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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族企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其自身的创新从始至终也受到了

广泛的关注，包括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家族成员参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也逐

渐成为了企业必须去思考的一个话题，家族企业本身区别于其他类型的非家族企

业，家族成员在创新中则多的考虑家族社会情感财富。 

本文在归纳总结了家族企业、企业创新和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的相关领

域研究文献以后，结合家族企业的发展现状，借助于委托代理理论，管家理论，

利他主义理论，提出了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对创新有抑制作用、不同行业的

家族成员参与管理都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抑制、董事会家族成员占比越高对企业

创新抑制越大的假设。并从 CSMAR 数据库中收集了家族企业的数据。 

最后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假设的成立，即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的管理会对企业

的创新产生抑制作用。最终根据分析的结果提出了相应参考建议。 

(共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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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家族企业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尤其是改革开放 44 年以

来，家族企业快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中国近几年统计年鉴资料显示，

从 1989 年到 2017 年的 28 年间，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在中国境内家

族企业的数量大幅度增长，接近 184 倍。美国《幸福》杂志关于家族企业的统

计数据，在目前全球排名前 500 家企业中，家族企业所占的比例也是越来越

高，目前已经达到了 175 家。在这种情况下家族企业发展的已经越来越快了，

而且每年赚到的钱也越来越多了，在社会发展的时候他们的作用更是不容小

觑，他们已经对家发展中都贡献了自身的力量，因此家族企业自身的发展情况

同时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就业比例以及国民的生活福利待遇。家族企业的管

理方式就是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边，企业大部分员工都要服从企业内部少数

管理者，而且企业内部少数人权威性非常强，往往都是他们说话，下边的人按

照要求去做这件事，时间长了以后，会形成一种独特的企业文化的氛围，他们

会将所有的权力都弄到自己手上，这种方式可以说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可

以想象在这种环境下，企业要想有所创新难度会非常大。但是我们必须要正视

创新的意义，一方面可以提高家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也可以为企业带来

一定的经济效益。在家族企业发展的初期，家族成员更多的是考虑创新的风险

对社会情感财富的损害；但是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时，家族企业又必须通过创

新来保证企业有利的竞争性。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也

是坏事，一方面可能会由于能力强的领导人能够给家族企业带来正向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会因为权力的过度集中而使得企业达到的效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

好，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对于大部分家族成员而言，尤其是企业最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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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通常对企业本身有着十分强烈的归属感和使命感，家族成员内心的真

实想法是既要保留家族特色，又要尽可能提高企业创新。因此家族成员在企业

中的参与度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一直是各界的广泛思考的和困扰的问题。 

目前关于家族企业创新研究的学术背景比较丰富，其自身发展历程越来越

受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这一者对家族企业的管理都提出了各自的观

点，木元哲和祖林（2022）在《日本长寿企业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启示》一文中

首先分析了日本长寿企业之所能顽强生存并且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然后就中

国目前家族企业的发展情况，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相关建议，分别从经营理

念，中期计划以及价值观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企业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改

进的地方。潘尼克斯·珀特斯瑞斯（Panikkos Poutziouris）教授(2022)在《家族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十二大支柱》一文中讲述了家族企业和其他类型的企业存在

本质区别，认为家族企业中有家族，企业，股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合系

统，在分析之前学者的研究以及根据自身的经验对家族企业未来的发展规划提

出了 12 条宝贵的建议。在总结前人的研究中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于对与家族企

业的研究绝大部分关注于企业自身的经营业绩，但是对于家族企业参与管理这

样的研究内容涉及比较少，学术界普遍认为家族企业的经营业绩以及企业利润

是家族企业发展的核心，只要保证企业的绩效，家族企业就可以获得良好的发

展。但是本文认为家族企业如果想要世代传承，创新的作用才是最为核心的。

因此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一定有非常大的困难，因为换一个角度去

考虑企业的创新问题的话，不仅需要大量的思考，还需要参考很多优秀的文

章，所以本文在阅读近几年优秀的文章下，开始自己的研究论证，而且学术研

究背景也必须是要更加关注的一个环节。 

1.2 研究目的 

家族企业中的创新行为一直都是企业内部关注的重点，结合家族企业的创

新理论以及企业特征，得出家族成员参与度是否会影响到企业的创新，以及它

们两者存在的内在关系，在完善相关企业管理建议的同时，期望为家族企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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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创新能力提供一定的思路，对改进家族创新决策制定与企业管理机制提出针

对性建议。同时家族特性为家族企业带来了机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家族

企业的发展，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也一直都是影响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因

素，因此把研究重点放在家族成员参与管理的类型上，探讨家族成员在家族企

业的参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通过提高家族企业的创新能力，希望为家族上

市企业提升企业价值，增加其市场竞争性。 

因此，本文将关注如下几个问题点：1）家族成员参与度与创新的关系如

何？2）家族企业是否需要通过引入职业管理者来参与企业的管理？3）是否需

要通过“去家族化”来保证企业的创新能力？我们首先需要选取家族企业，然

后以其中的上市公司为例，因为上市公司的数据往往真实可靠，而且相当严

谨，所以希望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出两个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换一个角

度为家族企业成员更好的参与管理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同时对提高民营企业的

创新能力提供合理的方法。 

1.3 研究意义 

1.3.1 理论意义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家族企业如果要想代际传承的话，企业的创新

是一个不得不去思考的话题，因此在理论层面上本文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 因

为本文的研究首先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必须有足够的理论支撑后，才能顺利展

开，这样就可以总结之前学者的文献，从而批判的继承各种观点。其次本文还需

要大量的计算为辅助，需要收集和家族企业有关的各种数据以后，才能展开研究，

如果数学能力有所欠缺的话，对本文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完成相关

的研究以后，可以使研究结果量化，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直观醒目，因此本文的理

论研究意义非常重要，既可以对相关研究做一些补充，同时本文的模型也会使结

果更加具有说服力。同时本文的研究对于之后学者对于家族企业的研究也具有指

导和参考意义，未来对于家族企业的相关研究也可以参考本文涉及的一些相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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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及研究方法。 

1.3.2 实践意义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的发展也逐步适应社会的高速节奏，进入到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尤其是进入到新世纪以来企业竞争日益白热化。

面临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知识更新周期的不断降低，企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家

族企业如果想要发展的好，必须要去适应这个社会，去分析社会最新的发展以及

管理趋势，一个企业如果不想被淘汰的话，必须要紧跟潮流。同时企业的创新，

对企业本身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无论是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还是企业

自身的创新能力，都是家族成员需要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如果为们去研究这两

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可以为他们的管理提供一些好的方法，同时也可以对企业

提高创新提出一些独特的方法，因此本文的实践意义可以说“一箭双雕”。 

1.4 研究内容 

本研究采用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国泰安数据库中本文实证研究所需的

相关数据，本文将研究分为了五章： 

第一章，绪论。首先主要是对论文有一个基本的概括以及阐述，包括目的

以及创新点这些小节，他可以说是本文的一个大体总结。我们可以说家族企业

在整个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家族成员参与度

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第二章，文献综述。这一章主要就是批判的分析和总结了之前学者的一些

一些相关研究，包括家族企业的研究，企业创新这一块的研究，以及影响企业

创新的文献研究，在批判总结了相关的文章以后，还行了相关理论视角的探

讨，从而为本文提供一些全新的角度，最后文献述评主要是相关理论的总结，

并且再次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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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介绍。首先需要根据查找的相关文献以及所学的知识，

进行一个准确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假设，并且对假设进行汇总，

然后对论文相关方法进行一个具体的描述。然后本文会对研究对象进行阐述，

并且对数据模型以及数据来源有一个详细的说明，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展实证研

究。 

第四章，实证结果。首先对关于从国泰安数据库种找到的数据描述性统

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从最大值，最小值，平均数，方差来衡量；其次是相

关性分析，这一小节主要需要把两者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通过回归系数的正

负做出一个基本的预判；最后是多元回归分析，这一节主要是对论文的假设的

验证；最后为了使结果具有稳健性，设置了两个回归模型验证假设是否可靠。 

第五章，得出的结论与未来启示。从对家族内部成员以及职业经理人两个

层面提供合理的建议。同时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本文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对最初的研究目的种的三个问题进行了回答，最

后针对已经得出的结论，从企业本身以及引入管理者两个角度提出了非常有用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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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研究技术路线图 

图片来源：笔者自行整理 

 

 

 

 

 

 



7 

 

1.5 研究创新点 

1) 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的参与度以及家族企业的创新这两个因素同时是社

会和学术界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因此本文将家族成员的参与度和企业创新分

别作为解释变量以及被解释变量去做研究，探讨两者的内在关系，因为现有文

献关于家族企业创新的研究相对较少，关于家族成员参与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更是少之又少。目前社会各界重点关注于家族企业的经营业绩和企业效益，如

果我们能够换一个角度去家族企业的问题，站到参与度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那么得出的结论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创新点，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能够为其提高

