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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冠年为香港中文大

学经济及金融研究所

研究员

范博宏 周冠年/文 头顶“台湾第一豪门”名号的鹿港辜家，历经日本殖民时

期、国民党执政及政党轮替而不倒，其百年兴旺离不开政商关系的庇护，在历次经济

改革中都因掌有信息优势而获得先机发展壮大。不过，辜家传承至第四代时，政商关

系的双刃剑效应显现，“辜振甫 -辜濂松”的叔侄配虽为家族传承史上一段佳话，但脆

弱的传承路径加上过于依赖政商关系，最终导致辜家传承受阻，两度分家。其中经验

教训，犹可为传承刚起步的中国内地富人家族所借鉴。

台湾辜家的百年政商之路

辜濂松 政商关系 叔侄传承台湾第一豪门辜振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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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31日，台湾地区拥有百年历史的

鹿港辜家第四代接班人、前中国信托金融控股公司

（2891.TW）副董事长辜仲谅所涉的“红火内线交易

案”二审判决出炉。台北高等法院依违反“证交法”等

罪，判处辜仲谅有期徒刑9年8个月，并处以巨额罚

金1.5亿元新台币，一时之间坊间一片愕然。

被辜濂松寄予厚望的长子辜仲谅多年来官司缠

身，甚至委身境外，令辜家交接班计划一再搁置。为

重回商界舞台，辜仲谅近年来积极投身公益，2012
年5月在台湾大学成立“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儿少

暨家庭研究中心”，本人亲任咨询委员，本欲借慈善

基金会董事长之名低调走向前台，从而接手辜家传

承重任，没想到因官司二审被重判，为其继承家族企

业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台湾地区新旧“五大家族”

家族集团企业作为台湾地区民营经济的骨干与

核心 ,在区域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台湾地区历来

都有“五大家族”的说法。传统的“五大家族”由北至南

分别为基隆颜家、板桥林家、雾峰林家、鹿港辜家和

高雄陈家。另外，随着2002年以来台湾地区进行金融

改革，金融控股公司蔚然成风，许多大家族和财团也

经营金融业，以金融为杠杆使得家族财富成倍升值，

从而产生了另类的“金控家族”。从《福布斯》2013台
湾50富豪榜可以统计得出，台湾地区前50大富豪中，

近两成富豪的财富来源为金融业，而各老牌家族更无

一不染指金融行业；其中较著名者为中信辜家与开发

辜家（均出自鹿港辜家）、新光吴家与台新吴家、国泰

蔡家与富邦蔡家等六家，简称为“吴吴辜辜蔡蔡”。所

以近年来也有人概括出台湾“新五大家族”，即台塑王

家、远东徐家、国泰与富邦蔡家、和信与中信辜家、新

光与台新吴家。其中传统的五大家族独鹿港辜家犹引

领风骚。而板桥林家、雾峰林家、高雄陈家尽管不在

前五大榜上，但在金融产业方面仍保持着相当的影响

力，仅仅是规模不及“吴辜蔡”三家而已。

由此可见，百年以来，台湾地区历经殖民统治时

期、国民党执政时期和民进党时期，各大家族财阀历

经沧桑，几度沉浮；但无论“五大家族”、“五大财阀”还

是“新五大家族”的名头如何变迁，来自鹿港的辜家始

终名列其中，长盛不衰，因而被称为“台湾第一豪门”。    

鹿港小镇走出的“第一豪门”

罗大佑作曲填词自唱的“鹿港小镇”是指台湾地

区中部面对台湾海峡的渔港，也是数百年前福建移

民渡海峡赴台的重要港口。鹿港辜家在台湾地区历

史悠久，自十三世祖辜仁荪于清朝康熙初年从福建

泉州迁台以来，世居台湾鹿港，与声名显赫的连战家

族不分轩轾。用“时势造英雄”来形容鹿港辜家的崛

起一点都不为过。辜家的发迹始于辜振甫的父亲辜

显荣。1866年出生的辜显荣21岁就开始经商，往

来台湾与沿海各大港口间，26岁与陈笑结婚。1895
年，清政府在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被迫

