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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卜家族企业继承研究述评 

王国保 ，宝贡敏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近年来，国外家族企业继承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众多学者对继承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形成 

了系统模式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角色调整理论、接力赛跑理论和多代传承理论；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影响成 

功继承的因素主要有家庭成员关系、继承计划和继承者接管意愿等。文章从继承过程、影响成功继承的因 

素、继承人、继承计划和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对国外家族企业继承研究最新成果进行了全面述评，并对中国 

家族企业继承实践及该领域未来研究方向进行 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 ：家族企业 ；继承人 ；继承计划；研 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F27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7)03-0O45-06 

家族企 业指 一个 家 庭 (或 家族 )施 加 实质 性 影 响 的企 业 ，这 种 影 响既 可 以来 

自所有权控制 ，也可 以来 自家庭在管理上 的直接参与⋯。20世纪 60年代 以来 ， 

国外对 家族 企业 的研 究 逐渐增 多 ，家族 企 业理论 得 到 了进 一 步发展 ，家 族企业 继 

承 问题 则一 直是 该领 域 中 的热 点 议题 。Chua、Chfistman和 Sharma(2003)对 1996 

— 2003年 间公 开 发 表 的 190篇 有 关 家 族 企 业 研 究 iS文 的 统 计 分 析 发 现 ，有 

22．1％ 的论 文将继 承 问题 作为 首要 的研 究 问题 ，将 其 作 为 次要 问题 的论 文 占到 

8％ [2 3
。 虽然家族企业继承涉及所有权传承，但很多文献集中探讨家族企业管理 

控制权的传承即管理继承 。 

目前 ，国 内对 家族 企业 继 承方 面 的研 究起 步 较 晚 ，加强 对 国外 的研究 成果 的 

借鉴 和 吸收 ，具有 一定 的现 实 和理论 意义 。 本文 的 目的 在 于扼 要 归 纳 国外 家族 

企业继承研究 的最新成果 ，并进行简单评论。 

一

、继 承 过程 

尽管继承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墓 一时点上所 有权和控制权 在代际之 间的转 

换 ，但是 ，继承问题决不是一个短期 的可 以立即应付的问题。Lansberg(1988)把 

继承过程描述为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因为它给家族企业带来许多重要变化 ：家 

庭 关 系需要 重 新调 整 ；起 作 用 的传统 方式 需要 改变 ；长期 存 在 的管理 结构 和所有 

权 结 构需要 更 新 】。Murray(2003)认 为 ，继 承期 包 含 一 系列 的阶 段 ，企 业要 执 行 

所 有权 和 领导 权转换 过 程 中必须 处理 的任 务 ，而 每个 阶段 都 有 一个 特 殊 的任 务 

需 要完 成 ，整个 过程 大概 需要 3—8年 的时 间 。众多 学者 对继 承过 程进 行 了较 

为深入 的分 析 ，形成 了以下几 个 比较 有影 响 的理论 。 

(一 )系统 模 式理论 
、 

Beehhard和 Dyer(1983)用双 系统 模式 来分 析家 族企 业 的继承 过程 。。 。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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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认为 ，家族 企 业 实 际上是 由两 个重 叠 的系统 构 成 ： 

