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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家族办公室——家族（企业）保护、管理与传承》是由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联席会
议主席、中国家族经营研究中心副主任谢玲丽律师以及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执行委员会主席、中
国家族经营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广东省律协公司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钧律师牵头整合专业的律
师团队、税务师团队及财富管理团队共同编著的。
本书主要面向本书面向中国家族（企业）面临的财富和家业的保护、管理和传承的迫切需求，是国内
的第一本家族办公室的著作。

中国古话“富不过三代”，今天的中国，不论是家族（企业）本身，还是理论界，都在思考与探索如
何打破这一魔咒。
本书从专业人士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创新：
首先，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概念的引入。
每一个新兴概念的引入与植根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在“家族办公室”之前，中国市场陆续出现了类
似“家族财富室”“家族理财室”等机构。
尽管名称不同，但理念基本一致，为当代中国高净值人群与家族提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专业服务
。
但是，到底什么是家族办公室，家族办公室的核心理念与基本原则到底是什么？
其实一直没有人去深度探讨。
市场上曾经高嚣的“家族理财室”“家族财富室”逐渐销声匿迹离开了公众的视眼。
《中国家族办公室》一书的出版，最起码在理论上为“家族办公室”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理论研究的
基础，尽管其中的四大基石的观点（即家族治理、家族企业治理、家族信托与传承规划）仍值得商榷
，但借助理论研究的功力，中国的家族办公室才能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家族（企业）管家”。

其次，家族办公室提倡的“正式治理”将直接或间接冲击现有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
制。
家族治理的概念可以追溯到“齐家“，古代的中国家族崇尚家规、家训，其实这就是”治理“。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治家“层面并没有厘清”治家结构“和”治家机制“的区别。
国外家族实践创设了家族委员会、家族理事会、家族宪法，这些国外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家族（企业）
治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国人的特点是喜欢“大而全”，大多喜欢比较抽象的事务，常常忽略了真正落地的具体制度。
我们看到一些国外家族的家族宪法，有些是告诫后辈们不许离婚，有些规定家族成员具体持股方式与
比例，还有些则是家族企业雇佣家族成员的具体规定，这些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制度。
但是，这些东西怎么来？
是靠某一个人的独裁，还是所有家族成员坐在一起好好讨论，得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方案？
中国与西方往往有区别。
中国人崇尚“家长”机制，大家长一般都是“一言九鼎”决定所有的事情。
但是西方人素有民主的传统，他们会把家族成员召集起来成立家族大会，大家围在一起关起门来讨论
出个结果，此后大家都服从家族大会的结果。
家族办公室起源于西方国家，如何将这些元素融入到中国的社会，如何真正培养、推动这些元素为中
国家族（企业）所理解、接受，这是必须深思的。

第三，《中国家族办公室》所引入的“家族信托”“传承规划”等新型传承工具，在不远的将来，在
中国市场出现井喷式发展。
迫切的传承需求，需要实实在在的传承工具来解决。
家族信托、大额保险、慈善基金，对于今天的中国家族（企业）而言可能比较陌生，但在国外已历经
了数百年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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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工具的运用，在今天的中国法治环境下还会遇到许多障碍，比如立法不健全，特别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规定的信托登记制度，因没有信托登记机关等于形同虚设，而排除了大部分财产
设立信托的可能性。
如何突破这样的法律障碍？
是否可以通过设计不同的法律架构？
这需要依靠立法改革和专业人士的共同努力。