将台湾、澎湖列岛等割让予日本，日本军队在基隆港

登岛，开始了对台湾约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而当

时小有名声的辜显荣则被台北大稻埕富商推举为代

表，带领日本军队和平进入台北城，并协助维护台北

城的秩序。这一举动在历史上颇具争议，辜显荣也曾

被冠以“汉奸”的骂名。由于辜显荣对日本殖民统治

的各项措施极力配合，且其为人处事深受日本人的

赏识，因而顺利取得种种特权事业，在日本人的准许

之下成立了大和商社，获得了盐、糖、鸦片、樟脑等

大量商品在台湾的特许经营权与专卖权；不仅如此，

辜显荣还积极从事土地开垦、金融业等各项投资，使

得辜家的事业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达到巅峰，累积

了庞大的财富，一举成为当时台湾的第一富商。

二战之后，台湾结束了日本殖民统治，鹿港辜家

并未受到“亲日”牵连，反而将家族产业平稳传承至

第二代辜振甫、第三代辜濂松叔侄，在叔侄二人的整

合重组下，辜家事业版图进一步发扬光大。1954年

4月，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辜振甫主持公营

企业—台湾水泥公司的民营化改制，开辟了辜家

产业的新天地。上世纪60年代，台湾当局大力奖励

投资以加速经济发展，辜振甫把握时机，又引领辜家

从产业界迈向金融界：1966年4月，辜振甫在台湾

当局的支持下，在一批台湾上市公司的基础上组建

了“中华证券投资公司”，1970年将其改组成“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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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投资公司”。此后，辜家产业的扩张便以“中国

信托”为核心，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家族企业集

团。1991年，辜振甫借“谦冲致和，开诚立信”八字

对联，将“中国信托”更名为“和信企业团”，彰显其一

代儒商本色，和信企业团旗下产业涉及金融、保险、

证券投资、租赁、房地产、建筑开发、酒店、水泥、橡

胶、百货、航运、进出口、电子、通讯等众多领域，其

资产规模一度超过350亿美元，在台湾家族企业中

成为翘楚。

正所谓“将门无犬子”，鹿港辜家百年以来开枝

散叶，除了开山鼻祖辜显荣、二代嫡系接班人辜振甫

以及第三代接班人辜濂松之外，还培养出了许多名

人，并活跃在政界、商界与学界：辜显荣第六子辜伟

甫也是社会名流，其财力和政商关系不在五哥辜振

甫之下，只是在作为接班人的辜振甫事业出现转机

时甘愿退居幕后，从此热心于文化事业，曾创办荣星

合唱团、荣星花园等；辜显荣小儿子辜宽敏则常年活

跃在政坛，还曾于2008年参与民进党主席竞选，败

于蔡英文；辜宽敏长子辜朝明则是一名资深金融学

者，拥有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曾任美

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国际外汇专家，现任野村证

券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图1）。

借助政商关系“杠杆”，辜家发扬光大

贵为“台湾头号红顶商人”的鹿港辜家，其百年

兴旺理所当然离不开政商关系的庇护；这一优势也

使其他家族难以望其项背。政商关系一直是辜家的

传家宝，在辜氏家族集团的兴起、发达与传承中均扮

演着重要角色。被誉为“政商最后贵族”的辜氏家族

一代巨擘辜振甫生前接受记者访问，在回答辜家几

经政权更替，都能屹立不倒的问题时，他说：“没有政

治关系，你也保不住”，但是，“政治，是用来保护的，

不要想用政治去赚钱，若因此而掉进去就麻烦了”。

由此可见鹿港辜家对于政商关系这一家族核心竞争

力的深刻认识。

辜家有多名家族成员曾在台湾历届政权中担任

要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早在清政府时期，辜显

荣就因平乱有功获赏五品军功；在日本殖民统治时

期就任台北保良局局长；此后，辜显荣又历任台中

厅参事、总督府评议员等显赫要职，并多次获双光旭

日章、四等授瑞宝章等殊荣。其子辜振甫更是“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在国民党当政时期深受蒋氏父子器

