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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经济成功的文化因素探析 
◆刘正才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200234） 

 
提要：本文从独特的中国家族文化角度分析华人经济成功的原因，认为

追求“家产”的理念是华人具有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源泉；统分结合的家

庭制度成为华人企业家繁衍的沃土；扩大的网络家庭关系使华人企业家
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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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海外华人在世界经济中迅速崛起，成为一支越发不
可忽视的力量，被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誉为新的经济“超级大
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也进一步印证了华人的
强大经商能力。 对华人经济成功的解释可以从多方面分析，而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称赞华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也获得了
学界的相当认同。那么，华人何以成为天生的企业家？很显然，
我们有必要从文化的角度探寻华人成功的根源，正是华人特殊的
文化基因造就华人“天生企业家”的性格。华人以家族企业著称，
他们以家庭为基础创建和发展自己的企业。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
的社会，家成为中华文化的载体，中国的家庭观念以及家庭伦理
对华人企业的发展无疑产生了深刻影响，故本文从中国独特的家
族文化角度来透视华人“天生企业家”的性格。 

一、追求“家产”的理念是华人具有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源泉 
从一般劳动者转变为企业家的关键在于企业家的创业精神，

不同民族的企业家创业精神来源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国家
族文化特别强调血缘家系的生产和繁衍，发展家业的目的是为了
养育家人和留传后代，从而形成追求“家产”的强烈理念。华人
通常把企业资产看成“家产”，把办企业当成增进家庭财富的手
段。为谋求“家产”的扩大，华人奋进拼搏，充分展现聪明才智。
在商战中，追求家庭资产最大化的动机使华人普遍具有如下的企
业家创业精神： 

1．勤奋工作，追求高利润。追求高利润是所有企业家的普
遍特点。华人办企业追求高利润的动机是为了增加家庭资产，而
不主要是为了企业本身的发展。因此，华商不象欧美日企业家那
样具有敬业精神，而是一旦发现投资能带来最大利润的业种，通
常会迅速地撤离利润低的业种而向它投资。有了追求家庭财富的
强烈动机，不管业种的贵贱和辛劳，华人都脚踏实地、努力工作，
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勤劳美德。例如在南亚，很多橡胶种植园记录
了每个剥胶工人每天的劳动量，并在华人和印度人之间作了比
较，华人的劳动量通常是印度人的两倍，而他们都使用同样的切
刀、乳杯和吊桶。 

2．永不言败，敢于冒风险。敢于冒险是企业家的一个重要
精神品质。由于传统政治经济环境的压制，中国人过去呈现保守
性格，然而一旦商业环境宽松，积累家产的动机就充分展现出来。
对华人来说，家既是动力又是避风的港湾，失败了，家给人以安
慰和勇气。有了家，中华好男儿在外就可以任凭风吹雨打、自强
不息。因此，怀着扩充家产的追求，华人磨练出坚强的毅力，在
商场上永不言败，敢于冒风险。考察海外华人的发迹史，无不都
经得起反复摔打，尔后又重振旗鼓，最后走向成功。 

3．机智灵敏，善于洞察商机。在不确定的经营环境中，不
仅要敢于冒风险，而且要善于洞察和把握商机，这也是企业家必
备的一项重要能力。但由于制度的原因，中国人历史上过多“关
注”政治，走上“当官发财”之路。其实在文化性格上，中华民
族缺少为抽象之上帝服务的观念，是一个非常讲究实用主义的民
族。常言道，“‘穷’则变、变则通”，这反映了中国人善于应变
的性格，追求家产最大化的宗旨更加突显了这种性格。因此，在
商战中，华人除具有坚毅精神之外，还表现出相当的灵敏性，积
极捕捉赚钱的机会。 

二、统分结合的家庭制度成为华人企业家繁衍的沃土 
中国是一个以父系制血缘家族为本体的社会，男性后代传宗

接代。男性后代生而为房，娶后成家，家又生房，房又成家，这
就是中国家系的生产过程。中国的父家长在家庭内享有甚高的权

威，子女一般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但在家庭财产的传承上却与欧
日实行长子继承制不同，他负有把家产平分给儿子的义务。一旦
房都成长为家，老家的家业即告终止，家产即告分裂。父家长的
权威与诸子均分制使中国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家庭制度，当面对外
人的时候，家庭强调统的一面，表现为集体主义的团结精神；当
家人长大和事业有成的时候，家庭强调分的一面，表现为个人主
义的分裂倾向。这种统分结合的家文化固然有其缺陷，但正是它
促使华人企业家的成功和繁衍。 

1.家庭统的一面使华人企业易于生存和发展。由于历史原
因，中国的一般信任程度很低，人们普遍缺乏契约和法制观念，
进行社会交往的成本非常高，相互之间在培养信任关系方面有较
大的难度和风险。因此，华人不太信任家属之外的人，对他们采
取排斥的态度。但作为一种补充，家属成员之间具有较高的信任
度与较强的亲合力，当遇到困难时，家人一般都会表现出高度的
献身精神，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在市场竞争中，相比其它企业
形态而言，华人家庭内部的统一性使家族企业具有强大的凝聚
力，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交易费用，使企业容易生存下来并快速
发展。 