经济效益，并且也同时希望为家族成员管理企业提供符合实际的建议。 

2) 从家族观念以及血缘的角度分析家族成员管理企业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

响。家族企业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家族企业在日常的经营发展以及运行管理的

时候，企业内部成员的默契不仅仅依靠契约精神在维持着，同时血缘关于也发

挥着十分强大的作用。家族成员在面对市场机遇和资金风险的时候，第一步并

不是思考如何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而是考虑家族社会情感财富是否受到损害

以及自己的家族地位是否受到影响，这个时候企业更多是选择放弃创新的想

法。因此在研究的过程在以实际情况为前提的条件下，考虑家族成员内心想

法、宗族观念等感性因素，所以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并不能照搬照抄到家族企

业内部，必须在数据分析的前提下结合家族成员内心的感性因素，这样的研究

结果既可以维持家族企业特色，又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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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关于家族企业、创新、家族成员参与管理的文献综述 

2.1 相关概念的整理 

2.1.1 关于家族企业概念的研究 

目前在现有文献的内容中，对于家族企业的界定，学术界有两种主流的观

点，分别为定性界定方式与定量界定方式，定量衡量主要是关注于家族成员在

企业中股权的占比，通过所有权和控制权来衡量。通过对以往资料的的查询，

首先发现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企业学派中关于家族企业衡量的有名人物钱德勒

（1984）率先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在当时比较符合时代的发

展，也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他指出企业创始人

和这个人关系最好的那些人，如果他们一直牢牢地掌控公司大部分股权的企业

称为家族企业，一个企业是否为家族企业是根据经营权和所有权来衡量的，但

是这种衡量方法仅仅适用于纯粹式家族企业，后来这种衡量方法的局限性日益

凸显。在涉及家族企业所有权的持有比例的定量研究方面，由于每个国家都有

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理念，因此在家族企业的定量衡量标准参差不齐，学者

们对家族企业中关于家族成员所有权和控制权比例的临界值也是不尽相同。在

美国克林·盖尔西克（1998）关于《家族企业的繁衍——家族企业生命周期》

的著作中，明确指出家族企业的所有权才是应该最为核心的。他们认为企业的

性质和企业的名字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一个企业是什么性质的还得看其

内在的本质，即使一个企业用这个家族来命名，这也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就算

是家族成员很多，但是没有什么所谓的权力，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虽然这

种衡量方式相对于过去的标准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家族企业的理解进一步加

深，但是克林·盖尔西克并没有考虑企业经营权的分配，因此这种界定方式下

的家族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族企业。后来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叶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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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纠正了之前学者的一些片面的观点。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之前的

衡量方法，局限性日益明显，于是提出了临界衡量法去思考一个企业能否被称

之为家族企业。这次的衡量方法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因为叶银华

学者将以往抽象的问题，通过数字的表达方式得以量化，同时他的衡量方法修

正了以往家族企业研究者的定性方法中的弊端，同时也提出了家族成员要在管

理者的岗位上占有一定的比例，这种界定方法具有本质意义上的突破。与此同

时潘必胜博士（1999）认为，家族成员的创始人或者与家族成员有特殊关系的

人占据股份，并且在企业的经营权掌握中占据非常大的话语，那么这样性质的

企业也可以被称为家族企业。为了让家族企业的界定更加明确，后来的学者也

对界定方法的要求越来越严谨，那些模糊的表达词，也不再符合学术界的评判

标准。首先 Faccio（2002）就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想法，他将持股的临界数值设

置为 30%和 40%，认为持股比例超过这个明确的数值，可以判断该企业为家族

企业，该观点相对于之前学者的定义有所进步，但是关于家族企业的衡量并没

有一个本质上的突破。在总结之前学者们关于家族企业概念的文献中，我们可

以看到对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掌握程度进行界定的方法每个国家的企业家和学

者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想法，在家族企业概念界定的衡量中没有一个明确

的标准，因此学术界关于家族企业的概念也一直存在争议。 

自从进入到新世纪以来家族企业快速发展，特别是高科技的广泛应用刷新

了人们对于生活的认知，于是关于家族企业的概念界定有了符合时代进步的内

涵，于是广大学者开始将具有家族文化的企业也逐渐归入到家族企业研究范围

以内。储小平（2004）认为如果将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始终掌握在家族成

员手中，是一种泛家族化的现象，通俗的讲就是“老板文化”，储存小平教授

考虑了家族文化氛围对企业定义的影响，相对于之前学者的衡量方法，这绝对

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因为他的衡量方法涉及一些非物质财富。但关于家族企

业的准确衡量方法以及标准却非常难以掌握，相对而言缺乏实践性。贺志峰

（2004）认为在家族企业中血缘关系在企业中的影响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要将一个企业被确认为是家族企业的话，那么家族企业中企业的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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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要和企业管理者建立一种隐性的家庭契约关系，如果是非家族企业的话，则

需要通过经济规则来建立市场契约关系。贺志峰增加从契约的角度这一视角来

衡量家族企业，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约翰·L 沃德（2006）在界定家族企业

的研究上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股权控制权、血缘关系两权分离度等方

面也只能定义局部的家族企业，但是并不能从本质上彻底非家族企业与家族企

业，他认为应当引入除了血缘、股权以外的其他界定方式，比如企业文化背景

和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等来界定家族企业。家族企业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

步，一直都处在动态的变化中，家族企业自古以来能够顽强的存在于市场竞争

的潮流中，也说明了家族企业具有其独特的魅力。 

通过对前人文献的总结以及分析，本文认为家族企业的定义首先不仅要考虑

资本或者股份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同时也要考虑家族文化在企业中的影响力，

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以后，那么就可以被称作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可以说是一个

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家族企业也为东亚、东南亚、欧美乃至全世界的发展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家族企业一直都在顽强的生存与发展，家族企业自身的管理特色

也蕴藏着巨大的机会，因为在这种以血缘和亲缘为导向的企业管理模式，企业本

身的制度就具有很大的家族色彩，因此我们可以说董事长总经理文化即企业文化。  

2.1.2 关于企业创新概念的研究 

“创新”一词最开始出现于美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 1912 年《经济发

展理论》一书中，这在当时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因为随着知识更新周期的不断减

少，科技对当时生活的影响，创新的趋势已经成为了全人类不可阻挡的潮流。而

创新最为活跃的区域是企业内部。熊彼特在当时还提出了“创新理论”，打开了

人类创新领域的具体理论研究。到了 1960 年以后，美国经济学家华尔特罗斯托

提出了“起飞”六阶段理论，详细的阐述了创新的本质以及在当时社会发展的意

义，批判继承了之前学者的观点，同时华尔特罗斯托对创新的概念发展为技术创

新，认为技术创新才是创新中最为关键的环节，高科技的作用在人类社会会中的

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步证明了其观点的先进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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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前瞻性，后来各个国家都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的主要创新推动，而专利数可以

很好的衡量这个指标，但是其他领域的创新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杨菲（2018）

博士在《企业知识积累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研究一文中，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详细的阐述了企业创新的概念，并且作出了十分严谨的归类，将企业创新

分为三大类。杨菲博士在总结企业创新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涵盖了前人研究和分

析的成果，不仅对企业创新的概念进行了整理，同时还提出了企业创新的类型。

张子豪（2020）在对企业创新的研究上，总结了之前学者的研究方法，对企业创

新的定义和特点都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总结，他认为企业的创新具有不确定性以及

跳跃性，同时创新转化为生产能力以后，会具有风险性以及外溢性，他认为凡是

新的发明与创造对事物的发展有本质的提升，并且生产出来的各种产品，能够得

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样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企业创新。关于企业创新的定义，

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创新的定义也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但是关于企业创新的

定义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凡是能够促进企业利润增长的发明和创造都会被贴上

“创新”的标签，企业创新的定义一直以来并没有太大的争议，目前社会各界广

泛认可技术创新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 

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和分析，本文认为企业创新就是可以对促进企业发展

有利的一切发明和创造，并且能够适应市场发展规律。在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发现企业如果要提高创新能力，必须保证在做出投资决策时满足创新所有条件。

因为企业创新虽然能够带来一定的效益，但是效益本身的大小不一样，而且创新

往往都是失败的多，成功的个例毕竟是少数，所以对创新的投资一定要慎重对待。

目前学术界对创新的衡量方式基本都是一致的，分别用研发投入的占比以及产出

专利数两个指标来衡量，研发投入是企业创新的前提条件，而专利数的产出是企

业创新最直观的体现，这样的衡量方式可以说是对企业创新做出以及较为完整的

解释，而且对之后的研究也有了一个方便的衡量方式，通过准确的数据模型也使

得本文的结论更加具有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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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关于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 

1) 企业内部环境对创新的影响 

杜娟（2007）指出中国创新激励制度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起步较晚，在制约

中国企业创新的内部因素中包括缺乏有效的的激励机制、创新资金的投入的不足、

以及企业内部存在不利于创新的企业文化，作者认为企业内部环境对企业的创新

影响十分关键，所以营造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部环境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就要企业内部在鼓励和支持创新的时候要建立激励机制，

