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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大馬商業》今年2月份

出爐的全國40大富豪榜中，10大

富豪中，華人企業家就佔了7位，

這反映出華人企業對推動大馬經

濟成長的重要性。長久以來，除

了我國政府撐腰的政府官聯公司

(GLC)之外，國內大企業幾乎都由

華裔企業和機構霸佔前列。

大馬企業家從上世紀的90

年代開始，積極擴展海外業務。

他們知道，大馬市場空間有限，

要擴大企業王國，就有必要衝出

海外市場。西方學者佐治哈利認

為，大馬華人企業家會繼續成為

推動大馬經濟成長的重要角色，

即使大馬華人人口比率逐漸減

少，對經濟影響力會有所下滑。

大馬華人企業家的企業模

式，基本上均源自家族控制的

模式，絕大部分的企業掌舵人，

都是由家族成員所擔任。不過，

如今大部分的國內企業已開始重

視企業型的管理模式，引入不少

專業人士擔任高職，以系統化模

式，來管理企業的發展。

國內大部分的大型企業集

團，都由家族掌駝人掌控集團核

心的控制權，其他分公司和中層

要職，都已開始由更專業的外人

來接管。就好比雲頂集團旗下

的主要管理權由丹斯里林國泰

兼管，不過，旗下的一些中層要

職還是交託予專業人士管理。楊

忠禮集團在丹斯里楊忠禮退下之

后，由兒子丹斯里楊肅斌掌握集

團大權，其余數家子公司的最大

權，則分別由其他兒子掌管，家

族企業模式相當顯著。金獅集團

則更傾向于企業化模式，除了丹

斯里鍾廷森擔任主席，以及幾位

侄兒擔任高職，其他大部分的集

團高職都由專業人士來管理。

很多人說土著享有特權和

「拐杖」，陳友信就認為，其實大

馬人都有「拐杖」，就是來自國

油的收入。不過，大馬石油存量

已進入倒數階段，當我國轉為石

油淨進口國，人民的思維就要轉

變，年輕人應把市場朝向海外。

陳友信拿台灣和新加坡做例

子，台灣可以成為亞洲四小龍，

就是台灣商人很早往外走，到外

擴大業務和市場，新加坡也是另

一個早期就鼓勵國內商家跨出海

外市場的國家。不過，台灣商人

出國經商基本上完全依靠自己。

而新加坡則是在政府背后的推動

和協助下，走出海外市場。

他認為，大馬若能在商家自

行出走海外市場的同時，也得到

政府鼓勵和推動，有助于國內商

家跨出海外的成功率。

「我國走出海外市場的企

業並不多，不過也是時候做出考

量，因這個國家需要轉型，電子

業的吸引力不足，價錢和高科技

都面對激烈的競爭。」

國內企業往外走的契機在于

東盟架構的成立，陳友信認為，

東盟的市場非常大，人口達5億，

以及多元的開放，都提供了企業

發展的良機和市場。中國的崛起

也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力，中國和

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好就是一個良

機。陳友信相信，大馬可作為與

中國來往的橋樑，塑造成一個比

新國大數倍的服務中心，成為東

盟和中國之間的綜合服務中心。

「我們的優勢包括中文、創

業精神、向外走、雙語、國際接

軌經驗等，不過，有些優勢或只

能再維持5到10年而已，所以有必

要掌握這些優勢，具備國際觀與

廣闊思維是很重要的。」

佐治哈利提到，不少海外華

人企業家與中國進行貿易來往，

只要中國經濟穩定，他們都不會

面對太大問題，不過，若中國面

對經濟困境，就會影響這些華人

企業。以目前的經濟環境為例，

中國的出口市場受美國需求放緩

影響下跌25%，若兩國無法解決如

今面對的環境，這或會嚴重影響

在中國投資的海外華人企業。

陳友信認為，國內華人企業

優勢，在于創業精神、快速處理

危機，以及華人的文化和思維，

這都有助我們更好地面對危機。

為迎接全球經濟的復甦后，他認

為國內企業有必要作出跨時代準

備，把新一代帶到國際市場。

「最起碼，我們要以一等公

民看待自己，不要自我限制，其

實到海外闖也沒什么特權。要掌

握趨勢和產生一個新的大馬國民

思想，走向國際新舞台，思路上

要更國際化，來把大馬發展成比

新加坡大數倍的服務中心」

改變思維 衝出海外

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

在不同的時期，就需要有不同思

維和管理模式，當企業進入成熟

期，傳統的創業管理模式幾乎已

不再適合，更應走向更系統化和

接納專業人士的企業管理模式。

作為國內華人企業家一份子

的陳友信，在接受《資匯》專訪

時，就把大馬華人企業發展分為

3個階段，而目前正邁入第三代的

轉型時代。他說，第一代華人企

業都是傾向于衝、拼和創業性強

的模式，而第二代華人企業則在

企業成型后，開始走向相對平穩

的發展，而如今正好是從第二代

至第三代的轉型階段，並面對著

許多國際化的挑戰。

屬于第二代的中生代華人企

業家，如今正好扮演非常重要的

角色，把新一代年輕企業家帶上

第三代轉型道路上，為這些新新

人類的企業家提供資源、知識，

去了解所需朝向的發展等等。

進入21世紀，全球化趨勢

改變企業的生態，舊有的傳統企

業發展模式要在全球化環境下突

圍，國內企業家尤其是新一代華

人企業，都有必要在思維和行動

上，注入國際化的想法和概念。

陳友信認為，目前的新一代

華人企業還未準備好，迎接這個

全球性的挑戰，基本上，華人的

主流觀念還落后于時事的進展。

年輕人普遍都面對著思維上

不足，想法不夠國際化，畢竟在

大馬的豐富資源下，國人生活還

相當安穩，推動因素不大，走出

海外的意願也不大。

不過，如今的新挑戰出現，

許多人已改變，他說，「所謂的

改變，不一定要出國，但思維上

一定要考慮國際的變化，吸納國

際化的思危。這方面，國內的商

團和華團的角色非常重要，有必

要通過各類的講座和考察，把這

類型的思想和概念灌輸給國內的

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 

他補充，雖然新一代的思維

不足，不過，華人企業優勢仍存

在，畢竟這裡曾是英國殖民地，

排外情況不強，再說，出國讀書

和就業的比率相當多，這些人都

把外國的思維帶回來，讓國內企

業了解所面對的國際化挑戰。

企業轉型面對國際化挑戰

家族主導企業模式

大馬華商的現況與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