重，1956年被指派参加日内瓦国际劳工会议，从此

开始了经济外交，并得到蒋介石的器重，担任过其日

语翻译。辜振甫商旅仕途均很顺利，在成为工商界巨

头后，1982年被提名为国民党中常委，进入国民党

的权力核心；1989年当选“海基会”首任董事长，其后

成功5连任，并在1993年实现了两岸中断往来40多
年后的首度正式接触，即“汪辜会谈”，在两岸和平统

一的青史上留下浓重一笔。辜振甫的侄子辜濂松此

后全盘接手了辜振甫在工商界的巨头地位，他在国

际工商界享有盛名，曾任工商协进会常务理事、亚洲

商工总会荣誉会长兼咨询委员会主席、艾森豪威尔

奖金台湾协会董事兼秘书长、台北租赁商业公会理

事长、亚洲金融投资公司董事等职，在政界曾任“中

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和资政等要职，显赫一时。

不仅如此，辜家与台湾的历届当权者，包括日伪

时期的日本殖民统治者、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的蒋

介石夫妇、李登辉夫妇、连战以及陈水扁等人，关系都

非常密切。辜振甫的妻子严倬云是望族绅士林熊祥的

外甥女、严复的孙女，其妹妹嫁给了当时中央社台北

图1 ：鹿港辜家族谱图（仅列出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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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社主任叶明勋，其兄又娶林熊祥之女为妻，与姑母

嫁给林家的连战是亲戚。严倬云在婚后也相当活跃，

得到宋美龄赏识，一直和蒋孝文之妻徐乃锦轮流担任

台湾基督教女青年会理事长，1992年任“妇联会”总

干事。她与李登辉之妻曾文惠相交甚厚。辜濂松之子

辜仲谅早在读中学时就认李登辉为干爹，那时李的独

子去世，悲痛之余辜家成为李家的精神支柱，辜濂松

的妻子林瑞慧更成为李登辉之妻的密友。另外，辜仲

谅也与陈水扁夫妇有着密切来往，并因此深陷陈水扁

洗钱案，足见其与陈水扁夫妇关系之深、交往之密。

政商关系对于辜家最大的帮助在于，辜家可以

通过政商关系把握政府政治经济动向，获取信息优

势，在历次经济改革中掌握先机，从而保证家族企业

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生态中获得最大优势从而发

展壮大。这也从辜家发展壮大的轨迹可见一斑。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898年，日本殖民统治者

