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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取得成功的華人企

業幾乎都是屬于家族的企業，這

些由上一代建立起的江山，如今

已漸漸轉向由第二代以及第三代

管理。

這些企業都是由創業的家

族，控制集團旗下的所有子公

司，成為龐大的家族企業集團。

在亞洲著名的海外華人企

業幾乎都由家族企業控制，數得

出來的有大馬的郭鶴年家族、已

故林梧桐的家族、楊忠禮家族、

印尼的林紹良家族、泰國的陳弼

臣家族、香港的李嘉誠家族、李

兆基家族、台灣已故蔡万霖的家

族以及菲律賓的陳永戴家族等。

華人企業的家族管理模式

如今已漸漸出現變化，不再完全

使用傳統家族管理模式，或由家

族成員控制集團大部分的公司和

主要部門。

反而，這些家族企業開始

引進不少的專業管理人員，來管

理集團和子公司的業務。

無論如何，這些華人企業

集團的主導權和最高領導人，還

是由家族成員來主導，最終的決

定權還是落在家族成員的手中。

進入新時代的海外華人企

業家，都傾向于讓接班人受西方

教育，並讓兒女先到跨國企業工

作，累積足夠的經驗和能力后，

才會重新召回來管理家族企業。

許多家族集團開始重視採用西方

先進企業的管理經驗。

如今，更多海外華人家族

企業已重視人才的培養，除了磨

練本身的接班人之外，也積極雇

用有才幹的專業管理人員，重視

外來人才，把本身集團帶到更企

業化的企業王國。

陳友信就提到，家族企業

受限于家族，比較複雜，它的弱

點就是不容易做選擇，家族的牽

連太大，需要顧前顧后。好處在

卻于兄弟同心，可創造更大推動

力，做決定也比較準確。

不過，家族企業到了一定

的時期，就需要轉型，要有所改

變。王安電腦就是堅持家族企業

而最后導致倒閉的例子。

而美國的福特（Ford）就

不一樣，家族的生意，完全放手

由專業人士管理，得到不一樣的

效果，福特家族的成員已超過20

年沒有親自打理過家族生意。

這就是華人企業和西方企

業的家族生意差別，華人認為家

族生意，就是要持有權和管理集

中，而西方家族企業的觀念則可

以管理權和持有權分開的。

他說，家族管理觀念開始

時是一個優點，經過一段時期之

后，就會變成弱點，企業的發展

階段，家族的發展在今天還是一

個優點，不過，當他發展到某個

階段后，若不開放就會限制了人

才的流動，就是一個問題了。

台灣的宏碁集團主席施振

榮就是把傳統華人生意，以企業

化經營最佳例子之一。

宏碁的成功和企業管理模

式，就在于施振榮的遠見和提倡

國際化的觀念。

此外，本區域海外華人企

業的另一大特點，就是不會把一

堆雞蛋只放在一個籃子，這些大

企業的業務多元化，即使本身是

從事某個行業而成就事業，也不

會只發展單一的業務，反而會進

軍其他的業務，並隨著時代的發

展，挑戰新的市場，就好比不少

大集團如今都選擇進軍高潛能的

電訊和通訊業務般。

本區域的海外華人家族企

業第二代基本都已順利接班，

或在接班的過程中，更令市場

關注就是第三代的接班人是否

已浮現。

目前的海外華人企業基本

上是由第二代掌管和交替，一

些企業第三代雖已浮上台面，

在家族企業擔任要職，不過還

不能挑大樑。未來華人企業第

三代接班會是怎樣的局面，仍

未明朗化。

本區域的華人企業中，較

年長的企業家如郭鶴年，楊忠

禮，林紹良，李嘉城等已處退

休或半退休的狀態，本身創立

的企業，基本已交託于下一代

管理，只是在背后提出意見。

已故林梧桐還未去世前，就已

把雲頂集團傳給次子林國泰管

理；吉隆甲洞的李愛賢也正擴

大和多元化其父親已故橡膠大

王李萊生創立的種植業務。第

二代接班人已順利接棒，並平

穩地發展和管理本身企業。

一些相對較年輕的企業家

如李深靜，陳志遠等仍掌企業

大權，不過，接班人的蹤影已

浮現。這些企業家均開始把兒

子帶進董事局，如李深靜的兒

子李耀祖和李耀昇都進入IOI集

團的董事局出任執行董事。陳

志遠的兒子陳永欽和陳永碩也

進入成功多多擔任首席職行員

和執行董事職位。

也有一些海外華人企業

家，還沒有明顯的家族接班

人，這一直成為媒體焦點。就

好比大眾銀行的鄭鴻標、新國

豐隆集團的郭令明、菲律賓富

豪陳永載等等。這些企業家都

沒有明顯接班人。一些企業家

認為，企業不應由家族接班的

模式運作，有能者居之，才是

企業永存的重要秘訣。

至于海外華人企業第三

代，我們可以看到林國泰的姪

兒梁銘隆和楊肅斌的女兒等，

都已開始在企業出任一定權力

的職位，為第三代接班而開始

鋪路。

華人企業家開始注重和打

造國際化的企業，相信這些大

型華人企業，都可以繼續發展

下去，但最終還是待看企業接

班人的能耐。

華商企業如何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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