同时加强企业创新人才的社会福利待遇。马巍巍（2011）认为企业的创新能力与

企业内部的财务能力和营销能力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并且当企业内部出现资金问

题的时候，企业的创新能力会大大降低，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企业在创新的时

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只有企业的资金链正常的运转，企业的创新才不会受到

影响。郎香香和张朦朦（2021）研究中重点分析了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在一

个企业中，企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与基层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大，

对企业的创新的影响也会更加明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薪酬差距的增

大会无形中增加公司的不平等性以及对抗性，从而影响到员工的创新积极性，因

为员工是一个有感情的个体，肯定每个员工都希望被平等的对待。王加灿,胡良

章与徐新华（2022）关于控制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内部的控制

效果越好，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强，这几乎是呈现完全正相关的趋势，这其中包括

了企业对于资金，人力以及社会资源的掌握，也从侧面说明了企业内部的核心力

以及向心力越强，企业的内部环境越是有利于企业创新的进行，这一点在理论以

及实践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论证。 

2) 企业外部环境对创新的影响 

廖林溪（2021）研究了企业当地的宗族社会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通

过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所处地区宗族文化浓厚程度与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负相关，

因为宗族文化对于创新的态度往往是一种排斥的态度，家族所有权涉入与管理权

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在这些地区时分明显，作者还发现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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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有时降低了地区宗族文化浓厚程度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由

于受到地区宗族文化浓厚程度的影响，企业内部组织冗余则强化了家族企业创新

投入的负面影响。陈红，张凌霄与焦旸（2022）研究了非金融类公司的创新群同

效应，作者认为随着经济在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企业的领导能力以及融资约

束以及外界的知识环境都会影响到企业的创新，作者重点关注了群同效应的作用，

他认为与这个企业本身相关的那一类行业，如果别人会有所创新的话，那么也会

带动这个企业本身的创新，并且通过他们的研究，显著性水平已经非常让人信服

了，并且就目前提出的三大参考建议，都非常具有价值，而且在当今新冠疫情这

么严重的情况下，这个研究对非金融企业也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肖野（2022）

较为系统的研究了政府的补助对企业创新的一个影响，他选择了上海深圳两个一

线城市的公司数据，并且做出了非常严谨的数学分析，他是按照分行业和不分行

业两个样本进行的回归，并且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思考，最终得出了政府对企业的

创新补贴都会影响到企业创新，而且这种影响往往都是非常良好的，再考虑了行

业的异质性以后，作者也进行了十分完整的描述，在技术密集性行型行业的影响

十分显著，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不是那么明显，并且提出了十分优秀的

建议，对当地政府的管理也具有指导意义，不仅得出了研究的结论，而且还拓展

了研究的结论，使得实验更加让人信服。唐大鹏,郑好,李渊与王伯伦（2022）研

究了企业在基础资源配置的前提下，财政政策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且在分析

中国特色制度下，企业应该如何顺应政策的趋势，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作者认

为应该增加资金的大量投入并且完善绩效的考核，这样才是企业创新最希望出现

的外部环境，只有外部环境越趋于“和谐”，企业创新才能变得更好。 

通过了以上的研究，可以清晰的看到不管是内在因素还是外在因素，对于创

新的影响路径都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复杂、多元、动态的关系。在分

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发现企业如果要提高创新能力，必须保证在做出投资决

策时满足创新所需最低资金的数量目标以及考虑企业投入创新产出的风险评估

能力，在创新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创新的时效性，因为市场环境条件的迅速变化，

会使企业的创新决策很难满足市场竞争的时间需求。而且现在新冠疫情对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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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也非常大，企业受到影响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更应该充分利用自

己的资源以及优势，去避免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危害性。从而让企业的发展

能更加“和谐”。 

2.2 关于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的研究 

1) 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优点的相关研究 

家族企业一般是由家族成员中的创始人担任企业的核心领导，其企业中的家

族观念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占据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家族成员对企业有着一种天

然的亲切感和使命感，使得企业内部的信任危机大大降低，并且能够缓解企业因

两权分离而出现的代理问题。王琨（2015）认为家族化管理对企业有着正向的影

响，家庭成员因为血缘关系而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和理念，所以企业内部有时会

变现出超越一般企业的精诚团结，而且家族企业往往并不是仅仅考虑眼前的短暂

利益，而是规划和考虑三十年、五十年甚至是几代人的经营发展，而且家族企业

中的利他主义精神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家族企业的发展，这种精神财富也可能

并不是物质性的。作者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看重长幼顺序，这也使得“长

子”和“长女”在家族企业中与生俱来就带有更大的责任与使命。目前关于家族

成员管理企业的优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虽然特别广泛和丰富，但是对于家族成

员管理企业的优点，现有的学者所提出的观点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而且家

族企业管理的优点也越来越受更多企业家的认可，家族企业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

饱经挫折还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与其自身天然的优势密不可分。顾明蓉（2020）

针对中国古代家族的情况，研究了家族成员在家族文化中的作用，并且提出了家

族成员对企业发展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作者认为“修身齐家“是一个人追求的较

高的境界，个人参与到家族企业的日常经营中，不仅可以提高企业自身的利益，

同时对个人来说，也是也是一种磨练，家国情怀永远是中国人内心深处最为真挚

的情感，所以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的管理，不仅仅会促进企业的壮大，而且还能使

个人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的提升，使得家族成员更加具有认同感。王海燕（2022）

研究了家族信托的作用，作者认为家族企业的发展真的太不容易了，家族成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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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积累下来的各种荣誉信托都是一笔非常巨大的财富，他们看不见也摸不到，但

是确确实实能为家族成员带来好处，这也使得家族成员往往能获得许多非物质收

集，这些东西往往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在中国这样注重传统文化的氛围里，家族

企业可以说就是最大的财富，作者认为为了能够使家族企业世世代代传承，家族

的情感财富，必须得到重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以及个人得到好处。家族

企业的优点在社会发展中非常突出，这也使得家族企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可

替代，并且持续的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2) 关于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缺点的相关研究 

家族成员管理企业的缺点是，家族企业严重依赖家族成员的管理能力和综合

素质，家族企业可能因“因一人而发展壮大”，也可能“因一人而前功尽弃”，

如果家族企业“去家族化”并不能得到家族成员的认可，会导致上市后公司的利

润与营业收入降低。蔡诚（2002）首先认为人类进入新世纪以后，社会会变得更

加开放，传统的思维模式必将会被淘汰，而且他在经过亲身经理以后，更加确定

这一观点，他认为企业的权力如果一直内部传承，这种方法已经不再符合历史的

潮流了，必须让先进的管理思想进入公司，引入能力强大的职业经理人，只有这

样企业才能为将来不断变化的市场趋势奠定强大的实力。而且即使是家族成员能

力出众，如果没有外来的员工进入企业的内部，企业也很难迸发出生机与活力。

所以蔡诚的观点在当时属于比较开放的。王勇（2022）在谈及家族企业可持续发

展的时候，认为无论是家族的治理还是企业的治理，参与治理的人必须要树立利

益相关方的思想，如果企业始终只考虑少数人的权益，那么企业的发展也不可能

长远，只有在尽可能地满足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企业才能健康良好的运

行，最终实现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关于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缺点的研究，

目前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和想法，根据下现有的文献来分析，家族企业在市

场竞争中的缺点也是客观存在的，企业如果想要适应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通

过扬长避短的方式增加其竞争力。杨均华，李盈和王超（2022）以中国美的集团

为例，去探讨家族企业的相关治理，美的集团可以说在中国绝对是名列前茅的家

族企业，其规模之大肯定会超越一般的上市公司，作者以内部审计为案例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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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就其独立性和工作性质提出了四大建议，同时也总结了家族企业发展中存在

的一些弊端，作者认为这些弊端往往不是美的一家上市公司会存在的，但凡是家

族企业都会存在自身的缺点，因为家族企业自身的性质就决定了，它和别的企业

存在不一样的地方。美的集团创立差不多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之所以能发展越来

越厉害，是因为内部审计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也为其他家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思路。 

本文认为，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利弊共存，家族企业本身的家族特色既可

以使企业降低管理成本，提高企业效率，但同时也会使企业因为固步自封，权力

过度集中而错过发展机遇。企业的优点主要是家族企业一般是由家族成员中的创

始人担任企业的核心领导，其企业中的家族观念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占据了很大

的作用，因此家族成员对企业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和使命感，使得企业内部的

信任危机大大降低，并且能够缓解企业因两权分离而出现的代理问题。缺点就是

早期在内部，往往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什么权力，而且

就算权力能到达其他人手里边，也是在家族内部的几个成员内流动，所以导致了

企业内部会有很多不公平的事儿发生，导致了企业有时候不能正常发展。但无论

是优点还是缺点，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依然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中，而且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变化，优点与缺点也可能会相互转化，因为家族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结构，研究其优缺点可以为题目的分析打下坚实的基础。 

2.3 关于管理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由于创新本身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企业如果想在创新上有所突破，对于