改变统治策略为“以台制台”的怀柔策略，对台湾民

众的抵抗采取软硬兼施的招降措施，辜显荣因其特

有的政商地位和处事手腕长袖善舞，居间协调，开始

真正飞黄腾达。日本占领台湾地区以前，当地食盐原

采用官卖制度。日据初期，日本统治者为了收揽人

心，废除官盐制度，采取民制、民运、民销的怀柔政

策，任由民间自由买卖，造成盐价波动。辜显荣利用

自己的独特地位献计献策，从中获得盐田的特许经

营权，并于1900年被任命为全台官卖盐商组合长，

获得全台湾盐田的半壁江山。随后，辜显荣又逐渐获

得诸如糖、鸦片、樟脑等大量商品在台湾的特许经营

权与专卖权，奠定辜家基业，成为台湾首富。

国民党政权土改时期。国民党退据台湾地区之

际，发迹于日据时期的辜家不仅没有衰败，反而在家

族事业上更加辉煌，这要归功于第二代传人辜振甫在

政界的长袖善舞。1949年开始，台湾进行土地改革，

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将农林、工矿、纸业与水泥四

家公营企业转至民营，将征收土地的地价折合成这四

家公司的股票，发给地主作为补偿。当时，辜家是台湾

第三大地主，拥有大约1万多公顷土地。辜振甫凭借

政商关系获得改革信息优势，审时度势，积极配合，将

自家大量田产上缴，换得了四家公营企业的股票，这

些股票对他日后在工商界重新崛起可谓功不可没。后

来，辜振甫在亲戚叶明勋的大力推荐下，出任“经济部

顾问”，并任台湾水泥公司股东大会秘书处处长，负责

筹划有关转移民营事宜。1954年，辜振甫正式入主

台泥公司，这个水泥产量占全台超1/3的公司成为日

后“和信企业团”的支柱产业，使得鹿港辜家在新时代

成功由大地主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家族企业财团。

金融改革时期。如果说辜氏家族从进入台泥公

司起重新崛起，那么布局金融业可谓辜家事业的巅

峰。1962年2月，台湾当局成立证券交易所，备受蒋

氏父子信任的辜振甫被邀出任董事长，辜氏家族借

机进入高利润的金融及准金融行业。1966年，辜振

甫与人合资设立中华证券投资公司。5年后，台湾当

局开放信托业，辜振甫遂将中华证券投资公司改组

为中国信托公司，成为台湾第一家信托公司。此后，

辜家事业的发展便以中国信托公司为核心，逐步发

展为中信关系企业集团，后改为和信集团。2002年，

台湾地区实施金融改革，辜家再次占得先机，成立金

融控股公司，经营范围涵盖股票、债券、保险、信托

和彩票等多个领域，利用金融杠杆成倍扩张家族财

富，使和信企业团的核心业务逐渐由台泥等实业过

渡到中信等金控行业，也为鹿港辜家主脉由辜振甫

一支转移到辜濂松一支埋下了伏笔。

独特的政商关系让辜家屡占先机，在每一次的

政治经济生态变化中辜家总能顺时应势，做大做强。

不过，在经历了政党轮替、国民党重掌政权之后，有

着政治洁癖的马英九大门不再为财团而开，政商关

系进入“冰河期”，至此，依靠政商关系发展的贵族财

团时代正式结束，百年辜家的传承也遭遇难题，辜家

为其过于依赖政商关系的模式付出了沉重代价。

传承之路路障重重，辜家两次分家

“叔侄传承”路径不稳

如同其他大家族一样，辜显荣也是妻妾成群，子

孙满堂。他共有8子4女，由于前三个儿子均为领养

或过继，因此，辜濂松的父亲、排行老四的辜岳甫才

是辜显荣真正意义上的嫡亲长子，辜濂松则为实际

上的长子长孙，地位本不容置疑；但其父亲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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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失去依靠，母亲又因被人诬陷而身陷囹圄 ,年幼

