间和灵活性。 

二、模块化要求下的家族制企业运作模式 

社会网络与个体企业的互动成长中，企业的规模和企业间的 

协调机制是重要的变量，直接影响企业的运作效率和网络整体的 

和谐状况。 

1．“模块化 ”家族企业 成长规模选择 

家族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应关注模块化能力的培养，而不应 

过度注重规模的扩张，企业竞争力与规模并无必然的相关性。而 

模块化能力即恰当的知识 、经验和技能的确立应定位于企业的核 

心能力，实现根植于企业核心能力的家族企业的持续成长。彭罗 

斯(1959)认为：影响企业的持续成长极限的重要因素是企业家能 

力所能达到的企业扩张的极限，这种极限受制于企业家的经验、 

能力、时间限制，同时企业家可控制的管理幅度也是重要制约因 

素。因此网络节点的家族企业在确定自身的企业规模时，可结合 

目前的家族企业的管理者的能力等因素确定出最优控制规模。 

2，“模块化”家族企业的竞争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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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能够在保证家族企业优势的情况下 ，通过有效的资 

源网络和互动优势获得竞争优势 但在几个不同组织构成的网络 

中，存在每一个企业本身是有效的，而组织间的合作努力不一定 

是有效的(Provan&Milward，1995)，如何协调 会网络中模块化家 

族企业运作，实现整体体最优是社会网络的核心问题。考虑到模 

块化的差异程度和合作水平 ，家族企业在互动中会产生4种策 

略 ：征服(击败对方)；盗用(信用丧失)；融合(差异消失)；协作(互 

惠的生态系统)。 

策略的选择取决于模块化家族企业对未来的预期结果 ，而这 

种结果和网络中的约束机制紧密相关。一般而言，在网络的低级 

形态，显性的约束 (法律，政策，合约等)是主导协调机制，模块化 

企业会考虑到预期直接的惩罚与奖恸，进而决定策略的选择；而 

在长期的运作过程中，家族企业的各方均会从长期利益出发选择 

协调机制，回避短期行为，因为单次的利益行为只能在一次博弈 

中有效，之后将被剔除出局。因此，长期的合作模式 将选择诚信、 

信用等隐性约束机制，实现协作互惠基础上的运作 

3．“模块化”的动 态演进与 家族制企业的战略模块选择 

“模块化”家族企业的持续成长过程是通过遵循公认网络原 

则，培育基于适当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基础上的企业模块异质能 

力的过程。按照这一原则各自模块均可以成为网络中的优势者， 

利用网络中的 “认知范围的外部经济”实现以家族企业为核心的 

社会网络的持续态成长。这一成长具备动态性 ，体现在家族企业 

的模块化能力在网络和环境的发展中会发生改变 ，依据环境和网 

络的要求实现企业模块化能力的持续提升和战略转移 ；同时与家 

族企业结网的企业的质量和数量会发生改变，家族企业依据自身 

成长阶段的需要，选择优势模块化企业 ，进行战略整合和协调发 

展 。 

按照家族企业的成长阶段，在家族企业 (网络组织中的节点 

A1，A2，An)成长初期，可利用网络复制模式 (Bourdieu和 Cole— 

man)实现一强联系社会网络子系统 (社会网络中的子网络 sl， 

s2，Sk)。在该系统组织中，家族企业与家族企业间的联系是基于 

分工形成的紧密的、长期的联结。按照复制模式形成的联系具有 

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和组织强化性，即当某个模块通过网络方式获 

取能力与收益时，就会强化对该网络的依赖，倾向于按已有的网 

络特征和规范，去继续寻找符合该种规制和特征的新的合作者。 

随着家族企业的成长和网络系统的调整，过于一致、狭窄甚 

至僵化的网络内部联系是危险的，容易形成企业成长和模块定位 

的锁定效应。这种效应将对单个家族企业的竞争力造成威胁。因 

此必需建立和保持外部联系。根据 Burt提出的结构洞观点，在网 

络子系统(SI、s2、Sn)之间建立联系，将不同地带的结构洞联系起 

来，原有的社会网络就会在结构上发生变动，sl，s2与 Sn之间的 

模块化企业会进行新的组合，形成不同 sl s2，Si中模块化企业 

新的组合网络 S’(sl—s’)，模块化家族企业Al就由原来的网络 

组织 sl经过新的组合和结网形成新的网络组织 S’，原有的 S1 

支解，由其他模块化节点组建新的网络组织。当然，其中有的家族 

企业在转化种会由于模块化定位不准或不能及时升级，被淘汰出 

局。家族企业 A1可以通过该种联系和组合，实现动态结网的成 

长过程 ，而这种变动的结果带来网络整体价值的增加 (Burt)。与 

此同时整个网络需要建立外界生态环境的互动 ，保证整个社会空 

间组织的开放性。 

为防止模块化家族企业的衰退和被剔除出局，原有模块达到 

成长的成熟期和衰退期，家族企业应及时寻求和创造新的异质能 

力，依据产业发展阶段和企业自生知识能力，在产业的发展中寻 

求新的模块化空间，网络中的模块化家族企业可能由Al的优势 

定位演变成 A2的优势定位或Ai的优势定位，也可能进步跳出网 

络化的空间，实现企业和网络组织的持续成长。 

三、家族企业模块化管理的路径支持 

以模块化管理为核心的联合网络加快了变革的速度、增强了 

整体的竞争能力，改变了企业竞争对立的传统关系。同时由于网 

络的弹性，搭建规范有效的模块节点式联合网络需要一个循序的 

过程。 

1．模块运作的主体一 家族企业心智模 式的重构 

科学家托马斯 ．库恩在 <科学革命的结构>写道：凡事并不 

能自发的发生变革、功能紊乱、冲突等的时候才会变革。家族企业 

相对于其他企业有着天然的凝聚力和内结力，但成长过程中会出 

现封闭性、家族狭隘性 、单一性的劣势。在加强网络中的互动联系 

与网络外的联系的同时，重构以家文化为平台，协作、民主、自我 

管理的心智新范式。 

2．发展跨模块的网络脉络 

联合网络中模块的联系形成网络，它非正式为发生冲突的信 

息构建起桥梁，平衡由悖论式对立的价值所造成的压力，使选择 

性的优先权合理化，并翻译多种技术和属于，这种脉络是网络稳 

定和运营、发展的基础，可以通过团队论坛、网络中介等非正式组 

织发展脉络。 

3．规范网络外部的营运环境，包括社会信用体系、法制环境 

的完善 

家族企业的运作，信用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制约瓶颈。同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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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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