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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文化与人力资源社会化》主要讲述了：家族企业既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文化、社会的
范畴。
家族企业中的“家族”二字代表的是一种非经济特征，一种软控制力量。
家文化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影响最为重要。
不注意到这一点，就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家族企业的本质。
这是家族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类型的最独特之处。
　　企业成长有一般性成长和跨组织成长（也被称为“网络化成长”）两种不同模式，家族企业人力
资源社会化成功与否决定了企业沿循哪种成长模式。
能力和资源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和边界，企业成长最终与社会化资源吸纳有关，特别是人力资源。
家族企业的成长之路是不断突破家族、不断将人力资源社会化的过程。
它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
如果不能建立与各种社会人力资本，特别是与管理资本实现有效融合的机制，则社会入力资本供给不
足，家族企业成长就会遇到瓶颈。
　　文化对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社会化过程的影响可以给出家族企业成长更为本质的解释。
首先，中国家族企业的形成是家族主义文化伦理观影响的产物。
在家族主义文化背景下，创业者受中国特殊环境的制约，自然借助家族伦理来管理企业，有效整合各
种资源；利用“泛家族主义”武器，吸收入力资源，在保持家族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的“一般性成
长”。
其次，随着企业发展，家族企业与社会人力资本不断融合，非家族成员不断进入企业，使家族主义由
企业外围向内核逐步被稀释，管理逐步规范化，从而进一步推动家族企业一般性成长。
家族企业的管理规范化变革从家族主义最弱的操作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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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简要阐述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最后
对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进行介绍。
　　第二章，基于文化视角研究家族企业的内涵。
家族企业既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文化、社会范畴。
不注意到这一点，就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家族企业的本质。
家族企业中的“家族”二字代表的是一种非经济特征，一种软控制力量。
这是家族企业区别于其他类型企业的最独特之处。
如果我们不从软控制角度理解“家族”二字，而仅从“二权家族控制”的硬控制角度去理解，那么我
们对家族企业这个概念的理解就是不准确的。
家族企业在从“二权家族控制”逐步走向非家族企业的同时，家族对企业的软控制力在逐步消退。
家族企业能得以健康、持续成长的关键，在于对软控制方式的成功突破。
　　第三章，家族企业成长的阶段及其判定。
家族企业“一般性成长”的成长路径并不止一条。
不同的家族企业，由于其所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差异、所处成长阶段的不同，因此可以选择适合
自身实际状况的成长路径模式。
综观各国家族企业发展的历史，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将家族企业的成长路径模式概括为以下几
种：规范模式、“折中治理”模式、“国有化”模式。
这几种路径模式的最终变迁目标是使企业实现家族的真正退出而变成非家族企业。
最后对规范化模式的各阶段给出一种定量判定方法。
　　第四章，基于家文化的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社会化动因。
能力和资源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和边界，企业成长最终与社会化资源吸纳有关，特别是人力资源。
家族企业的成长之路是它不断突破家族、不断社会化的过程。
如果不能建立与各种社会人力资本，特别是与管理资本实现有效融合的机制，则社会人力资本供给不
足，家族企业成长就会遇到瓶颈。
在家族文化背景下，创业者受中国特殊环境的制约，自然借助家族伦理来管理企业，运用关系契约有
效整合各种资源；利用“泛家族主义”武器实现企业在保持集体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
其次，随着企业中特殊集体主义被个人主义稀释，契约形式从关系契约逐步向完全契约演化，从而推
动家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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