的辜濂松从小受到家族其他成员的歧视，全靠五叔

辜振甫的细心呵护与精心培养，才顺利成长并成为

辜振甫的得力助手，家族地位扶摇直上，由此辜家形

成了辜濂松作为长孙与其五叔辜振甫同时登上家族

传承舞台的局面。这一特殊的家族情况形成“叔侄搭

档”的现象，辜振甫顾全家族大义，并未选择自己的

儿子继承家业，而是设计了“辜振甫—辜濂松—

辜启允（辜振甫长子）—辜仲谅（辜濂松长子）”的

“叔侄传承”方案，以保证家族大业掌握在成熟得力

的家族成员手中。“叔传侄”本非稳定的传承路径，而

辜启允的个人财务问题与身体情况恶化也使得“叔

侄传承”的神话彻底灰飞烟灭。

2000年底，辜启允被正式确诊患有肝癌，于是

家族事业的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久

后，辜启允个人投资8%的和信流通家又爆出“跳票

事件”，个人财务问题浮出水面。当时有人估计涉及

金额达新台币三四百亿之多。为保住上市公司不受

影响，辜振甫决定将他所统领的和信集团内金融事

业体系，全部交给侄子辜濂松接手经营。同年底，他

与辜启允两父子一同辞去“中国人寿”董事长与总经

理职务，由辜濂松三子辜仲立接任董事长，和信集团

分家初现端倪；数十天后，辜启允病逝，辜振甫与辜

濂松共同协商，为了确保几家上市公司不受牵连，双

方达成以债换股、股权转换、彻底切开上市公司的协

议，和信企业团分家已经在所难免：辜振甫幼子辜成

允仓促接手台泥等事业，而长子早逝也让辜振甫的

健康每况愈下。

2003年，资产规模曾达350亿美元、由辜振甫

一手创建并掌管的“和信企业团”在经过两年多的整

合之后正式分家，分为“中信集团”与“和信集团”（图

2）：中信集团由辜濂松一脉主导，以金融事业为主营

业务，旗下公司包括中国信托金控、中国信托人寿保

险、中租迪和、国乔石化、台湾慧智、纬来电视网、台

湾全禄、联广、捷和建设等；和信集团由辜振甫一脉

主导，以生产事业为主营业务，旗下公司包括台湾水

泥、中国合成橡胶、福聚、和信电讯、和平电厂、中信

大饭店等（注：2006年，和信集团出售福聚股权，退出

辜振甫顾全家族大义，并未选择自己的儿

子继承家业，而是设计了“叔侄传承”方案，

以保证家族大业掌握在成熟得力的家族成

员手中。但这段传承佳话终以分家为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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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聚之经营；2010年，和信集团退出电讯业，旗下和信电讯被并入远传电

信）。由此，鹿港辜家完成了第一次分家，由辜振甫主导的和信企业团走

入历史，而辜濂松一脉掌控的金控集团掌握的资产总额超过其五叔辜振

甫一脉所掌的和信集团五倍之巨，事实上成为了鹿港辜家的真正代言人

与传承者。

钦定接班人官司缠身

中信辜家掌门人辜濂松共有三子，分别为辜仲谅、辜仲莹和辜仲立。

三个儿子个性大不相同，辜仲谅最海派、人际经营能力最佳；辜仲莹则被

认为最聪明、最具开创性，有“猎豹”之称，但是个性直接；辜仲立最低调、

最持稳，经营上非常尊重职业经理人的意见。辜仲谅作为长子，外形高大

俊朗，拥有海外名校学位，从小就受到父亲辜濂松的百般呵护与极力栽

培，在和信企业团未分家之时即被辜振甫指定为“隔代接班人”，可谓众

望所归，是中信集团接班人的不二人选。

然而事与愿违，中信辜家的交接班计划再次被打破。最善经营人际

关系的长子辜仲谅因继承家族事业的需要从而全盘继承了父亲的政商关

系，没想到作为政治“菜鸟”的他一着不慎，不仅深陷陈水扁海外洗钱案件，

2006年更是因中信金控并购兆丰金控股权而身陷“红火案”，于2013年6
月二审裁决中被判9年8个月重刑，接班遥遥无期；老二辜仲莹并不甘居

大哥身后，希望独立开创事业，在要求分家被拒后，个性直接的他果如“猎

豹”之称，以小吃大入主“开发金控公司”，誓与其兄火拼，甚至传出两兄弟

为了抢夺金控公司，争相巴结陈水扁一家的消息。辜濂松为营救陷入开发

金争夺战的辜仲莹被迫动用家族资金，导致两兄弟反目，互不来往。无独

有偶，老二辜仲莹也一度身陷开发金控并购金鼎证券案，分身乏术。两兄

弟同时官司缠身，老三常年旅居海外，中信辜家传承迟迟未能推进，身患重

病的老父辜濂松不得不搬出表弟颜文隆做“顾命大臣”，代理中信金董事

长，意图维持辜家经营权。2012年12月6日，辜濂松在美国纽约病逝，中

信辜家正式分家，由三个儿子分别接管，辜仲谅仍然作为接班人入主中信

集团的主力旗舰“中信金控”等系列企业，二子辜仲莹则成为当初在父亲帮

助下以小吃大拿下的“开发金控”等产业的新主人，幼子辜仲立则成功接手

以海外事业和不动产为主的“中租系”企业（图3）。自此，中信辜家一分为

三，辜濂松一手缔造的“中信王朝”也走入了历史。

在中信辜家遭遇危机的同时，辜振甫一脉经营的、以实业为主的“和

信集团”却稳扎稳打，幼子辜成允痛定思痛，成功化解债务危机，旗下主

力台泥公司（1101.TW）在2003年开启组织变革后再度恢复元气，重振雄

风，目前更是大举进军内地市场，形势看涨（图 4）。辜成允本人在2013
年以14.4亿美元的身家跻身福布斯富豪榜且位列中信辜家之前，正可谓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让人唏嘘不已。 

