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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交班大考：八成孩子不想“接班”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家族企业一般都倾向于让家族内部的人接班，这是家族企业在接班人问题

上的第一选择。
中国的第一代家族企业创业者逐渐老去，“富二代”似乎即将成为家族企业沙场的主角。然而，

调查显示，很多“富二代”并不愿意接父辈的班，也有很多“富二代”更愿意做的是在资本市场拼杀，
而非在“利润薄得像刀片，压力重得如泰山”的实业市场摸爬滚打。“富一代”要想把企业顺利地交
接给子女，似乎并非易事。

82%的“富二代”不想“接班”

根据全国工商联此前的一项调查，

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国内很

多二三十岁的人开始下海经商，到现

在，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迈过六旬门槛，

准备陆续交班给下一代。

这一拨准备接班的“富二代”们，

大多数出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他们中

有的是从法律手续上完成了“换帅”；

有的是“老帅”仅仅保留董事长的职务，

不再过问公司具体事务，公司日常事情

均由“少帅”拍板；还有的是父母跟子

女搭档分别担任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可尴尬的是，更多的“富二代”并不希

望从父母辈手中“接棒”，继续沿着父

母的足迹弄潮商海。

据香港媒体报道，日前有香港及内

地家族企业报告指出，仅 16% 家族企

业拥有人有信心子女受教育后会加入家

族企业。这项调查是2014年 4月及6月，

向 60~100 名出席家族企业论坛的亚洲

家族企业拥有人进行的调查。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向182 个内地

家族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多达 82% 生

意人表示对说服子女继承基业有困难。

这些“接班人”不愿意、非主动接班，

像国内大学生热衷于考公务员一样，一

些“富二代”的理想竟是“当官”。

而另一方面，“创一代”们或多或

少正在为企业的前途担忧。JP 摩根公

司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家族企业能成

功传到第二代的，只有三成；能传到第

三代的也就一成多点；能传到第四代的，

仅千分之一。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把

自己打下的商业帝国顺利地传承下去是

一个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有评论者说，像任正非这一代白手

起家的民营企业家们，已经到了对个人、

对企业、对时代作出艰难抉择的时刻。

这一时刻，一定程度上说，是决定一部

分企业生死存亡的时刻；这一时刻，不

仅是企业的重大转型期，同样也是中

国商业发展历史的转型期。

从“富二代”自身看

中国家族企业未来 10 年将全面进

入“二世”时代。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余明

阳团队对国内182 家在各行业排名居前

三位的杰出家族企业进行了调查，并对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54 个中国家族企业

接班人状态加以剖析。结果显示，这些

大多在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企业家平

均年龄 52 岁，未来10 年，都将进入或

者已经完成“接班人”产生与权力交接

过程。

余明阳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接

班人们大多具有国外留学背景或在国

内名校获得学位，视野开阔，多数具

有领导特质。然而，与“草根”父辈

相比，他们缺乏企业草创时期的磨炼，

同时在企业里身份特殊，压力较小。

又因父辈创业忙碌，在孩子成长阶段

较少与他们交流相处，很多接班人养

成较强的自我个性，性格往往走向与

父辈传承或互补的两种极端。此外，

与父辈创业时有一群患难兄弟相辅佐

不同，大多数接班人所交的朋友是共

同享乐的酒肉兄弟。同时，大多数接

班人 70 后、80 后，受网络影响深刻，

具有新新人类内心孤独、自主感受强

烈等文化特质。他们钟情于“虚拟经

济”，对于网络、电子商务、盈利模式、

VC、PE 等投资方式兴趣浓厚，对创

办实业、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等则

兴趣不足。

余明阳教授分析说，“富二代”们

不愿意接班，有的是对严厉、小气、事

无巨细、自以为是的父辈不满，有的是

对传统产业毫无兴趣，有的养尊处优

惯了以后不习惯被约束，有的是国外生

活多年不适应国内风格。大部分接班

者都是被动接班，且接班后与父辈及

原始创业人群冲突显著。

大环境影响“富二代”

2014 年一份《中国企业发展与企

业家交棒接班论坛》的调查报告显示，

“富二代”之所以不愿意接过父辈权柄，

执掌未来的企业，除去自身因素以外，

还存在以下三种因素的困扰，影响了其

对未来的选择。

首先是商业环境。有人说 ：“企业

做产品是一分一分的赚，做品牌是

一毛一毛的赚，而进行资本经营是一

元一元的赚。”“富二代”当然不是

傻瓜，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意再接手

父辈们留下来的远离一线核心城市的

制造类企业，而热衷于留在“北上广”

搞他们自己的资本运作与金融投资。

取笑父辈们做生意的辛苦甚至成为

圈内的时尚，即便那些子承父业者也

不再安心于“萧做曹随”，而是在实

业领域嫁接上资本的翅膀，意欲令企

业振翅高飞。另外一些更加聪明的“富

二代”想到了“当官”。可以说，进

入了政界相当于给企业找到了良好的

靠山。

其次是政策环境。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用摸

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来经营企业，政策

制度不完善使得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发

展就必须游走于政策的边缘。随着改

革在市场经济领域的深入，政策与法

律的完善程度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

步伐，政策与法律空白点依旧存在于中

国企业的创业环境中。那些“富二代”