家庭和企业 。这两个 圈子各 有 自己的标 准 、成 员身 份 

准则 、价值结 构 和组 织 结构 ，因而 形成 了家 族企 业 独 

特的继 承机制 。而 继承 过 程就 是 两个 系统 不 断相 互 

调整 、相 互作 用 ，由平衡 走 向不平衡 ，再 由不平 衡走 向 

平衡 ，并 最终完成继 承过 程 的动 态过 程 。双系统模 式 

开辟 了从家庭 和 企业 两个 角 度来 理解 继 承 过 程 的视 

角 ，为后续研究 奠定 了理论基 础 ，但 过于简单 。 

在双 系统模式 基础 上 ，Gersick等人 (1997)构建 了 

三极 发展模 式 来分 析 继 承过 程 。该 模 式把 家 族 企 

业表示成三个独立而又相互交叉的子系统 ：企业、所 

有权 和家庭 。把 时间因素 考虑进 来 ，这 三个 子系 统都 

有一个独立 发展 的 进程 ，就 形成 三 极 发展 模 式 ：企 业 

的所有权发展 进 程 、家庭 发 展进 程 和企 业 发 展进 程 。 

该模 式的 中心观点 是 ，继 承远远 不 只是老 领导人 的退 

出和新 领导人的进入 ，继承 是沿 着所有 三极 而进行 的 

复杂的转变过程 。相 x,l-于双系统 模式 ，三极 发展模 式 

考虑了所有权 的继 承 ，更 能 揭示 继 承过 程 的复 杂性 ， 

也是当前被广泛接受 的理论 。 

(二 )生命 周期理论 

Churchill和 Hatten(1987)通 过父 子两代 的生命 周 

期描述 了家族企业 “子 承父业 ”的继承过 程 ，继 承过 程 

分为 四个 阶段 ：所有 者管 理 阶段 、培训 和发 展 阶段 、父 

子合作阶段和权力传承阶段 。该研究从生命 自然 

规律 角度 阐述 了继 承过 程 的推 动力 量 ，但仅 考 虑 了父 

子两代间 的继承 而忽略其他可能 的继 承形式 。 

Neubauer(2003)通 过家族 企业 的生命 周 期将 继 承 

过程描述为一个 动态 的过 程⋯。家族 企业 由家庭 、管 

理 、产权和企业 四个 部分 交 织 而成 ，因此 继承 问题 是 

在它 的历史 中所 面 临 的最 复 杂 的 问题 之一 。继 承 过 

程可以通过两个生命周期来分析 ：企业所有者的生命 

周期和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 ，每个生命周期分为 开 

始、发展 、成熟和衰 退 四个 阶段 。Neubauer认 为 ，如果 

继承能及时进行 ，企业 将进 入另 一个 生命周 期重 新 繁 

荣发展 ，反之会导致 不 良后果 直至关 闭 。该 研究 从跨 

学科的角度把继 承看成 一个动 态过 程 ，具 有开拓 性 意 

义 ，但 在实践上缺乏操作 性。 

(三)角 色调整理论 

Handler(1990)认 为 ，继 承过 程 是创 始人 与继 承人 

之间角色 相互 调 整 的过 程 。这个 过 程 包 括 四个 阶 

段 的角色相互调整 ，其 中创 始人 的角色 转变 经历 了唯 

一 的执 行者 、统治者 、监 督者 到顾 问 四个 角 色 ，而 继承 

人 的角色转变则从无 角 色、助手 、管理者 到 领导 者 ，此 

过程 中创始人 X'1-~ 司 的影 响力 逐 渐减 少 而继 承人 的 

影响力不断增强。Handler指出。角色调整的最后两 

个 阶段是决 定企业继 承能 否成 功 的关 键 ，大 多数 继承 

往往在第 三 、四个 阶段 出现 问题 。 由于其重 要 的理 论 

和实践 意义 ，该 理论 一 经 提 出 ，便 受 到 广泛 关 注。但 

该理论过 于强调创 始人在 继 承过程 中 的作 用 ，而忽视 

了继承人 的作用和影 响。 

(四)接 力赛跑理论 

Dyck等 人 (2002)把 继 承过 程 形 象地 比喻 为接 力 

赛跑 ，因此 ，继承过程 受 四个 因素影 响 ，这 四个 因素分 

别是 ：次序 (确保 继 承人 有 适 当 的技 能和经 验 来领 导 

企业 )、时机 (确保 领导接力 棒有效地 从在任 者手 里传 

给继 承人 )、技巧 (决定 继 承取 得成 功 的细节 )和 沟通 

(提供在任者和继承人之间和谐 的合作和相互尊重而 

又清 晰的沟通 ) 。。。该 理论 的观 点 是 ，家 族 企业 在进 

行继 承决 策时 ，要根 据企业 所处 的历 史 阶段和 企业 面 

临 的任 务选择合适 的继 承人 ，尤其要 根据 企业 所处 的 

环境 合理地考虑 权力 传递 的 时机、技巧 和沟通 。接力 

赛跑理论 为我 们 理解 继 承过 程 提供 了一个 新 的理论 

框架 ，但 目前缺乏 实证 支持 。 

(五 )多代 传承理论 

Lambrecht(2005)对传 统 的企业 、家庭 和 所有 权 三 

环模 型提 出质 疑 ，认 为 它忽 略 了一个 事 实 ：有 些 家庭 

