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族企业治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家族企业治理>>

13位ISBN编号：9787506059947

10位ISBN编号：7506059940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时间：东方出版社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族企业治理>>

内容概要

《家族企业治理:华人家族企业传承研究》收录的第一篇文章来自钟宝贤教授。
钟教授从一批来自新加坡国家档案的“余鹤松书信档案”中找到不少鲜为人知的数据，从而勾画出余
仁生家族的传奇故事。
同样利用历史档案的数据，陈丽莲女士从一批在上海图书馆的“盛宣怀档案”中找到郑观应的书信档
案，并结合郑氏的家书、文章、著作和遗书，以了解澳门郑观应家族在家庭教育和文化传承方面的特
色与内涵。

学术界过去对于华人社会的家族结构及继承制度问题，只会单从法律层面入手，或只会集中于历史视
野，甚少站在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尤其缺乏一些从传统走进现代或是对中西文化
相互撞击所产生的思想及价值转变上的比较分析与追踪。
针对这一问题，郑宏泰博士、黄绍伦教授在此基础上，撰文先展开对中国传统宗法及家庭制度进行再
考察，继而用一个亦中亦西的何东家族的个案为分析对象，深入讨论传统到现代，以及东西文化相互
撞击下一些值得玩味但过往又较少思考的继承问题。
蔡志祥教授提出华人家族企业的延续与否，取决于制度与结构。
为了说明此一核心问题，
蔡教授尝试从以家族及宗族为蓝图的企业入手，分析其延续和断裂的过程，从而提到长期的文化构成
。

冯邦彦教授以管理经营的角度，探讨冯氏利丰集团这家亦中亦西的百年老店故事。
文中，冯教授以利丰的历史发展源流作为开展，分析了利丰在各个发展阶段在经营策略、管理模式、
经营角色上的特点。

郑会欣教授以历史学的视野，以及对政治问题的敏锐触角，阐述董氏东方海外在二战后大时代的崛起
和事业发展上的特点，当中对董浩云的经营方式有极其细致的描述，令人难忘；而董浩云的社会网络
部分，又清楚地告诉读者这方面的“无形资本”其实对家族企业的发展与经营同样极为重要。

针对以往研究常常从价值观或文化的角度探讨创业精神的传承，而忽视正式制度，如治理结构对于代
际创业价值的问题，李新春教授及朱沆博士等的文章则利用李锦记的个案作出深入的阐释。

对日本家族制度、文化及企业研究极有心得的官文娜博士，挑选了名闻中外的乐氏同仁堂个案作为分
析华人家族企业发展与传承的切入点。

周文港先生通过对霍英东家族及其家族企业的考察，分析一个资产庞大，却未进行大规模上市的家族
企业如何安排子孙继承的问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族企业治理>>