企业的管理者而言必须具有一定的综合素质能力和冒险精神。Biais, Rochet 和

Woolley (2015)研究发现，企业内部产出专利数最快的时候往往使企业引入新管

理者的时候，因为公司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后，可能现有的运营体系和思维

理念相对固化，需要引入“新鲜的血液”来给企业增加新的活力，而且新管理者

进入公司的时候风险预防措施的实施并不是那么严格，因此可以使企业在开展创

新活动的时候难度系数更低。Cláudia, Ferreira 和 Matos（2019）研究了管理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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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对创新的影响，通俗的讲就是，学历越高，越能促进企业的创新，因为创新

是需要知识作为前提的，没有知识，何谈创新。而且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已

经越来越明显了，所以管理者越是有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肯定越好，只要不

断提高管理者的各方面的能力，才能保证企业创新的效果越来越好。而且通过之

前的总结，也不难发现，管理者有时候会对企业的创新有关键性的影响，包括首

席执行官以及董事会的成员们，所以企业要是想有所突破，管理者的作用不可忽

视。William 和 Liu （2019）首先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发现管理者的基本信息会

对创新产生影响，比如受教育程度，性格，年龄以及自身的经济收入等基本特征

与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种研究是在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来进行的，作

者不仅认识到创新与金钱有关，而且还有人本身的各种因素有关，这完全符合理

论分析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的直观感受。刘子旭（2021）验证了过度自信的管理者

正向影响企业创新活动，企业的创新与管理者的性格存在内在关系，管理者对自

身能力的肯定程度几乎与企业创新的能力呈现正相关，但是企业面临的风险也会

随之提高，在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中高新企业中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的正向

影响更为显著，企业创新的时候，都是打破原有物质的基础上进行的，任何创新

在一开始往往并不会被大部分人认可，都会被认为过度自信，因此对自身力量的

肯定也会促进企业的创新 

通过对之前学者研究的分析总结，可以得出管理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十分明

显，而且根据组织行为管理学的相关理论也可以证明这种现象的客观真实性。在

企业内部管理者的综合能力以及爱冒险的品质称为这些因素中最关键的两个因

素，按照原先运营方式来发展的企业会因为管理者的个人行为而使得企业的创新

周期缩短，同时这种特点还存在于整个市场竞争的行为之上，虽然管理者喜欢冒

险的程度几乎与企业创新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创新的风险同样不小，如果创

新带来的收益并没有达到预期，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因此管理者

企在做出创新决定的时候也要尽可能考虑实际面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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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家族成员参与度对企业创新的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对于家族企业创新能力要求的日益增加，

家族企业管理者创新意识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家族管理者开始思考，如果自

己一直大权在握，是否真的会有利于家族企业的创新发展？而且之前的文献也总

结出创新必然伴随着风险，创新的收益几乎与管理者的冒险程度呈现正相关的关

系。但是家族成员在面对企业创新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家族社会情感财富，创

新并不是企业发展战略中的核心目标，但是如果想要企业能够在生存下去的话，

创新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话题。正是在这样看似矛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

开始关注参与度和企业创新的关系，并且都表达了自己相应的观点和看法。 

Villalonga 和 Amit （2006）提出了家族控制对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并

且分析了家族权力集中度对创新的影响。作者认为家族成员在企业中的参与度，

与大部分企业的创新呈现出一种非线性型关系，这在当时非常具有参考意义，但

是作者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变量非常多，后来的学者也开始逐步缩小研究

范围。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家族企业创新能力的治理方式提出了相对于之前学者

不同的看法，而且采取的研究方法也更符合现实情况，最后运用计算机处理器得

出结论，精确度更高。赵敏（2017）在研究中表明：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太过

于频繁的话，会对企业的创新造成损害，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单纯的线性关系，提

倡“去家族化”来实现家族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赵天真（2021）分析了中小家

族企业投资机会、融资约束与研发创新的关系，认为中小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参

与日常事务有益于促进研发创新；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运行结果可以表明，融

资约束确实在我国中小企业增强自身研发创新的过程中成为了“卡脖子”的问题；

此外，还发现融资约束在企业投资机会与研发创新之间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但

是在家族企业中，融资约束的负向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

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资金紧张，从而对企业的研发创新起到积极影响。赵

勇(2021)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提出了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的

影响，这是的研究更加具有学术意义，因为这不仅是企业创新的影响，同时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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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根据创新的能力来衡量企业的传承。目前学术界关于家族成员参与度对企业

创新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得出的结论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产生一定的变化。刘

欣然，张少阳（2022）研究了手足共同治理企业的影响，主要是针对企业创新领

域的，作者发现的观点非常贴近现实生活，他在研究大量的家族成员经历的时候，

发现家族成员有过“苦难经历“，将来治理企业的时候，会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

他的研究是将客观事实与主观经历结合起来，这样的研究结论可是说开创了家族

企业研究的另外一个视角。 

本文认为，家族成员在企业中的参与度对企业创新存在影响，需要在总结前

任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其中的内在关系，目前国内外并没有得出一个共同认可的

结论，企业的类型不同，得到的结论往往也不同。家族企业和企业创新两个研究

因素都是是十分复杂的，家族企业本身的家族特色既可以使企业降低管理成本，

提高企业效率，但同时也会使企业因为固步自封，权力过度集中而错过发展机遇。

家族成员在企业中的参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也会逐渐成为一个同时受学术界

和企业关注的话题。 

2.5 相关理论 

2.5.1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倡导两权分离，它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产物，

家族企业内部的环境，一般人真的很难去理解，其中内部的运行逻辑有时候也

不符合一些特定的规律，经营权和所有权是家族企业经常很难处理的两个权

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家族企业的权力如果一直掌握在少数人手

中，其实这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人终究是有感情的个体，

在面临权力集中的时候，都不能保证自己做出的决策就是最好的，如果换一种

思路，把所有权和控制权两权分离，那么企业在面临决策的时候，就会有不同

的思想进行融合，这样对企业本身就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家族成员也不能保

证职业经理人对企业本身是否如同自己那样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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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引入的管理者，在进入家族企业的时候，并不是说有多么崇高的理想，而

是出于对物质的考虑，也有少数外来管理者会将企业是为自己的“家”，但是

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委托代理也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随着社会经济规

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知识更新周期的不断减少，委托代理也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

势，而且委托代理关系已经在社会上广泛存在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必须通过

委托代理来解决，所以委托代理理论也是本文十分关注的一个理论，因为委托

代理理论符合当今社会的主流契约精神，比人情世故那些更容易让人接受，委

托代理理论不仅仅为家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特定的方法，同时也为社会各

界处理问题提供了一些独特的参考建议。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特点就是权力过

度集中，家族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几乎与家族管理者的综合素质呈现正相关，

但是如果企业管理者的能力有所欠缺的时候，企业会出现很大的管理漏洞。后

来也有学者认为家族企业存在“双重三层”代理问题。 

2.5.2 管家理论 

管家理论可以说是对委托代理理论的补充说明，使得在分析家族企业发展

的时候，多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得宏观分析更加准确。管家理论认为经理人

和委托人虽然在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任何相关性，但是他们的作用殊途同归，都

存在为企业的效益而奋斗的宗旨，可以说是一种对立而统一的关系，因为随着

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在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以后，职业经理人也希望得到

精神上的认可，如果一个经理人在家族企业长时间工作，却不能得到其他人的

认可，那么毫无疑问，他的工作生涯是失败的，这种心理上的打击可能并不涉

及物质财富那些，但是他人的忽视对经理人的影响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经理

人如果不能自我实现，那么对其工作的热情也会大打折扣。相反，如果职业经

理人在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以后，还能得到企业员工的认可，这会大大增加职

业经理人对于企业本身的责任感和认同感，这种非物质财富可能也会使得职业

经理人在面临企业困境的时候，选择与企业共度难关，这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

情感，而是这种情感可以作为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组成部分，对企业的发展起

到促进作用。管家理论在当今的社会中发挥的指导作用越越来越明显，它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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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追求情感价值的一个侧面反映，在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中，管家理论发挥的

效果也是而非常明显的。 

2.5.3 利他主义理论 

利他主义理论认为个人要把自己的价值贡献给他人，团体以及整个社会，而

且在做出每件事情的时候，最初的目的都是出于慈善，也不期望能够给自己带

来回报。在家族企业中利他主义是经常存在的，但是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企业利

他主义理论绝对不能作为企业的核心思想，如果企业的管理者将利他主义作为

家族的核心思想，那么企业的管理者就是不合格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慈善家。

但是利他主义理论是我们研究家族企业必须要参考的一个理论，因为家族企业

内部好多问题，通过基本的逻辑和分析是无法解释通的，而且家族成员内部为

了企业本身，做了许多不求回报的事，这种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家族成员对

于家族本身的利益重视程度甚至会超过对“小家”的利益重视程度，因此家族

成员在付出体力和劳动的时候，往往并不会在意自己的付出与回报是否符合主

流认可观点，而且家族成员更多的并不是在意自己在企业中获利的多少，而是

希望得到家族成员的道德认可，这种非物质满足感使得家族企业不管遇到什么

挫折困难，都会一直为企业而奋斗。家族上市公司家族成员密切的亲缘关系和

强大的集体主义文化孕育了家族上市公司特有的关系治理模式。 

委托代理理论是本文理论视角的核心，在家族成员参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

响上，家族成员如何参与企业才能够既保证家族企业的特色，同时用能促进企

业的创新，委托代理理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理论视角。21 世纪的今天人们依

旧去思考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这个话题可以说是古老而现代的一个话题，它

不仅对企业内部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同时整个社会也在思考和它有关的相关

问题。现有的研究学者为了更好的研究如何让企业更好的传承，可以说已经费

尽心思了，但是不管人们如何努力，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虽然

到目前为止，本文的核心理论也就是委托代理理论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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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理论的优势也很明显，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多多学习前人理论的基础