不再 拥有企 业所 有权 却 还在 进 行 日常 管理 。Lam· 

brecht提出 了一个新 的模 型 ：家庭成 员个体 、家庭 和企 

业 由内到外构成 三 环 ，时 间轴贯 穿其 中 。这 三环相 互 

作 用 ，并 非 静止 不 变 。因此 ，继 承 不是 一 个 短期 的过 

程 ，它很早就开始 ，而且永远没有结束。换言之，继承 

并非 在大约 25年 (一代 的持续期 )的不 连续 时间 间隔 

里从 一代 向下一代 的传 承 ，而是 向更 多 代不 断 的传 承 

过 程。六种 基石 为 该 过 程铺 平 了道路 ，它们 是 ：企 业 

家 精神 、学 习 、正 式 的 内部 教 育 、外 部 经 验、企 业 角 色 

的正式开 始 、书 面计 划 和协 议 。在 这个 传 承 过程 中 ， 

企业 中的家庭应 当坚 持 的原 则是 ：家庭 成员个 体属 于 

家庭 ，而家庭属 于企业 。多代传 承理 论 突破 了 以往研 

究把 继承看成一个 短期 的过 程 的观点 ，考 虑 了家族企 

业 的特殊形式—— 家族 管理 型企业 ，对 多代继 承具有 

较 强的指导意义 ，但 缺乏实证研究 。 

总之，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让我们深入了解继承 

过程 的复杂性 ，并且形成 了一些逻 辑严密 的理论 ，为后 

续研究提供 了理论依 据 ，具有重要 的实践 和理论意义 。 

但是 ，还缺乏对 这些理论 的整合研究和实证研究。 

二 、影响 成功继 承 的 因素 

按 照 Ward的观 点 ，家 族企业 就是 能 够一 代 代相 

传 的企 业 ” 。然 而 ，只有 30％ 的家 族 企业 能成 功 

延续 到第 二 代 ，10％ 一15％ 的家 族 企 业 能 传 到 第 三 

代 ，而能成功传到第 四代 的家族企业仅 为 3％_8’“J。 

因此 ，成 功 继 承 是保 证 家 族 企业 财 产 与 权 力 平稳 过 

渡 、持续 发展 的关键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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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区分 继承成 功 与继承 失 败并 识 别 其影 响 因 

素 ，一直众说 纷 纭 。Sharma(2004)把 继 承失 败 定义 为 

继承 人 被 免 职 或 企 业 破 产 。至 于 什 么 是 成 功 的 继 

承 ，目前还 尚未 形 成统 一 观 点 。Handler(1989)认 为 ， 

家族 企业 成 功 的 管 理 继 承 包 含 两 个 相 互 影 响 的 维 

度 ：一个 是 家族成 员对 继承 过程 的满 意度 ，另一 个 是 

继承过 程 的效能 。前 者是 对继 承过 程和 继 承决 策 

的主 观 评 价 ，后 者 是反 映 了继 承 决 策对 公 司绩 效 影 

响的客 观指 标 。沿着 这 个 思 路 ，一些 学 者 探 讨 影 响 

成功继 承 的因素 ，并提 出一些 实证 模 型 。 

(一 )影 响继 承平稳 度 的 因素 

Morris等人 (1997)提 出 了一 个 关 于 家 族 企 业 传 

承 的 决定 因素 模 型 ，用 继 承 平 稳度 来 衡 量 继 承 的成 

功 程度 。该 模型 假设 成功 的继承 过程 影 响继 承后 

的企业绩效 ，而决定成功继承的因素有三种 ：继承人 

的准备 水平 、家庭成 员 的关 系 、计 划 与控 制 活 动 的类 

型。经 过实证 检 验 后 ，得 出 了最 终 模 型 (图 1)。从 

图 1可 以看 出 ，家庭 成员 间 的关 系 、继 承 计 划 程度 对 

继承的平稳度、继承后的绩效有显著 的正向影 响，而 

继 承平稳 度对 继承后 绩效 水平 没有 显著 影 响。 

图 1 家族企业传承决定因素模型 

(Morris，Williams，Allen and Avida，1997) 

该模 型 的结论 是 ：在成功 继 承 过程 中 ，最 主 要 的 

因素是 家庭 关 系 。为 了平 稳 的继 承 过 程 ，家族 企 业 

首 先应 当建立 信任 、鼓励 开诚 布公 的沟 通 、培 养 家庭 

成 员共享 价值 观 。一 个 可 行 的方 法 是 发 展 “关 系宪 

章 ”从而 为家 庭 单元 提 供 一 个 完 成共 同 目标 和有 效 

合作 的框 架 ，它包括 ：(1)家 庭单 元 SWOT分 析 ；(2) 

建立 共 同 目标 和关 系质量 和效 率 的 目标 ；(3)定义 相 

互 角色期 望 ；(4)发 展 促 进 和 提 升 关 系 的 程 序 ；(5) 

定期 检查 关系绩 效 和家庭 成员 对关 系 的满意 度 ；(6) 