图2 ：“和信企业团”分家，“中信集团”登上历史舞台

1101.TW

4725.TW

2104.TW

Continental Carbon Company

1136.HK

2891.TW

5871.TW

图3 ：中信辜家一分为三，“中信王朝”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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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8

2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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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障重重，分家成必然

鹿港辜家百年来两度分家，其背后的深层次原

因值得分析。在笔者去年出版的《关键世代》书中介

绍的“特殊资产—路障”分析框架下，我们可以尝

试作出分析。

特殊资产势弱。毫无疑问，不同时期紧密的政

商关系推动了鹿港辜家的日益壮大，是辜家所独有

的特殊资产；但这一特殊资产在台湾政治生态历经

日本殖民统治、国民党威权统治直至政党交替执政

之后已日趋势弱，甚至成为“双刃剑”，使得辜家接班

人身陷囹圄，家族传承陷入困境。失去政商关系这一

特殊资产庇护的辜家难免陷入分家的窘境。

传承路障重重。首先，辜家特殊的家族情况导致

了虽为佳话却脆弱的“叔侄传承”路径，传承人选一旦

出现意外事件，这一路径就会被轻易破坏，家族传承

布局陷入困境。其次，辜家在实业与金融两大版图的

发展产生显著差异，甚至在实业板块爆发财务危机

时，为顾全大局，隔离风险，辜家不得已将版图进行切

割，无奈分家。最后，家族钦定接班人兄弟不和且身陷

官司，分身乏术，家族产业的稳定传承也化为泡影。

因此，在家族特殊资产势弱，传承路障重重的背

景之下，鹿港辜家的两次分家成为了必然。

百年传承的启示

鹿港辜家走过的百年就是一部完整的家族传

承的编年史，也是众多豪门世家发迹与腾飞的缩影：

服膺不同时期的当政者，力求家族自保；在紧握政

商关系这一核心竞争力后，凭借信息优势与敏锐的

嗅觉在历次改革中分得一杯羹，从而“拜将封侯”，实

现飞黄腾达。但政商关系犹如“双刃剑”，虽一度引

领辜家独领风骚，成就辉煌，造就了“台湾头号红顶

商人”和“台湾第一豪门”的殊荣，现如今却在崭新的

政治生态下逐渐势弱，路障重重，甚至让接班人身陷

囹圄，家族传承陷入困境。但不可否认的是，鹿港辜

家能走到今天，家业长盛不衰，自有其道理：家族四

代开枝散叶，多子多孙，同时重视家族成员的精英教

育，不仅降低了家业传承的风险，同时提高了家族传

承的质量，多位家族精英成员活跃在政坛、商界与学

界等不同领域，最大限度提高了家族影响力，这种不

同领域的协同效应对于家族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另外，家族成员互相护持，深明大义，将家族整体利

益置于个体成员的利益之上，也是家族不凋零、家业

长青的重要原因—辜振甫与辜濂松的“叔侄配”至

今仍是家族传承史上的一段佳话。今后的辜家在台

湾未来的政经生态与家族氛围下将何去何从 ？辜振

甫 -辜成允一支经营实业、走入内地与国际市场，而

辜濂松一系衷情本地金融业、续走政商路线。前者

获初步成功，后者仍深陷泥潭。看来失去政商资源后

的辜家，走向市场是一条好路。

笔者过去一项对近20年来香港、台湾和新加坡

200宗家族企业传承案例的研究显示，家族企业在

继承过程中都面临巨大的财富损失，在继承年度及

此前5年及此后3年的累计股票超额收益率平均高

达 -60%，即财富蒸发六成（详见《新财富》2009年12
月号本专栏），由此可见家族企业生存、传承之艰巨，

家族企业的继承人更是任重而道远。台湾辜家已经

延续到第四代的传承，期间有曲折有教训，也有值得

借鉴的地方，而内地的商业家族刚进入第二代的大

规模接班进程中，如何规划家族与企业的长远延续

与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对于本文内容您有任何评论或补充，请发邮件至xincaifu@xcf.cn。

图4 ：中信金与台泥扣除大市变动的月累计异常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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