上，去创造更新的理论，从而促进企业的良好发展。 

2.6 文献述评 

目前在现有的文献中关于企业创新的话题，国内外都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

究，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出结论，企业的创新难度一般较大，而且影响

企业创新的因素也非常多。目前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这一研究板块，对于家族

企业这类话题也应该涉及历史文化、宗族观念、权力分配、战略规划、市场营

销等多个领域，因为家族企业本身的治理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难度系数更高，

而对家族企业内部环节的相关研究，目前受关注程度还相对较少。现有的研究

成果为本文开展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基于研究现状和当前研究所存在的

不足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目前学术界对于家族企业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

缺点：1）对家族企业的研究过度关注于经济本身，学术界认为家族企业之所以

能经历各个时代的考验，最终顽强的存在于我们周围，主要是因为家族成员对

经营业绩的重视。经营业绩是衡量一个企业好坏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却不

是唯一因素，一个优秀的家族企业还要参考其他衡量指标。2）对家族企业创新

的研究相对来说很少，因为在提到家族企业这个词语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首

先与血缘挂钩，认为家族企业必然是一个传统类别的行业，与主流观念中的新

型产业不一样，其实这种观点也是不全面的，家族企业虽然存在家族特性，但

是按照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家族企业也在逐步的融入社会发展的潮流，对创新

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明显。因此未来学者可以增加对家族企业创新领域的研

究。3）缺乏感性因素的分析。目前对于家族企业的研究学术界通过数据分析模

型来验证结论的有效性，但是家族成员内部的感性因素并不弱于理性因素，如

果能够将理性因素和感性因素结合起来，那么最终得到的结论才是最符合现实

情况的。在目前关于家族企业的相关文献中，还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许多非

常有名的专家和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会影响到一个企业的经营发展，

这种观点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许多年轻学者看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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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几乎和封建思想文化划等号因为儒家文化家族企业治理研究中，诸多学

者认为“家文化”对企业发展有阻碍作用，不仅会影响到个人的发展，同时也

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因此好多学者想要删除掉这种文化在企业中的影响作

用。但是当我们打开中国发展历史以及世界发展历史的时候，不难发现儒家文

化其实对家族企业的影响都是利大于弊。儒家文化对于家族企业的产生以及发

展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除了血缘关系外，同时还会涉及一些伦理道德，从

而使得而个体价值与儒家文化的统一，在儒家文化的作用下，家族企业得到了

很好的发展。这一家文化氛围可以使得家族企业更好的发展。 

在分析之前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发现，企业内部因素往往是影响企业创新的

重要因素。“打铁还需自身硬”，社会的发展一直都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中，

只有不断提高家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才能保证企业创新的发展，最终才能在

社会竞争中生存下来。因此我的论文研究方向主要是，将家族成员在企业中的

参与度和企业创新同时进行研究，探讨它们两者到底存在怎样的一个关系，同

时还需要结合一些感性因素，就是家族成员内心的真实想法，以及血缘关系的

重要性，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的三大理论，在得出结论以后，提出适合实际情

况的建议，为家族成员和企业创新提出最合理的建议。同时本文在学习和参考

之前学者的基础上，一直都是批判的吸收和继承前人的观点，在分析前人的研

究成果以后，总结出他们的不足，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样的研究更加严

谨，也更加具有实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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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理论框架

 

图 2.1 研究理论模型图 

图片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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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究方法介绍 

无论是家族企业还是企业创新都备受关注，因此本章的主要目的是提出研究

假设来论证家族成员参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关系，并且对论文的研究方法

具体阐述。同时提出了关于论文研究的理论模型，并且关于数据如何具体的分析

也做了详细的说明。 

3.1 提出假设 

创新是本身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物力，即使在满足创新所需的客观条件以

后，也不能保证创新的产出。其次创新需要建立在多元思维以及理论高度的基础

之上，经过多轮的脑力激荡，最终才能产生创新产品。企业在做出创新决定的初

期，原始的本意是希望创新可以为企业带来利润，但是在现有的创新产品中，能

够为企业带来科技突破以及经济效益提升的创新产品很少。冯媛(2021)指出，相

比于国有企业，中国非国有企业对风险更加敏感和厌恶，家族企业更为突出。作

者并不是个例的观点，对与家族企业创新这件事，在学术界普遍存在这样的观点，

而且根据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可以发

现老一辈人对创新有时候并不是特别感冒。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家族企业的成

员往往十分忠诚于家族本身，他们认为企业是自己用毕生心血来经营的，所以一

般不会用企业的风险来换取创新的不确定性以及收益性。 

家族成员为了维持家族企业现有的经济情况以及自己在家族企业中的地位，

通常不太喜欢有挑战的活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普遍认为稳定是幸福生活的前提，

主要是儒家思想长期在中国文化氛围中的影响造成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家

族成员在面对是否要做出创新决策的时候，通常是直接拒绝。其次家族企业对创

新的回报要高于一般的企业，因为家族企业内部的管理非常复杂，在创新这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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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如果想要有所突破的话，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与成本，会对创新成果要求更高的

收益补偿，而且往往是家族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要求的收益补偿也越高。

而且家族企业还会出现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比如家族企业的研发团队发现了非

常具有意义的创新项目， 因此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H1:家族成员在企业管理中的参与度越高，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越大。 

H2:家族成员在企业管理中的参与度越高，对企业专利产出的抑制作用越大。 

由于不同行业之间，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在企业中的参与度是并不完全相同

的，因为企业类别不一样，那么家族成员在企业日常管理上使用的方法肯定不一

样，而且好多企业家族成员不能过分干涉科研人员的日常工作，在那些高精尖领

域中，专业人才的作用非常明显。部分行业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家族成员在

企业当中的参与度较高，但是家族企业普遍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对待风险的厌恶

性以及高度重视家族社会情感财富，因此为了使实验结果具有稳健性，也为了比

较研究结果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本文将样本中的企业根据所属行业的不同分

进行归类和总结，并且按照相关模型进行分析，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 不同行业的家族企业，家族成员的参与度增加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

但是抑制效果不尽相同。  

H4: 不同行业的家族企业，家族成员的参与度增加会抑制企业的专利产出，

但是抑制效果不尽相同。 

为了减少实验的偶然性，增加实验的稳健性，本文采取替换解释变量来进一

步验证结果，本文采取董事会家族成员占比替换之前的解释变量。之所以选择用

董事会家族成员占比替换，主要是因为董事会的作用确实太大了，不仅可以参与

企业的计划的制订，同时还具有一些特定的权力，比如说，奖罚功能以及召开大

会的功能。在家族企业中董事会的作用更加突出，除了具有以上的功能以外，在

家族企业的传承中，董事会也能影响到这个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董事会在家

族企业的作用也十分的突出了，如果董事会家族成员占比越高，对企业本身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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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肯定是不一样的。因此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本文采用家族成员董

事会占比替换解释变量董监高占比，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董事会家族成员占比越高，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越大。 

H6:董事会家族成员占比越高，对企业专利产出的抑制作用越大。 

表 3.1 研究假设总结 

序号                              假设内容 

H1                    家族成员参与管理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 
H2                    家族成员参与管理会抑制企业的创新产出 

H3   不同行业家族成员的参与度与企业研发投入均为负相关关系但不尽相同 

H4   不同行业家族成员的参与度与企业专利产出均为负相关关系但不尽相同 
H5         董事会家族成员占比越高，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越大。 
H6         董事会家族成员占比越高，对企业专利产出的抑制作用越大。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3.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主要是收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

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因此本文查阅了大量的有关家族企业以及

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在分析和研究前人的理论成果以及不足之处后，使得本

文能够站在一个较为全面的视角来进行论证。因此本文是在阅读大量的国内外

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最终分析家族成员参与度对企业创

新的影响。现有的文献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同时本文的研究

成果也会使该理论的研究成果更加完善。 文献法是本文实证研究中最为基本的

研究方法，它不仅可以让我全面的认识家族企业，同时也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

崭新的思路。 

2)统计分析法。在学术界主要是运用数学方式，建立数学模型，对收集的

各种数据及资料进行数理统计和分析，形成定量的结论。在本文中，首先要通

过 CSMAR 数据库收集到家族企业的相关数据，包括家族成员的董监高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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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以及相关控制变量的数据收集，在数据分析时，