创造 认可 的 冲突调解 和解 决机 制 。 

该模型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决定继承平稳 

度 的 因素 ，指 出 了家庭 关 系对 成 功 继 承 过 程 中 的重 

要性 ，具有 很强 的说 服力 。但 模 型 中变 量太 少 ，也 没 

有考 虑 自变量 间的关 系 。 

(二 )影 响 继承过 程 满意度 的 因素 

Sharma等人 (2001)指 出 ，要保 证 继 承 初 始 阶段 

满 意 ，必 须在 一开 始 充 分 考 虑 以下 5个 因素 ：(1)个 

人 角色 的认 可度 ；(2)继 承 人 接 管 企 业 的 意愿 ；(3) 

在 任者 离任 的倾 向 ；(4)继 承 计 划 的程 度 ；<5)家 族 

成 员对 家族 参 与企 业 的赞 成 度 17]。进 一 步地 ，Shar— 

ma等人 (2003)从在 位者 与继 承人 两个 角 度研 究 了继 

承过程满 意度 的影响因素，并实证检验 了个体 角色 

的接受程 度 、继承人 接管 企 业 的意愿 、在位 者 离 任 的 

倾 向 、继 承计 划 的程度 、家族 成 员对 家 庭参 与 企业 的 

赞成 度这 五 个 因素 对 继 承 过 程 满 意度 的直 接影 

响 18]。结 果表 明 ：无 论从 继承 人还是 在 任者 的角 度 ， 

个 人 角色 的认 可度 和继任 计 划 的程 度都 影 响继 承 过 

程满 意 度 ；继 承 人 对 继 承 过程 的满 意 度 受在 职 者 离 

任倾 向 的影 响 ；在 任 者 对 继承 过 程 满 意 度受 继 承 人 

接管 意愿 的影 响 (图 2)。 

图2 决定继承过程满意度的因素模型 

(Sharm，Chrisman&Chua，2003) 

注：图中(I)表示从在任者的角度支持假设，(S)表示从继承 

人的角度支持假设 

}P<．05，} }P<．01，} }}P<．001 

该研究 最 有趣 的发 现是 在任 者 和 继承 人 都相 信 

他们 的满 意度 受对 方态 度影 响程 度 高 于 自己 ，即 ：一 

方 的态 度 显 著 影 响 另 一方 对 继 承 过 程 的满 意 度 ，而 

自己的态 度不 影 响 自己对继 承过 程 的满 意度 。 

该研究 证 实 了继承 过程 中家 庭 成员 的感 知存 在 

显 著 差 异 ，它 揭 示 了关 于 家族 企 业 的实证 研 究 应 当 

从 不 同 的感 知 和视角 出 发 。其 不 足 之处 在 于 因变 量 

只有 继 承 过 程满 意度 ，而没 有 研 究 成 功 继承 过 程 的 

另 一个 维度— — 继 承过程 的效 能 。 

(三 )影响 继承过 程 感知 成功度 的 因素 

Venter等人 (2005)采 用 继 承 过 程 感 知 成 功 度 概 

念 衡 量 成 功 的继 承 ，他 假 设 有 三 种 与 继承 人 有 关 的 

因素 影 响 继 承 过 程 感 知 成 功 度 ，即 ：继 承 人 接 管 意 

愿 、继 承 人 的准 备 水 平 、继 承人 和 企 业 主 之 间 的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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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进一 步地 ，经过 因素分 析 ，将继 承过 程感 知 度 

分 为两个 维 度 ：(1)继 承过 程 满 意 度 ；(2)企 业 的 持 

续盈 利性 。经过 实证 检验 ，得 出 了最 终模 型 (图 3)。 

图3 影响成功继承的继承人因素理论模型 

(Venter，Boshoff&Mass，2005) 