2.家庭分的一面使华人企业易于演化成多个企业。华人分家
不仅仅意味着家人的分居，还意味着家产的分割。一旦企业壮大
和“房”的利益得到相对满足和稳定后，家族成员的分裂倾向就
开始显露，各“房”就可能致力于追求独立的家庭事业，很容易
引发家族企业的解体，由此形成多个企业。在华人家族企业中，
企业集团走向分解的现象相当普遍，“分家”的具体原因不尽相
同，有的是因为接班问题，有的是由于兄弟之间经营思想的差异
等。例如，1979 年因蔡万春身体衰减，台湾国泰集团便在此时
分家，蔡万春一家分得国泰信托，蔡万霖接掌国泰人寿，蔡万才
则主掌国泰产险。 

3.统分结合的家族文化也有助于华人创办自己的家族企业。
在华人社会，个人事业就是家庭事业，因此华人有较强的动机通
过创办家族企业实现个人对事业的追求，而统分结合的家族文化
更加强化了华人自己创办企业的动机。华人家庭“统”的一面是
相对外人来讲的，这种统表现出较大的排外倾向。在华人企业里，
那些关键部门的领导职位通常不聘用外人而由家人把握。所以，
华人在别人的企业里工作仅仅是打工而已，很少有人有为企业长
期服务的打算，一旦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就着手创办自己的企业，
实现自己做老板的梦想。另外，华人家庭“分”的一面也会助长
家人另起炉灶。有时家人并不是家族企业的股东，而是帮助企业
创建者打理经营，当获得足够资金和经营能力后，也往往离开家
族企业去创办自己的企业，而且一般会得到理解和支持。 

三、扩大的网络家庭关系使华人企业家如虎添翼 
创建企业以及维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需两个基本条件，即

筹措一定的资金和招募合适的人员，但是一个核心家庭往往不能
满足这两个条件，此时华人的网络家庭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华人社会，父母与子女分家以及兄弟分家之后，虽然在户籍上是
彼此独立的，但这些家庭之间仍保持密切的联系，它们相互照料、
互相支持，实际上结成一个网络家庭。这种网络家庭仅由同一父
母的几个子女的核心家庭组成，是同姓的直系网络家庭。但事实
上，华人社会的网络家庭不局限于直系亲属关系，而是扩展到超
出同一父母范围的亲属家庭，如叔伯、舅父、堂姐弟、表兄妹等。
这种网络家庭既包含同姓又包含了异姓，是家庭的进一步延伸，
是扩大的网络家庭。扩大的网络家庭通常能够有效地为华人企业
提供资金和人力的支持。 
1.网络家庭为华人企业提供资金来源。筹措外部资金无外乎两种
方式，即举债和吸纳合伙资金。在资本市场欠发达的华人社会，
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通过市场融资有很大的困难。相比银行等正
式金融机构，通过网络家庭筹借钱款，不仅程序简单、轻易快捷，
而且在期限和利息方面通常能够得到较大的优惠，甚至有时可以
获得部分赠款。创建企业还可以通过合伙获取资本金，但华人企



2019 年 11 月（总第 219 期） 

 346 

综合论坛 

业的合伙股东都倾向于以亲属为主，有时动员远房亲戚入股，他
们共同承担风险。在台湾，据访资料，90%之新设公司的资本来
自亲朋好友，需资金扩充时也大半仰赖亲朋好友。因此，在华人
社会里，通过网络家庭关系就可以形成活跃的家庭内部资本市
场，降低筹资成本，从而催发了华人企业的诞生和发展。 

2.网络家庭为华人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强有力的人力支持。
对于企业的创建来说，筹集资本是关键性的；而企业能不能生存
和发展，则更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在管理人员的选择上，华
人企业首选家庭成员，网络家庭关系则拓宽了选择范围。企业的
关键职位不仅可以交给儿子，还可以委任给女婿，至于其他管理
职位，甚至可以由远房亲戚担任。华人企业之所以偏向选择亲属，
不仅仅在于主观上信任网络家庭之内的人，还在于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网络家庭之外的人可信度比较低，具有较强的机会主义倾
向，代理成本太高。因此，扩大的网络家庭进一步促进了华人企
业的发展壮大，使华人企业家如虎添翼。 

四、结束语 
华人对家庭的格外倚重造就了华人企业以家族企业著称，甚

至大型华人企业集团都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家族企业虽有它的
不利之处，但它却是华人通向成功的有效途径。每个人都会承继
自身民族的文化基因，正是独特的中国家族文化使华人取得了非

凡的经济成就，从而使华人享有“天生企业家”的美誉。因此，
通过对华人经济成功的探讨，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人的经商能
力，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会有更好的明天。 

中国统分结合的家族文化虽然成功地促进了华人企业和华
人企业家的繁衍，却未能把华人企业推向巨型化。一方面华人企
业不愿也不利于吸收外部股东和管理者，另一方面华人企业自身
容易导致分裂，这些制约了企业的大型化发展。所以，华人企业
家还要注意家族管理方式的缺陷，不断吸收欧美日先进企业的管
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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