首先要对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使得对样本有一个整体的描述，其次，

通过相关性分析初步判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为家族成员参

与度与企业创新并不是单纯的函数关系，而是一种线性关系；再次，通过多元

回归分析法进行验证，因为家族企业的创新还会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需要建

立多元回归模型来判断回归系数的正负及绝对值大小；最后，再进行稳健性测

试检验回归分析结果是否稳健，本文主要是替换解释变量以及按照行业进行划

分，从而得出研究结论，并且在得出结论后，考虑企业实际发展情况来提出符

合实际情况的观点。统计分析法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定量研究非常实用的方法，

因此本文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去研究论文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关系，

从而得出合理的结论。 

3.3 调查研究和数据收集 

最初学者们关于家族企业数据来源多为访谈调查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访

谈法逐渐被统计分析法所取代，目前学术界基本上不再使用访谈法作为家族企业

研究的首选方法了。首先访谈法收集到的样本为打分不连续数据，包含了调查者

与被调查者的主管性，得到的结果并不能真实反映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

其次如果直接采用访谈法的话，收集样本的难度极大，而且多为某一区域的家族

企业，得到的结果只能反映极个别企业的创新情况，实验误差非常大，得到的最

终结论不具有说服力，因此本文的财务数据将从上市家族企业相关财务报表披露

中获得的客观连续数据，而且收集到的数据准确度较高。 

本文之所以选取 2013-2016 数据主要原因是：2019 年以后家族企业受新冠疫

情影响较大，收集的数据不具有实证性，而 2019 年之前数据保存较为完善的年

份就是 2013 年到 2016 年，其余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因此本文选取 2013

到 2016 家族企业的面板数据。并且去除了国泰安数据库中不符合要求的一些行

业，比如金融行业以及带有*标志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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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对象的描述 

3.4.1 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参与度（解释变量） 

国泰安数据库中关于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的衡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衡量指

标，主要是董事，监事以及高管，这三者中的家族成员占比，我们可以作为解释

变量来存在，国泰安数据库中称之为董监高占比。因为家族成员在企业中大多从

事管理者，而且真正能够影响到企业创新决策的往往都是管理层。 

3.4.2 企业创新（被解释变量） 

目前学术界对于创新的衡量方式非常明确，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即通

过研发投入占比以及专利产出来衡量，但是由于每个企业的情况不一样，所以

导致申请的专利数差别非常大，同时也为了计算简便，结果醒目，我们不适用

专利数本身的数值，区 Ln 值，同时在后边加 1，因为如果企业专利数为 0 的

话，则无法取到自然对数。 

3.4.3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总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是企业经营好坏最为直观的体现，而

且每一个变量都可以用具的数字表示，和企业的日常经营高度相关。这些变量

都会对企业的创新造成影响，但是公司规模、总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都不

是本文主要关注的变量，因此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来分析。因此本研究模

型设置了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CALE)、总资产收益率 (ROA)、资产负债

率(LEV)。 

3.4.4 变量汇总 

表 3.2 总结了变量符号和释义，研发支出、专利数量、董监高人数占比、

公司规模、总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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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变量汇总图 

    变量名称 计算公式 

INNO-INPUT 研发支出/总资产 

PATENT Ln（专利数+1） 

FAMILY 家族成员担任董监高的人数/董监高总人数 

SCALE Ln（总资产） 

ROA 净利润/总资产 

LEV 总负债/总资产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3.5 数据分析模型设计 

模型 3-1 是关于家族成员参与度与创新关系的模型，在模型中加入了时间固

定效应，其目的是控制不随个体而变但是随时间而变的特征。 

INNOVATIONi，t = β0+β1FAMILY i，t -1+β2CONTROL i，t -1+YEAR i，t -1+εi，t -1  

（3-1） 

如果回归系数 β1 为正，则会起到促进作用；如果回归系数 β1 为负，则会起

到抑制作用。 

为了保证实验结果具有稳健性，本文将筛选出来的家族企业按照行业进行划

分，研究不同行业的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参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同时用

董事会家族成员占比替换原解释变量，保证实验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模型

3-2 和 3-3 进一步验证家族成员参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解释变量依旧采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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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被解释变量一期的数据，并且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 

 

INNOVATIONi，t =α0+α1INDUSTRY i，t -1+α2CONTROL i，t -1+YEAR i，t -1+εi，t -1 

（3-2） 

分别将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代入模型 3-2 中，则回归系数的正负分别验证假

设 3 和假设 4 的推断，如果回归系数 α1 为正，则会起到促进作用；如果回归系

数 α1 为负，则会起到抑制作用。并且回归系数绝对值的大小也决定影响程度的大

小。 

INNOVATIONi，t = θ0+θ1FamDirNumber i，t -1+θ2CONTROL i，t -1+YEAR i，t -1+εi，t -1 

（3-3） 

分别将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代入模型 3-3 中，则回归系数的正负分别验证假

设 5 和假设 6 的推断，如果回归系数 θ1 为正，则董事会家族成员占比越高，对企

业创新会起到促进作用；如果回归系数 θ1 为负，则董事会家族成员占比越高，对

企业创新会起到抑制作用。



 

第 4 章 

关于家族成员参与度对企业创新的实证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4.1.1 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在经过筛选以后，剔除了不符合条件以及存在数据缺失的企业，一共保

留了 204 家企业，同时采用 SPSS24.0 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样本进行一个描述

行统计，描述统计的结果在表 4.1 可以完整的反映出来，描述性统计有四个指标

来衡量，其中 PATENE 和 SCALE 两个量并不是其数值本身，而是在取 LN 值后

的一个量，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实验的极差性以及使得数据更加醒目，同时在计

算的时候更加简便。描述性统计首先对国泰安数据库中关于家族企业的数据有一

个基本的了解和把握。保证实验能够顺利进行的一个前提，实证研究的第一步往

往都是非常重要的。 

表 4.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FAMILY 
 

 
0.0455 

 
0.3684 

 
0.1571 

 
0.0715 

 
INNO-INPUT 

 

 
0.0005 

 
0.0850 

 
0.0248 

 
0.1398 

 
PATENT 

 

 
1.0986 

 
10.8828 

 
4.9263 

 
1.3791 

 
ROA 

 
-0.1617 

 
0.0278 

 
0.0606 

 
0.5466 

 
LEV 

 
0.0080 

 
0.8282 

 
0.3039 

 
0.1737 

 
SCALE 

 
19.2176 

 
25.2974 

 
21.3512 

 
0.8918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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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不同行业家族企业描述性统计 

本文将样本中的家族企业分为计算机软件行业、生物医药行业、日常消费

制造业以及工业四大类，并且对不同行业中家族企业的家族成员参与度、研发

投入以及专利产出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1) 不同行业类型的家族成员参与度 

图 4.1 结果说明，生物医药行业的参与度最高，而工业类别的参与度最低，

因为在涉及科研技术等尖端领域的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往往更喜欢让核心技

术在企业内部流动，企业的核心技术泄露的风险也就越大。在工业类型的家族

企业中，家族成员参与度最低，因为工业生产往往具有自动化、标准化以及流

水线等特点，在企业运行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一种“多劳多得”的情况。而且

在工业类别的家族企业，经常会出现管理层长时间处在生产一线的情况，这也

使得家族成员和非家族成员之间的隔阂进一步消除。因此家族成员参与度和企

业本身的类别也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之间存在的

差别并不是有非常大，这主要是由于企业本身的特质决定的。  

 
图 4.1 不同行业家族成员参与度 

图片来源：笔者自行整理 

计算机软件行业  生物医药行业  日常消费制造业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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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行业类型的研发投入 

从图 4.2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计算机行业发展的趋势日益迅猛，无论

是经济高度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出于上升期的发展中国家，由于 IT 行业具有

高薪的诱惑以及技术专业性，因此计算机领域的研发在短时间内投入大量的费

用，从而可以创造市场竞争的优势，即使是家族企业也不例外。工业类别的家

族企业由于具有收益稳定性以及资本的强循环性，因此并没有必要大量投资创

新来促进企业的发展，这也就使得工业类型的家族企业研发投入所占比重最

低。而且根据目前的行情来分析的话，企业创新的能力与投入的资金总体上呈

现正相关的趋势，可能行业有所差别，但是基本上大同小异。 

 

图 4.2 不同行业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 

图片来源：笔者自行整理 

3) 不同行业类型的专利产出 

图 4.3 的分析结果说明，计算机软件行业目前是一个十分热门和火爆的企业

类别，而且计算机软件行业运行速度快以及青年型人才所占比重较多，这也使得

计算机软件行业专利产出较快。生物医药行业往往是以医学和生物化学为主要指

计算机软件行业  生物医药行业  日常消费制造业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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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理论，研发过程本身就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是“马拉松”式的研发历

程，而且研发成功后，并不能第一时间得到认可，需要临床试验来证明其有效性。

因此生物医药行业类型的家族企业由于技术门槛过高，再加上医药类别的创新产

品的检验周期过长，所以导致了生物医药企业产出专利最低。专利数一直都是企

业发展好坏的一个重要参数，专利数的多少决定了企业创新产出的效果，而专利

质量的高低决定了是否能够掌握前沿科技。 

 