该 研究 结果 表 明 ：影 响继 承 过 程 满 意 度 的 因 素 

是继 承 人 接 管企 业 的意 愿 、企 业 主 和 继 承人 之 间 的 

关 系 ；影 响企 业 持 续盈 利 性 的 因素 是 继 承人 接 管 意 

愿 、继 承 人 的准 备 水 平 、继 承 人 和 企 业 主之 间 的 关 

系 。该 研究 从继 承人 角度 分析 了影 响继 承 过程 感 知 

成功度 的 因素 ，具 有一 定 的理论 和 实 践 意义 ，但 未 研 

究人 口统计 变量 (如 继 承人 的性 别 、种族 等 )对 继 承 

过程感 知成 功度 及其 影响 因素 的效果 。 

总之 ，这些研 究从 不 同角 度 实证 分 析 了 影 响 成 

功继 承 的因 素 ，无论 从 研 究 方 法 还 是研 究 内容 都 反 

映 了家族企 业管 理继 承领 域研 究 的最 新 成果 和 发 展 

方 向 ，对 家 族 企 业继 承 理论 和 实 践 都 有 突破 性 的 意 

义 ，但 还显 得零散 和不 够深 入 。 

三 、继 承人 

该 领域 对继 承人 的研究 主要集 中在 继 承人 的选 

择 、发 展 以及 与在 任者 的关 系上 。 

(一 )继承人 的选择 

学者们对“子承父业”尤其是 “长子继承”的合 

理性进 行 了分析 和质 疑 。绝大 多数 的家族 企 业 为 了 

保持 家 族 的延 续 性 ，都 会 从 下 一 代 的 家族 成 员 中挑 

选继 承人 。Lee等 人 (2003)指 出 ，在 特 定情 况 下 这 种 

做法是 理性 和有 效 的[20 3。Kao(1993)发现 ，流行 于 亚 

洲家庭 中的儒家思想 ，往往要求父 亲将企业传给儿 

子 ，即使儿子担任这一角色并不能使企业利益最大 

化 。Barnes(1988)认为 ，家族 企业 坚 持 长子 继 承 的 

一 个 重要 原 因是 ，如果 其 他 子 女 接 管企 业 会 导 致 家 

庭 内部 的混 乱 和 竞 争 ．继 承 人会 在 家庭 与 企 业 之 间 

矛盾重 重而不 堪重 负 口 。 因此 ，为 了保 持家 庭 和 睦 ， 

企 业主 往 往 不 愿 意 选 择 其 他 子 女 担 当继 承 人 。 现 

在 ，很 多学者 都认 同这样 的 观点 ：长 子 并不 一 定 是 最 

合 适 的继承 人 ，儿 子也 不必然 比女 儿更 合适 。 

更多学者对 影响继 承人 选择 的 因素进行 了分 

析 。Birly认 为家庭 的态 度是影 响企 业继 承 的重要 因 

素 ，如果 家庭 不支 持某 一成 员担 任 企业 领 导 角色 ，该 

成 员对企 业 的继 承 就不 太 可 能发 生 。Davis(1986)指 

出 ，亲戚 中的 个 人关 系通 常 比利 润最 大 化 更具 说 服 

力 J。因此 ，潜 在 的 继 承人 必 须 获 得 活跃 于企 业 中 

的家族成 员 的信任 。King(2003)的研 究发 现 ，继承 

人 的潜 在能 力与 家族企 业继 任 三年 后 的绩 效 显著 相 

关 ，因此 ，家 族 企 业 的所 有 者决 定 谁 来 接 管 企 业 时 ， 

应 当考 虑继 任者 的潜 在能 力 以及 其他 因素 。Ibra— 

him(2004)进一 步 指 出 ，一 个 有 效继 承 人 的 三种 品质 

是 继 承 人领 导 能 力 、继 承 人 的 管 理技 能 以及 继 承人 

接 管企业 的意愿 和 承诺 J。Chrisman、Chun和 Shar— 

man(1998)则 认 为 ，选 择 继 承 人 时 ，与 性 别 和 出生 顺 

序 相 比 ，诚信 和 忠诚更 重要 。 

(二 )继承人 的发展 

对 于一个 家 族 企 业 在 不 同 阶 段 的发 展 ，继 承人 

的个人 技能 提高及 组 织 中的发展 是必 需 的口 。Han— 

dler认 为继 承 过 程 是 一 个 多 阶段 过 程 ，继 承 人 需 要 

不断发展。继承人需要 日益增加管理责任感、渊博 

的知识 、家族 企业 内丰 富 的经验 ，以及 与关 键 利 益相 

关 者 的密切联 系 。家 族企 业 内的经 验能 够 帮助 继 

承 人 发 展企 业 内 的人 际关 系 ，理 解企 业 文 化 和 商业 

经 营 的复杂性 。Brockhaus建 议 ，提 高继 承 成 功 的 

方 法之 一 ，就 是 为 继 承 人 提 供 培 训 。 Ibrahim 指 出 ， 

继 承人 的领 导能力 和 管理技 能 可 以通 过正 式 的培训 

方 案识别 和 加强 。 

(三 )继 承人 与在任 者 的 关 系 

继 承人 与前任 的关 系质 量 在家 族 企业 是 非 常重 

要 的 。在继 承过 程 中 ，继 承人 与 在 任 领 导 者 的关 

系 在某 种程 度上决 定 了继 承 的进 程 、时机 和 有效 性 。 

平 稳 的 继 承要 求 在 任 者 与继 任 者 之 间 的 合作 ，好 的 

个 人关 系对 继承 人 的学 习和 发展 意 义 重 大 。Ven— 

ter通过 实证 研究 发 现 ，继承 人 与 在任 者 之 间的关 系 

影 响继 承过 程 满 意 度 和 企 业 持 续 盈 利 性 。但 是 ，在 

继 承 过 程 中 ，在 任 者对 继 承 本 身 的抵 制 会 给 在 任 者 

和 继承人 之 间带来 紧 张 的关 系 。按 照 Lansberg的观 

点 ，创 始 人 害 怕 失 去控 制 权 并 且 担 心从 企 业 退休 意 

味 着 家庭 地 位 的下 降 ，担 心 公 司 中权 力 及 职 位 的丧 

失 意味 着社会 地位 的 降低 ，从 而不 愿 面对 继 承 问题 。 

有 两 种建 议 用 来 克 服 创始 人 对 继 承 变 革 的抵 制 ：一 

种 方法是 通过 帮助 创始 人变 得 有 自知 之 明而 接 受继 

承 ；另一 种方 法 是 鼓励 上一 代 领 导 者 离 开 老企 业 

去 创建 新 企 业 ，通 过 开 拓 一 个 新 的领 域 继 续 成 为开 

拓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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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继 承人 的研 究是 家族 企 业继 承 研 究 领 域 中 