作者简介

郑宏泰，博士，先后在香港大学考获工商管理学士、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2003年起在香港大学
亚洲研究中心任研究助理教授之职，2011年9月转到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任社会及政治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
郑博士主要从事华人家族企与港澳社会政策等研究，并在不同报刊及国际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
、专书十数本。
周文港，博士，周博士于浸会大学一级荣誉毕业，后在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
）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周博士主要研究政商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两岸三地家族企业、区域经济融合、社会政策、当代中
国、香港研究、台湾研究等，曾发表多本有关书籍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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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版序言略谈香港富豪家族“争产”与继承问题 前言薪火相传 余仁生家族的创业、传承与应变钟宝
贤 引言 故事开端承办饷码南下马来亚。
开发边陲地 税田上的“仁生”杂货店继承危机与应变 结语 郑观应家族的家训与三代传承陈丽莲 引言 
郑观应的父亲一代郑观应的昆仲一代郑观应的子侄一代 家训传承“富不过三代”？
 结语 何东家族的继统与传宗郑宏泰黄绍伦 引言 华^社会的继承传统伺东家族的个案传宗接代与过继 
妻妾成群与嫡庶情妇与私生子诸子均分下的竞争 女性遗嘱的时代意义 结语 三代魔咒？
婚姻、继嗣与华人家族企业的结构蔡志祥 引言 宗族蓝图的商业：合伙、分家与清盘陈照南遗嘱与“
家”和“族” 的结构问题跨代继承与家族结构的关系：乾泰隆与元发行 祖先与家族企业的制度与结
构 百年利丰基业长青的经营管理之道冯邦彦 引言 利丰的崛起：与时俱进的经营策略管理模式蜕变：
从家族企业到 现代跨国集团经营角色蜕变：从中间商到全球供应链经理人 独特的企业管理架构和管
理机制相容并蓄东西方的经营管理理念 与企业文化 董浩云家族航运事业的创建与发展郑会欣 创业历
程事业发展特点人际关系与社交网络对理 想和事业的追求家族事业的传承 李锦记家族的治理与代际
创业李新春朱沆陈文婷刘佳 引言 理论进路李锦记家族发展过程家族治理与代际创业 启示与结论 同仁
堂三百年来的传承官文娜 引言 同仁堂发展历程合股与典让乐平泉重振祖业与后期的 “四房共管”血
缘结构及文化意义中国的宗族与“父系” 血统结构的形成及其文化意义日本血亲、姻亲混淆的无血统
构造 及其文化意义 结语 霍英东家族的政商关系、慈善事业与跨代传承周文港 个案的意义与价值白手
兴家与创新制度政治打压与逆流 而上搭建政商关系，支持新中国建设与香港社会发展不 计付出，建
立红色资本家范式多元的跨代传承与更新：家族企 业、政商关系、慈善事业跨代传承与更新：家族企
业跨 代传承与更新：政商关系跨代传承与更新：慈善事业 结语与启示 作者简介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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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若从这个角度看，本身已拥有两妻一妾的何东，在那个传统的年代，与其私人看护
朱春兰发展感情，实在并非什么（华人）社会大忌。
所生的儿子（在今天社会被形容为私生子），亦不会受到什么指摘或排斥，因而不用像今天社会般承
受巨大压力。
从不同资料上看，自何东与朱春兰的恋情曝光后，家族中并没出现什么大吵大闹的事情。
由于何佐芝在美国出生，之后一直留在该地接受教育，直至完成大学学业，才在1941年前后与母亲一
同返回香港。
 自返抵香港后，朱春兰与何佐芝便一直居住在西摩道8号的何家大宅“红行”，大家看来颇能一起融
洽生活，没有发生什么争执、排斥或冲突。
何佐芝后来加入家族旗舰企业——生记公司（Sang Kee Firm），协助打理家族的租赁业务。
②我们或者会好奇地问：既然家中并不抗拒朱春兰及何佐芝，尤其是当张静蓉及麦秀英先后去世后，
为什么何东又不给她一个名分呢？
朱春兰本人又为何不积极争取呢？
 从不同迹象上看，双方均选择保持原状是颇有理由的。
若朱春兰要像张静蓉般争取平妻的地位，相信近乎没可能，因为各方的阻力应该极为巨大。
另一方面，若被纳为妾，朱春兰的地位反而会逆转，沦为前文所述的“为奴为仆”。
至于保持单身，则更能摆脱传统枷锁，大家更能活得自由自在，这有可能是大家深入考虑后的理性选
择。
 正如前述，由于中国文化的基因在于强调血脉延续，又接受一夫一妻多妾的制度，对私生子的问题亦
没西方社会般抗拒。
在分家析产时，往往会像其他庶子般看待，给予一定比例的家产。
明代及清代的律例，更定明“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的条文，可见就连奴婢所生的儿子，亦
能获得“分家产”的权利，私生子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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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族企业治理:华人家族企业传承研究》编辑推荐：1．香港中文大学专家力作。
2．《家族企业治理:华人家族企业传承研究》不仅适合家族企业的创始人、高层领导及其家人、员工
，也适合企业咨询顾问、高校师生、研究机构及相关行业从业者。
《家族企业治理:华人家族企业传承研究》观点科学，一针见血，但内容极其通俗易懂，完全为中国企
业量身定做。
3．案例均为著名的华人品牌企业，非常有代表性。
在内地，一方面因为部分在改革开放后才创立的民营企业快将进入接班换代阶段，个别“富二代”—
—他们又大多为独生子女——能否顺利接班或是否有兴趣接班等问题，近年来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另一方面则是那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迅即致富，身家暴升，并且成功跻身中国富豪榜的富豪很多先
后中箭下马，不是财富急速被蒸发，便是惹上官司，有些甚至锒铛入狱，因而同样令人议论纷纷。
无论是独生子女在继承过程中表现得未如理想，或是意兴阑珊、欲拒还迎；还是创业一代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环境下打拼过程中的如履薄冰、步步为营——大家均十分清楚，他们家族的福祉，与企业的
命运，其实唇齿相依、休戚与共。
华人社会一般相信，家族企业的本质，并非纯粹的商业活动，而是常常关乎家人亲属的情感与福祉，
并渗入了孝悌忠信、伦理关系及亲疏有别等文化价值与道德传统，因而不能单从商业经济的层面入手
，置其他范畴的问题于不顾。
至于深入认真地研究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轨迹、结构模式、管理哲学及传承特征等等，则肯定更能帮
我们较为全面地理解问题。
《家族企业治理:华人家族企业传承研究》所收集的9篇有关华人家族企业发展与传承的文章，主要来
自香港的专家、学者演讲稿的修订版本，可读性极高，希望能成为相关研究专家、学者、经营者、学
生及大众的有趣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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