无论如何，正如书中所讲的“家族是一种荣耀，没有家族就没有未来”。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家族的时代，《中国家族办公室》开启了中国式家族（企业）的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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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家族精神、维护家族权威�256
控制什么：内部与外部�257
如何实施：特别关注关键资源能力�258
股东会的控制权安排�260
董事会的控制权安排�261
经理层的控制权安排�264
关键资源能力的控制安排�265
第七章  危机处理与化解：转“危”为“机”�268
危机社会中的家族危机：必须面对的系统风险�268
危机、危机处理与化解�268
危机的四组特性�269
危机的类型�271
危机的的发展阶段�274
实现转“危”为“机”�275
降低危害后果�276
进行提升的契机�276
品牌、形象的重塑�276
如何实现：原则、团队、方式�278
危机处理与化解的基本原则�278
危机处理与化解的团队�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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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处理与化解的方式�281
流程：不可或缺的五个阶段�282
危机类型的判断与评价阶段�282
控制危机阶段�282
制定危机处理初步方案阶段�283
方案的实施、调整与危机化解阶段�283
沟通、反馈与机制的建立阶段�283
第四编  税务筹划�285
第一章  透析税务筹划：规范内的选择�286
拨开税务筹划的迷雾�286
税务筹划的“江湖传言”�286
揭秘税务筹划�288
税务筹划的方式和目标�289
税务筹划的对象、内容和任务�290
税务筹划的原则�291
为什么要税务筹划：混乱复杂的中国税�292
中国有多少税？
�292
中国税收管理�296
家族（企业）税务筹划路线图�300
要点提示�302
第二章  整体和专项税务筹划：以规范化为基础�303
着眼长远，夯实基础：从财务规范化做起�303
两账合一：成本之外更是收益�303
财务规范化：五大技术为家族事业发展保驾护航�306
财务规范，并非坦途�308
财务规范化的要点�308
未雨绸缪：针对交易和事项的税务筹划�310
常见的税务筹划事项�311
告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整体税务筹划�316
整体税务筹划的时机：越早越好，永远不晚�317
整体税务筹划的目标�318
整体税务筹划的常见思路�319
涉税沟通：税务筹划实施的关键�324
涉税沟通模型�324
税务筹划的常用工具�325
利用农业优惠政策进行筹划�325
利用高新技术产业优惠进行筹划�326
利用IT行业优惠进行筹划�326
利用区域或地区税收优惠�326
国际税收筹划�326
以特殊税务处理/特殊税收身份作筹划�327
要点提示�327
第三章  传承的税务筹划：解构与重构�328
税务筹划下的传承工具：家族（企业）复式选择�328
意愿安排：无可替代的千年传统�328
生前转让和赠与：简单、可控的传承�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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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家族信托�333
家族慈善基金：贵族的担当�335
人寿保单：最后的保障�336
家族传承的税务筹划：决心、远见与智慧并用�337
家族信托的税务筹划�339
家族慈善基金的税务筹划�342
人寿保单的税务筹划�345
家族财富传承综合案例�346
要点提示�349
第五编  财富管理�350
第一章  由家族办公室说开的财富管理�350
围绕资本市场的财富管理�350
家族办公室财富管理�350
家族财富：钱、人、事业�351
家族办公室的财富管理的目标和内容�352
家族办公室财富管理的历史�354
家族办公室财富管理的原则�355
家族办公室财富管理的特点�358
财富管理筹划：以家族（企业）为导向�359
筹划的思路�359
筹划的流程�360
财富管理机制：财富管理委员会、家族银行�364
家族办公室财富管理委员会�364
财富管理委员会的架构和服务范围�364
财富管理委员会职能�365
家族银行�366
第二章  融资：资本市场上的财富管理魔术�369
理想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企业�369
融资是加杠杆的投资�370
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历史：借鸡生蛋的魅力�370
融资是企业竞争的主要手段�371
眼花缭乱的融资�371
上市：财富放大的资本游戏�373
一个家族企业老板的困惑�373
由中国家族财富榜想到的：一定是缺钱才上市吗？
�374
为什么要上市？
�375
上市的现状与分析�376
上市的简单流程�378
融资延续：并购、中小企业私募债和资产证券化�383
公司并购�383
债券融资�386
资产证券化�388
第三章 资产配置：决定长期投资回报的财富管理工具�392
资产配置：必须具有的全球视野�392
类型化资产配置：认识的起点�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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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配置理论：从原理出发是行动的前提�399
美林投资时钟理论�399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401
资产配置实施：一般步骤和管理要点�403
设定投资目标�404
界定投资策略�404
投资策略执行�404
资产配置管理�404
业绩表现衡量�404
持续监督和调整�404
资产类别：管理视角下的财富管理工具�406
全球化下的资产配置�408
为什么要全球资产配置？
�408
跨境配置的差别�410
全球资产配置中的主要标的�411
站在现在看未来：中国家族办公室的未来展望�415
对家族办公室的需求：井喷式上涨�415
家族办公室进入“亚太黄金时代”�417
中国超高净值人群的数量增长�417
外部因素：顺势而变�418
顺应监管政策的演变�418
行业治理的必要性�420
打破区域的限制�420
中国经济环境下的家族办公室�421
多元化： 突破与创新�422
提供服务的主体的多元化�422
服务内容多元化�425
单一、联合、功能型的转变�426
共同成长的中国家族办公室与中国家族（企业）�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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