再也不是“一穷二白”了，他们手握亿

万真金白银，必然在各方面都会比之前

更加谨言慎行，因为一旦失手，失去的

就不仅仅是身家性命了。

另外还有社会环境。从社会整体

环境来看，中国的社会环境也对企业

家很不宽容，“无商不奸”、“无奸不富”

成为民众评价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代名

词。“富二代”作为一个群体名称的出

现就充分体现出民众对企业家群体的

态度，而一旦某个“富二代”发生了什

么事情，必定会被戴上群体性特征来加

以详细推敲、探讨，其中不乏非理性的

谩骂与攻击。民众舆论对于民营企业家

如此的不宽容，“富二代”也不愿意选

择坚守，他们乐得拿着祖辈赚的辛苦

钱移民海外。

长沙市工商联主席彭继球认为：目

前，老一代创业者把企业给下一代接班

人时，往往注重股权结构、政商资源等

方面的交接，而容易忽视商业文明、企业

家精神的传承。不少接班人虽然留学海

外、学历层次高，但实践历练少，从“富

二代”蝶变为“创二代”还有一段路要走。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院长伍中信表示，

民营企业如果在家族内部代际传承，从

公司治理结构来看，往往一股独大，缺

乏对外界的开放，造成对人才的吸引力不

足，对外来拔尖人才不放心。新生代民营

企业家应该进一步放宽股权，吸引人才

加盟，通过股权多元化来稀释、弥补“富

二代”能力不足的缺陷，促进企业健康、

持续发展。这样，“富二代”将向“创二代”、

“强二代”转型，中国的民营经济将更加

健康、强大。( 本报综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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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代”离企业家
有多远
文 / 司欣

“富二代”能够意识到这一称谓附带

的贬义成分，说明新一代富豪已经具有

财富道德感和独立精神，不愿意一味躺

在父辈辛苦积累的巨大资本上守成，这

标志着中国新富阶层个人意识和财富归

属性的觉醒。但在“富二代”自觉远离

拿来主义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自身与

“企业家”所包含的深义，还横亘着遥

远的精神距离。显然，实现 “富二代”

到“新一代企业家”的跨越，“富二代”

从阅历、能量、精神气质以及社会影响

力等诸多层面，还不具备与“新一代企

业家”相匹配的资质。

首先，创业以及这个过程历经的种种

磨难，是成功企业家必不可少的宝贵经验，

缺乏这个经历，企业家的精神成长史就

缺少一页最深刻的履历。并非企业接班

者就不配享企业家之荣誉，而是在接棒

过程中，他们也必须经历不亚于父辈的艰

辛奋斗过程，而不是靠继承家族产业就

能够一步登顶。

其次，“企业家”不仅仅是一个创

业拓业概念，还包含着强烈的社会属性，

任何企业的运作发展都不可能脱离社会

扶持而独大，因而社会责任感是企业家

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或许“富二代”不

乏乐善好施和纳税意识，但更多是基于

人生理念，而非因切身感受而生发出的回

报社会意识，这让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缺少

一道伦理保障，而强化企业责任感，不

仅仅需要制度性强制，更需要强烈的人文

信仰和社会信念。

将“富二代”理解为炫富的一代过于

偏激了，他们中不乏积极向上者，不乏从

头再来者，但无论如何，与同辈人的竞争

起点存在着较大的落差，这让他们的奋斗

成果先天包含较大的水分。“新一代企业

家”之新，不仅新在经营理念，更新在

精神气质和价值认知上，因而“富二代”

欲实现到“新一代企业家”的跨越，必

须自觉抛弃先天的优越条件，才可能与同

辈站在一个精神平等点上，争取被大众

认同的 “企业家”身份。

其实，“富二代”在出身、教育和成

长环境上，有着种种父辈无法比拟的优

势，他们视界宽、脑子新、路子野、胆子大、

进取心和开拓意识更强，假以时日和历练，

辅以正确的理念行为，成为社会中坚的概

率极大。但从某些“富二代”“建议”社

会应该称其“新一代企业家”这一行为来

看，他们还很幼稚，骨子里还脱不开“拿

来”的习惯，还不明白“新一代企业家”

不是伸手可摘的桃子，而是群体努力奋争

并赢得社会认可的结果。仅从这一点来说，

他们离“新一代企业家”还很遥远。

编后 >>
未来 10 年，中国将进入企业家交班

高峰期，也意味着，我们身边越来越多

的企业家正面临“交棒”大考。那么，他

们将面临哪些困难和尴尬？下期，我们将

邀请湖南知名企业家及他们的孩子一起

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他们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