较 为密 集 的部分 ，为 以后 的深 入研 究 奠 定 了基 础 ，也 

为家族 企业 实 践 提 供 了可 行 的操 作 思 路 。但 是 ，由 

于缺乏 实证分 析 而不具 有强 说服 力 。 

四、继承 计划 

Sharma认为 ，继 承 计 划 就 是 指 深 思 熟 虑 的正 式 

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 中推动管理控制权从一位家庭 

成员 向另一位家庭成员 的传递。继承计划 的内容包 

括 ：选择 和培训 继承 人 ；为继 承后 的公 司发 展 一 个愿 

景或 战 略计划 ；为 即将离 职 的在 任 者定 义 角 色 ；将 继 

承决 策与关 键利 益相 关者 沟通 。 

(一 )继承计 划 的意 义 

虽然并 不 是所有 的家族企 业 都 预先 制 定 了继 承 

计 划 ，Ibrahim等 人通 过 案例 研 究 强 调 了家 族企 业 实 

施继 承 计 划 的重 要 性 ，这 一 过 程 可 以使 子 女逐 步调 

整 自己扮 演 的角 色 ，可 以减 少 继 承 过程 中 出现 的 冲 

突和 困惑 ，有 助 于减少 企业 在 过渡 时 期 的不 确 定 性 。 

Neubauer也 肯定 了继 承计 划 的意 义 ，并 指 出 ：一 旦 提 

出继承计 划 ，在该计 划 产生 效果 之 前 必须 贯 彻 ，否 则 

会带来不利后果 。Sharma等人认 为，与继承计划相 

关 的 活动 是 继 承 过 程 的一 部 分 ，继 承 计 划 能 增 进 成 

功继 承 的概率 。Avila(2003)通 过 比较 有 继 承 计 划 和 

无继 承计划 的家族企 业 ，发 现 了显著 差 异 ：没 有 计划 

的企业描述他们先前 的传承过程是充满敌意 的，而 

那些有计划 的企业 描述他们 的传承过程是合作 的、 

令 人愉 快 的 。而且 ，最新 的研 究发 现 ，恰 当 的继承 

计划 与家族 企业 的长 寿正 相关 J。 

(二 )影 响 继承计 划 的 因素 

通过计划行为理论 ，Sharma等人的研究发现 ，可 

行 性 (受信任 的继 承人 接管 企业 的倾 向)是继 承计 划 

活动 的主要 推 动 因素 ，与 每 一 种 继承 计 划 活动 都 显 

著 相关 。虽 然在 任者 做 出继 承 日程 安排 及 继承 模 

式的关键决策 ，但 Sharma等人认为 ：这些决 策似乎 

更多地由环境 的可行性决定 ，即一位受信任 的愿意 

接管企业 的继承人的存 在，而不是 由在任者将企业 

保 留在家 庭 中的意 愿决定 。 

Marshall等人(2oo6)的研究发现 了一个悖论 ：虽 

然所 有 者 年 龄 的增 加 既 促 进 正 式 的继 承 计 划 ，但 也 

阻碍继 承计 划 的制定 。老一 些 的所 有 者更 有 可能 

制定正式的计划 ，但年 龄的增长带来竞争冲突的增 

长和合 作 冲突 的减 少 ，反过 来 又 限制 形 成 继 承计 划 。 

因此 ，他 们 建 议 ，家 族 企 业 应 该 早 一 些 制 定 继 承 计 

划 ，从而 避免 继承 计划 的难 产 。 

这些研究肯定 了继承计划 的重要性 ，为家族企 

业 继 承 实践 提 供 了可行 的建 议 ，具 有 一 定 的实 践 意 

义，但对继承计划影响因素及结果的研究不够深入 ， 

而且 实证 研究 偏少 。 

五 、研 究方 法 

管 理 继 承 自从 成 为 家 族 企 业 研 究 的一 个 主 题 

后 ，一 直 以定 性 的 、基 于 案 例 的 和 逸 闻性 的 研 究 为 

主 ，但 近期 有变4-t=的趋势 。 

(一 )研 究 范 式 

按 照两 大研究 范 式 (定 量研 究 和定性 研究 )来 分 

类 ，定性 研究 (经 验型 、描述 型 、概念 型 、文 献 型 、政 策 

建议 型 )在家 族企 业继 承研究 领 域 占绝 对 比重 ，定 量 

研究 (实证 型 )虽 然 还 未 成 为 主流 ，但 近期 有 增 加 的 

趋势 。 由于家 族企 业研 究领 域 对家 族 企 业 的定 义 还 

未有 一 个 统 一 的概 念 ，对 继 承 领域 的研 究 还 局 限 在 

一 个较小 的范 围，很多方面还有待深入 ，因而定性研 

究多 于定 量 研 究 情 有 可 原 。而 且 ，由 于定 性 研 究 方 

