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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中国新财富 500 富人榜，财富总额高达 31065 亿元，相当于 2011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 6.6%。但 500 富人榜上的一半人士年龄在 50 岁以上，财富传承成为难以回避的命题。在昨天播出的《新

财富夜谈》节目中，叶檀携手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范博宏、宁波家业长青接班人学院执行院长程良越，以及接

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秘书长陈雪频，就此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不要看到电视剧的争产桥段层出不穷，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家族企业的继承人，会为争权夺利而头破血流。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富二代希望当“创二代”，宁愿自由生活也不肯继承家业！我们先来看一个极端的案例。

2009 年，苏州一家家族企业的第三代传人，为拒绝接班，“特立独行”，砍掉了自己的四指以向家族抗议。

这名“富三代”一直以来钟爱漫画，对家族的传统制造业根本不感兴趣。而他的爷爷为了保证家业的传承，

曾一再劝说其放弃漫画爱好，回家族企业接班，最终激怒了这名 23 岁的“富三代”。这虽是极端的案例，

但是上海交通大学品牌战略研究所所长余明阳教授带领的团队做的最新一次调研结果表明，这些具有反判精

神的“富后代”并不是少数。 

  他说，他们做了 182 个样本，全部是中国最好的民营企业家。其中核心样本是 54 个，这 54 个样本全部

是中国同行业当中排在前三位的企业。那么调查结果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数据，就是有 82%的第二代企业家，

不愿意接班或者是非主动接班，就是说没办法去接班。这就引起人们很多的思考。民营企业占中国 GDP 的

60%，占新增就业的 70%，如果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影响，对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此，宁波家业长青接班人学院的执行院长程良越表示，他们所接触的 4000 多位学员中，没有学员不

愿意接班的。只是这些“富二代”普遍认为，父辈在企业里太霸道，自己没有发挥的空间。他们其实愿意创

业，愿意接钱，但是就是不愿意去接原来的企业。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秘书长陈雪频则认为，其实那些

“富二代”也意识到自己迟早要接手父辈的企业。只是成长路径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陈雪频：他们一般有几个路径：第一是父亲给他一笔钱出去创业，创出个名堂出来证明自己之后，再名

正言顺地去接父亲的家业；第二个，外面做投资，通过投资的方式把家族的企业带到一个新的台阶，再名正

言顺地去接班。  

  范博宏认为，有一些有价值的资产，即使是自己的子女也没有办法顺利交接下去。这些资产通常都不是

机器设备、厂房这种有形资产，而是一些特别的无形资产。比方说这个创业者还有他家族的理念、价值观、

关系。这些关系包括家族成员在父亲去世以后，还能不能和谐。还有家族跟员工、跟经理人的关系、跟政府

的关系、跟银行的关系等。 

  范博宏：如果今天李嘉诚说，范先生我 100 亿把我的长江集团卖给你，我可能只愿意出 20 亿。因为我

买不到李嘉诚的无形资产。所以不管你是什么家族什么企业，你只要交班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无形资

产难以交接。 



  根据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70%的家族企业没有能够传到下一代，80%的不能够传到第三代，

只有 3%的家族企业的第四代还在经营。看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据研究，250 个华人家族，都是控制至少一个上市企业的大家族。他们分布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跟新

加坡总共 250 个，所以这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个科学的发现。在交班的过程中 5 年以内，他们家族企业的滑

坡幅度是 60%。也就是所有者或者是公司的投资人，每 100 块钱在交班完以后剩下 40 块钱。 

  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国民企的接班进入到了高峰期。但是真正能够成功接班的富二代，可以说是凤

毛麟角。根据测算，中国家族企业生存的期限平均是 24 年，其中有 70%的企业在创始人去世或者是退休之后，

会被卖掉或者是被清算。方太集团的董事长茅理翔甚至认为，家族企业的接班问题比金融危机更可怕。  

  叶檀：在中国你说一个创业家的梦想，变成一个企业的梦想，这个企业的梦想由这个职业经理人，通过

现代企业制度去传承。这条路你们真的认为通吗？ 

  程良越：我认为是这条路暂时是走不通的，因为首先我们一代企业家还不具备这种掌控职业经理人的能

力，更不具备有这种胸襟。职业化是一个趋势，但是中国这个路会很长。  

  目前，职业经理人的诚信缺失在中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打工皇帝”唐骏还未

从“学历造假门”中恢复过来，国美又掀“夺权门”。2010 年 5 月，国美电器大股东黄光裕因涉单位行贿、

内幕交易、非法经营 3罪锒铛入狱，在这种形势下，CEO 陈晓展开“去黄化”斗争，致使身处“内战期”的

国美被老对手苏宁超出了一大截。而在其他领域，职业经理人架空老板，高管集体叛逃，企业资产流失问题

也较为严重。一个个案例，让家族企业对外来职业经理人确实难以放下戒心。  

  陈雪频：推广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大势所趋也是别无选择。很多的一代企业家，确实没有做好起用职业经

理人的准备。但是再过 10 年他会发现他没得选，他不得不这么做。而且那个时候我相信，中国的职业经理

人会慢慢地成熟起来，会慢慢地承担起别人对他的信任。  

  范博宏：事实上科学的数字是，美国有 80%的 CEO 都是在公司里面从内部提升上去的。他们有一个很好

的制度，去考察他们在这个从下到上的过程中间的表现。在中国，从外面请来的 CEO，如果有请非家族 CEO，

有 60%都是直接从市场里面挖过来，空降的。中国现在职业经理人市场还是极不健全的。 

  叶檀：在整个的资产或者是企业传承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传承企业，但是你如果是实体企业传承不了，

你也可以传承财富。当你的财富传承不了，有一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什

么呢？家族的精神。你只要有这个精神在，所有的一切都不用害怕，因为我们创业的精神始终是存在的。好，

放开自己的心胸，家族企业的传承就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 (文字整理 刘彦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