图 4.3 不同行业家族企业的创新产出 

图片来源：笔者自行整理 

 

 

 

 

 

 

计算机软件行业  生物医药行业  日常消费制造业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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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相关性分析 

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家族成员参与度与所有的变量都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企业成立时间短，处在成长期阶段，这个时候需要家族成员大量参与企业的经营

管理，因为家族社会情感财富这个时候能发挥非常强大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现象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说明了在中小家族企业，家族成员参与度高，可

以促进企业的创新。通过相关性分析，我们也发现了以下主要的结论：大体得到

家族成员参与度对创新的投入和专利产出的影响为负，但是企业的创新不仅仅与

家族成员参与度有关系，还会涉及到资产负债率等多个因素，因此还需要建立多

元回归模型来证明假设是否成立。 

 

表 4.2 相关性分析  
 FAMILY INNO-

INPUT 
LN
（PATENT） 

ROA LEV SCALE 

FAMILY 1      

INNO-INPUT -0.085* 1     

LN
（PATENT） 

-0.087* 0.208** 1    

ROA -0.014 0.246** 0.028 1   

LEV -0.184* -0.058 0.257** -
0.232** 

1  

SCALE -0.205** -0.076* 0.478** 0.019 0.526** 1 

*.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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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回归分析 

在表 4.3 总结了家族成员参与度对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分析，在研发投入和

专利产出分别滞后三期进行说明，这样使得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图表中的结论

主要是：家族企业中董监高的占比（FAMILY）对企业研发投入（INNO-INPUT）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2（滞后 1 期），-0.009（滞后 2 期），-0.017（滞后 3 期），

其中 R2 的值分别为 0.0218（滞后 1 期），0.0018（滞后 2 期），0.0083（滞后 3

期）。家族企业中董监高的占比（FAMILY）对企业专利产出（PATENT）的回归

系数分别为-1.120（滞后 1 期），-2.303（滞后 2 期），-1.497（滞后 3 期），R2

的值分别为 0.0041（滞后 1 期），0.0151（滞后 2 期），0.0056（滞后 3 期）家族

成员参与度对专利产出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要大于家族成员参与度对专利产出

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说明了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的过程中，不仅仅会减少研

发的投入，同时家族企业自身的管理特点会无形的打击到员工创新的积极性,由于

员工同时受到研发投入减少以及权力进一步集中的影响，使得专利产出更少。最

初提出的数据模型，回归系数为负数，说明了两者呈现负相关，验证了假设 H1 和

H2 的假设成立，说明了参与度与创新并不是相互促进的，而且从下边的的多元回

归模型中，也可以发现，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与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存在正相关

的关系，而与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并不是说公司规模越大，

企业不重视创新，而是创新的资金可能都是大同小异，所以公司规模越大研发占

比越低。而公司的专利产出与控制变量均为正相关的关系，说明了公司规模越大，

资金流动越快，对专利的产出都是有良好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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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回归结果分析（家族成员参与度对创新投入的回归） 

变量 滞后 1 期 滞后 2 期 滞后 3 期 

FAMILY -0.022 -0.009 -0.017 

ROA 0.064 0.054 0.037 

LEV -0.006 -0.008 -0.008 

SCALE -0.024 -0.012 -0.027 

R2 0.0218 0.0018 0.0083 

时间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表 4.4 回归结果分析（家族成员参与度对专利产出的回归） 

变量 滞后 1 期 滞后 2 期 滞后 3 期 
FAMILY -1.120 -2.303 -1.497 

ROA 0.064 0.054 0.037 

LEV 1.899 1.765 1.875 

SCALE 0.728 0.656 0.759 

R2 0.0041 0.0151 0.0056 

时间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4.4 稳健性检验 

4.4.1 按照行业进行回归 

不同行业之间家族成员在企业管理中的参与度是不同的，在描述性检验那

一节的内容中可以得出结论：从表 4.5 中可知，对于所有的行业，都存在着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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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成员在企业管理的参与度越高则企业创新产出越少的现象。其中，计算机

行业和日常消费行业回归系数的绝对值相对更高，说明新兴产业的专利产出更

容易随着家族成员的参与度的提高而下降。计算机行业、生物医药行业、日常

消费行业和工业四个行业从家族成员参与管后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逐渐增大，

说明了家族成员在参与企业管理的过程中对创新始终有着排斥的态度。通过将

样本企业按所属行业的不同分别进行回归，发现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

影响关系并没有改变，研究的结论具有稳健性，同时验证了 H3 和 H4的假设。

而且我们从以下两个表格能看出来，对于研发投入的回归，回归系数数值的本

身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主要是由于家族企业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即要保证家

族特色，同时也要促进企业创新。但是专利产出的差距非常大，其中受影响最

大的是计算机行业，因为计算机中年轻人占比较高，对家族观念的认可度低于

长辈们，受影响最小的是生物医药行业，因为生物医药行业的专利周期非常

长，即使有什么发明创造，也需要大量的实验以及数据作为支撑，所以这使得

生物医药行业的影响最小。同时我们还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不同行业采取

的管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同行业在制订创新战略的时候，可以根据自身

的具体情况，制订适合自己的发展规划。而且回归系数的数值本身不仅证明了

结论的有效性以及稳健性，也为不同类型的家族企业的管理提供了不同的思

路，从而使得本文的研究结果更加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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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不同行业回归结果分析（家族成员参与度对创新投入的回归） 

变量 计算机 生物医药 日常消费 工业 
FAMILYi-1 -0.0190 -0.0181 -0.00284 -0.0103 

R2 0.0064 0.00156 0.0432 0.0056 

FAMILYi-2 -0.0191 -0.0072 -0.00235 -0.0271 
R2 0.0058 0.0030 0.0257 0.0528 

FAMILYi-3 -0.0195 -0.0270 -0.00263 -0.0281 
R2 0.0062 0.0404 0.0043 0.08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表 4.6 不同行业回归结果分析（家族成员参与度对专利产出的回归） 

变量 计算机 生物医药 日常消费 工业 
FAMILYi-1 -3.9447 -0.2156 -2.2463 -1.4941 

R2 0.0471 0.0008 0.0128 0.0201 

FAMILYi-2 -3.879 -0.5567 -3.5213 -1.9632 
R2 0.0467 0.0004 0.032 0.0492 

FAMILYi-3 -4.3017 -0.5236 -1.9743 -1.9984 
R2 0.0439 0.0404 0.0043 0.08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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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替换解释变量 

为了使我们的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我们采用家族企业中的家族成员董事会

占比替换最初的解释变量，然后根据第三章设计的数据分析模型来验证假设是

否成立，根据以下的结果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董事会的占比会抑制企业的创

新，对两个子因素均为抑制作用，且从家族成员参与管理后对专利产出的影响

也是逐渐增大。同时验证了 H5 和 H6 的假设 

表 4.7 回归结果分析（替换解释变量后对研发投入的回归） 

变量 滞后 1 期 滞后 2 期 滞后 3 期 

FAMDIR-
NUMBER 

-0.015 -0.007 -0.005 

R2 0.016 0.013 0.0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表 4.8 回归结果分析（替换解释变量后对专利产出的回归） 

变量 滞后 1 期 滞后 2 期 滞后 3 期 

FAMDIR-
NUMBER 

-0.644 -1.233 -0.999 

R2 0.003 0.011 0.0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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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假设汇总 

表 4.9 研究假设及结果 

序号                              假设内容                     结果 

H1   家族成员参与管理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                      成立 
H2    家族成员参与管理会抑制企业的创新产出                     成立 

H3   不同行业家族成员的参与度与企业研发投入均为负相关关系但不尽相同  
成立 

H4   不同行业家族成员的参与度与企业专利产出均为负相关关系但不尽相同  
成立 

H5    董事会家族成员占比越高，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越大。   成立 
H6  董事会家族成员占比越高，对企业专利产出的抑制作用越大。     成立 



   

第 5 章 

结论与启示 

本章将对从 CSMAR 数据库中选取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和总结，得出本次研

究中关于家族成员参与度和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并结合家族企业的自身特色和

所处的市场环境，提出适合家族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及做出未来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文在总结了之前学者关于家族企业以及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以后，借助国

泰安数据库提供的详细企业数据，研究和分析了家族成员参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

响研究。在剔除数据缺失的企业之后共保留了 204 家企业，后结合 SPSS 24.0 进

行了分析。 

1）家族成员参与度与企业创新存在负相关。2）行业不同，家族参与度与创

新都是负相关关系，但是最终影响的大小不一样。3）董事会家族成员占比越高，

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就越大，说明了家族成员在管理层的占比越高，都会对创

新产生抑制。由于创新本身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投资风险性，而家族成员往往出于

对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护，在做出投资决策的时候，往往会经过十分慎重的思

考，因此，家族成员在面对创新决策的时候往往会拒绝开展有风险的创新活动。

企业的创新一般需要稳定的资金投入，而家族企业在考虑代际传承的时候，投资

资金会更加谨慎的使用，这也会使得企业在研发投入的资金会更少。因此家族企

业如果要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必须适当“去家族化”，同时引入职业经理人进

行企业的管理，在保证家族特色的前提下，广泛吸收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通过本文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1）家族成员参与度与创新存在负相