法是 在理论 和 文献 匮乏 的领 域 里进 行 理论 构 筑工 作 

的有效 手 段 ，也 为 后 续 研 究 提 供 了方 向 。但 由于 缺 

乏 严 密 的论 证 和充 分 的研 究 设 计 。也 不 能建 立 变 量 

之间 的统计 关系 ，定 性研究 的结论 往 往 难 以推 广 ，还 

需要 定 量研 究 的配合 。 

(二 )研 究特 色 

该 领域研 究 的特 色 是 ：图示 模 型 方法 与 案 例 研 

究 的广泛 采用 。图 示模 型方 面 ，Bechhard和 Dyer用 

双系 统模 式来 分 析 家 族 企业 的继 承 过 程 ，Gersick等 

人构 建 了 三 极 发 展 模 式 来 分 析 继 承 过 程 ，Churchill 

和 Hatten通 过生命 周 期法描 述 了继 承过 程父 子 两 代 

的关 系调 整 。这些 模型 对 于理解 继 承 过程 提供 了很 

好 的思路 ，并 为以后 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有 待实 

证 验证 的假 设 。 

大部分 研究 家族 企业 继 承 的文 献都 用 到 了案 例 

研 究方 法 。 Lambrecht为 家 族 企 业 继 承 研 究 采 用 案 

例 研究 方法 进行 了辩 护 ，他指 出 ：案 例研 究 在多 种 来 

源证据 的帮助下 ，有 助于 回答 “怎样 ”和 “为 什 么 ”之 

类 问题 ，案 例 研 究 对那 些 现 存 理 论 或论 题 不 充 分 的 

主体研究是合适 的 。比如 Gersick用 了四个典型 

的、真实 的家族企业案 例结合三极发展模式分析继 

承过 程 ，从而 让理论 框架 更 加清 晰 ，并 让 理论 的外部 

效度 大 大提 高 ，为家 族 企 业 继 承 的 实践 提 供 了可4-g 

的借鉴。 

(三 )发展 趋 势 

在众 多学 者 的 倡 导 和努 力 下 ，实 证 性 的定 量 研 

究越 来 越 常 见 。学 者 们 采 用 了相 关 分 析 、ANOVA、 

MANOVA、因素分 析 、一 元 回 归 分 析 、多 元 回归 分 析 

和结 构方程 模 型等数 据分 析 方法 ，其 中 ，因素 分析 和 

各 种 多元 回归 方法 最为 常 见 。 比如 ，Chua、Christman 

和 Sharma对 272家 加 拿 大 家 族 企 业 的首 席 执 行 官 

进行了调查 ，通过因素分析建构了 6个变量 ，结果表 

http://www.cqvip.com


50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 l3卷第3期 

明继 承 问题 是他 们 关 心 的 头号 问题 ，通 过 多元 回归 

验证 了其 他 假设 。这说 明 ，该 领 域 的研 究 增 添 了更 

多 的科学成 分 。正如 Morris所指 出 的 ：“当前 依靠 逸 

事证 据 、案 例研究 和小规 模 的描 述性 研 究 ，现 在被 采 

用 大样本对 关键 变量之 间 的关 系实证 检 验 的定 量 研 

究所 替代 ，是非 常重 要 的。”【15]但 大 部 分研 究 采 用 的 

是 方便 样本 而不 是 随 机样 本 ，使 研 究 结论 的推 广 受 

到一定 的影 响 ，因此 ，研 究方 法还有 待进 一步规 范 。 

六 、思 考与展 望 

(一 )中国问题 之 思考 

改革开放 以来 ，以家 族 企业 为 主 要 组 织形 式 的 

中国私营企 业经 过 20多年 的不 断探 索 和艰 辛 发 展 ， 

以其 强大 的生命 力成 长为 中 国现 阶段经 济 发展 和 运 

行 中的一 支 重要 力 量 。 目前 ，正 是 这 些 企 业 经 历 或 

即将 面临 “改 朝换 代 ”的关 键 时期 。 自古 以来 ，中 国 

就有 “富不过 三代 ”的说 法 ，反 映到 以往 中国家 族 企 

业发 展史上 ，就演 变成 较为普 遍 的“三代 消亡 ”规律 ： 

创业 、守业 和衰败 。现 阶段 ，中 国家族 企 业 的继 承 实 

践也 遇到 特 有 的挑 战 ：(1)中 国现 有 的计 划 生 育 制 

度 ，使 得家族 企业 的继 承和优 选 成 为难 点 ，甚 至 不 可 

能 (如果未 来 生 育 制 度 没有 改 变 的话 )；(2)中 国 教 

育 制度 的缺 陷 不利 于 继 承人 的培 养 与发 展 ，影 响 到 

继承人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升；(3)中国传统文 

化对 家 族 企业 的继 承 产 生一 定 影 响 ，比如遗 产 均 分 

制度对 企业 所有权 的稀 释甚 至分 割 使得 企 业难 以顺 

利延续 ；(4)一 些家族 企业 自身 产权关 系 的模糊 也 为 

以后 的继承 留下 了许 多 隐 患 等 。如 何 成功 实 现 “更 

朝换代 ”、保 持企 业 的 延续 ，是许 多企 业 亟 待 解 决 的 

难 题 。 因此 ，结 合 中国 国情 借 鉴 和 吸 收 国外 的 最 新 

研究 成果 ，并 在 此 基 础 上 进行 整 合 、创 新 和应 用 ，具 

有 一定 的现 实和理 论意 义 。 

(二 )未来研 究展 望 

可 以看 出 ，国外 家 族 企 业 继 承 研 究 已经 取 得 了 

较 多成 果 ，无 论 在数 量 上 还 是质 量 上 越 来越 有 所 提 

高 ，在 继承 过程 、影 响继 承 的因 素 、继 承 人 、继 承计 划 

和研 究 方 法等 方 面 均有 所 突破 ，为 后 续研 究 奠 定 扎 

实 的基础 。但是 ，也 存 在 很 多 问题 ：(1)大部 分 文 献 

是描述性和建议性 的，实证研究太少 ；(2)研究成果 

较 为零 散 ，缺乏一 个 完 整 的理 论 体 系 ；(3)研 究 方 法 

还不够 规范 ，影 响 了研 究效 度 ；(4)由于 目前 对 家 族 

企业 定 义分 歧 较 多 ，也 一 定程 度 地 影 响 到对 继 承 问 

题 的研 究 ，从 而 留下 许多 空 白。以后 的研 究 方 向有 ： 

(1)实证 研 究 ，尤 其 是 现 有 理论 的 检验 ；(2)理论 整 

合 ，对 现 有 理 论 进 行 整 合 ，形 成 一 个 系统 的理 论 框 

架 ；(3)比较研 究 ，比如 ：家 族企业 继 承与非 家族 企 业 

延 续 的 比较 研 究 、长 子 继 承 与非 长 子 继 承 的 比较 研 

究 等 ；(4)纵 向研 究 ，对 家 族 企 业 的 长 期 跟 踪 研 究 ； 

(5)中 国问题 的研究 ，既包 括 国外 研究 者对 中 国 问题 

的关 注 ，也包 括 国内研究 的深 化 和 提升 。此 外 ，还需 

要规 范研 究方 法 ，比如采用 随机样 本 、正确 应 用 统计 

分析 工具 等来 提高研 究效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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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mple Review of Research on Family Business Succession 

WANG Guo—bao，BAO Gong—min 

(School ofManagement，Zhef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Abstract：Research on family business succession continues to grow and has come far．The key issues include 

succession process，antecedent factors of successful succession，successor，succession plan，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paper tries to card the literature and make simple comment on it． 

Key words：family business succession；succession process；successor；research method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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