关。2）需要引入一些专业人士来参与企业的管理。3）家族企业需要通过“去

家族化”来保证企业的创新能力，但是“去家族化”的程度要控制在一个合理



44 

 

的范围，家族企业的根本性质不能改变。研究结论可以为家族企业成员更好的

参与管理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同时对提高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提供合理的方

法。 

5.2 研究启示 

5.2.1 对家族内部成员的启示 

家族成员之所以在企业内部能够凝成一股绳，是因为他们以血缘和亲情为基

石，在企业内部中，这种血缘关系在企业内部能发挥出难以想象的能量，人类都

是有感情的个体，血缘因素会很大程度上激发人自身的潜力，所以导致了家族企

业能够经历历史的重重考验，最终能够顽强的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但是家族成员

过多的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其实对企业本身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家族成

员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很难完整的区分企业和家的本质区别，以及家族内部的

相互关系，这也使得家族成员在处理相关问题的时候会变得非常复杂，因为在中

国这样注重传统文化的国家里，可能并不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旦涉及到人情因

素，这件事往往会变得非常复杂，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家族成员不仅仅要处理

家族内部问题，而且还得处理和企业有关的各种问题，这就使得对企业创新的重

视程度会大大降低，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创新能力，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而且

是不能被忽视的。因此，如果我们想在维持家族特色的前提下，促进企业的创新，

必须在充分考虑现实因素的前提下，提出适合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目标。 

针对本文得出的结论，我们对家族内部成员提出以下建议：1）家族成员自身

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虽然职业经理人很多方面要强于家族成

员，但是家族企业的核心权力必须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如果家族成员在企业中

失去了话语权，不仅不会促进企业的创新，反而会使家族企业瓦解，因此家族成

员只有不断锐意进取，居安思危，才能在保留家族特色的前提下，促进企业的创

新。2）家族内部成员不要过分“抱团”，因为家族成员内部有血缘关系作为前提，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家族成员有时候会聚集在一起，但是家族成员同时也要和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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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一方面可以增加情感交流，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家族成员的

综合素质和能力。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都是企业重要的组成元素，他们两者之

间的默契程度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且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非常大的影

响。3）家族成员必须要把家族社会情感财富和企业经营业绩划分开来，不能混为

一谈，两者都是家族企业立身处世的基本力量，但是家族社会情感财富毕竟是家

族内部成员的特殊情感，不能把这种感情施加到职业管理者上，而是与职业管理

者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共同为家族企业做出自己的最大的力量。因此在面临企

业创新决策的时候，尽可能理性战胜感性。 

5.2.2 通过引入职业经理人对企业创新的启示 

目前家族企业通过引入职业经理人对引导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职业经理人不仅仅是对家族企业至关重要，同时整个民营企业也逐渐认

识到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因此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已经是一种潮流的趋

势。管理大师德鲁克在《大变革时代的管理》中对家族企业的发展提出过忠告：

家族企业想要实现代际传承的话，无论家族成员多么优秀，也无论他们受教育程

度多高，在企业的高管中至少要有一位非家族成员，因为非家族成员往往不会把

企业和家庭混为一谈，他们在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能够保持清醒的判断和理性

的思维。当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家族成员过多参与企业的管理会严

重影响到企业的创新。  

由于家族企业具有特殊的经营模式以及自身独特的家族企业文化，职业经理

人在家族企业扮演的角色区别于一般的企业。本文的理论视角是基于委托代理理

论，管家理论，利他主义理论三个方面来展开的，其中委托代理理论是本文的主

要理论视角。职业经理人在企业中的行为大多可以用委托代理理论来解释，但是

管家理论和利他主义理论只适用于少部分的职业经理人，因为职业经理人进入家

族企业的初衷并不是出于“慈善”的目的，而是带有很强的经济目标。虽然也有

一部分职业经理人已经把自己和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最终能够和家族企业

“风雨同舟”的职业经理人毕竟是少数。实现家族企业更优质的发展：首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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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职业经理人的时候家族成员可以为职业经理人分享家族企业的管理文化以

及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重要性，同时讲解企业最初创始人的艰辛与困难，帮助职

业经理人树立一种“忠诚”的价值观，使得职业经理人能够从内心深处认可家族

企业，而并不是言语上的认可。只有职业经理人充分认可企业的文化，他们才有

可能在企业的日常运转中，不遗余力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也可以经常性

地举办讲座和分享会，增加家族成员与职业经理人的感情交流，使得家族成员在

与职业经理人的交流沟通中学到许多有用的知识，使得家族成员在管理与决策上

更加科学化，从而使创新活动能够得到更好的开展。其次，增加职业经理人的福

利待遇，职业经理人进入家族企业的最初目的往往都希望获得一份满意的薪水，

只有尽可能满足职业经理人的物质需求，他们在企业的日常发展中才能为企业不

遗余力的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企业好的福利待遇也会增加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的

认同感，从而使得企业内部更加团结。最后，限制职业经理人的数量。家族企业

在引进职业经理人的时候应该秉持着“兵不在多而在精”的原则，因为过多的引

进职业经理人不仅不会促进企业的创新，反而会使家族成员的地位大大降低，甚

至瓦解家族企业。因此引入职业经理人的时候应该严格审核，保证其道德情操以

及综合管理能力与企业本身相匹配，最终促进企业的创新。 

5.3 研究限制与未来展望 

5.3.1 研究限制与不足 

目前本文在进行实证研究以后，对结论有了一个基本的概括，但是任何研究

都会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本文主要总结了以下不足： 

1） 样本对象的限制：本研究主要采用的研究对象是家族上市公司，上市公

司相对于一般的民营家族企业无论是自身的企业规模还是拥有资金的数量都具

有很强的优势，研究本文研究结论仅限于家族上市公司，对于其他中小家族企业

而言，本文结论和建议的参考价值较低。 

2） 未考虑新冠疫情因素：新冠疫情作为一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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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家族企业的影响则更大，因此本文的结论以及参考建

议，仅仅研究了新冠疫情之前家族企业的管理和创新情况。对目前家族企业的创

新参考价值不高，但是当新冠疫情过去后，结论仍然适用。  

3） 研究框架的不足：本文的控制变量采用了资产负债率，净资产利润率以

及企业规模来表示，但实际上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因素对本文的实证研究造成影响，

以后的学者可以进一步完善该研究的框架，使得结果更加严谨。 

5.3.2 未来展望 

家族企业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血缘和亲缘关系始终伴随着人

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程。具体来说，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内生性问题的探讨：由然而并未进一步实证企业创新是是否同时也会影

响家族成员的参与度，从而产生内生性的问题。在计量经济学中，双向因果也是

一个较为常见的话题，如果家族成员的参与度与企业的创新会产生双向因果关系

的话，则两者关系实证研究的难度会大大升级，则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还需要

考虑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模型，倾向值匹配，实验以及准实验等高难度模型。内

生性问题往往很难发现，有时候也并不容易得到解决，所以内生性问题需要具备

大量的专业知识以及数学思维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2） 创新方式的多样性度量：企业的创新衡量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一直处

于多样性的发展趋势。现有学术界的研究多以研发支出占比和专利申请量衡量家

族企业的创新水平，这两个指标是企业创新最为直观的体现，但是这两种衡量仅

仅能体现家族企业对研发创新的首末状态，创新的过程并不能完整的描述。在多

种因素的影响下，家族企业的成员并不一定是完全的风险厌恶者，尤其是家族内

部的少数职业人才以及年轻一辈都是家族企业创新的推动者。家族成员也会在创

新的风险性以及社会情感财富之间衡量，家族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有自己的

创新方式。 

 3） 未来详细因素的讨论：家族企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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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家族企业发展的因素非常多，在涉及研究论证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去探讨家族企业的发展。因为在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处理问题以血缘和亲缘为

导向，家族成员内部的关系也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中。在企业发展初期阶段，家

族企业创始人与家族成员往往有着“荣辱与共”的想法，在企业面临各种困难的

时候，家族内部成员的凝聚力往往能发挥出惊人的作用，在这种精神鼓励下，家

族成员往往能度过一个又一个困难。但是随着企业资金的增长，规模的扩大以及

企业人数的增多，以血缘为导向的管理方式的弊端日渐显露出来，包括专业管理

能力的不足，处理问题的“双重标准”以及竞争对手的各种打压，在这种环境下，

企业的创新很难有本质的飞跃。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学者也可以探讨家族企业不

同发展时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其次，中国的国民普遍重视“家国情怀”的作用，

未来的学者也可以研究不同家族文化背景对家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在根据本

文的委托代理理论以及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可以得出家族成员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在不同时期存在区别。因此我们在研究家族成员创新的影响机制时，可以根据不

同的情况，去分析不同的因素，对家族企业的创新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希望未来

的学者可以充分补充家族企业创新领域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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