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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究竟是谁的？ 

仝斌 

私营企业是谁的，问一万个老板，可能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老板说是自

己的，可能只有一个会说：企业是社会的、是全体员工的，而这一个往往是

这一万个企业家里面最优秀的，也可能是最大的和发展最快的，并且很可能

这一个老板名下的资产价值可以超过9999个企业的总合。  

私营企业究竟是谁的？正确答案是——企业小的时候是老板自己的，做

大了是社会的，企业到了微软公司、华为公司（2003年317亿）的规模，老板

个人的消费就非常有限了，当老板的钱多到几辈子都花不完的时候，不论你

承认与否，企业生存更多的作用是为社会安排就业、为国家上交税收，为社

会捐钱捐物、为全体员工共同富裕，而且企业做得越大、比例越高，当老板

的钱多到像我们常说的对“钱”已经没有概念的时候，比如微软的比尔.盖

茨。这时的老板再过度追求个人利益分配，已经没有实质性意义了，思想境

界高的老板在确保自己利益的同时，应该主动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应该

转变思维到“名利”的“名”上了，当然老板是否能将自己创办的企业当作

社会的，那是老板的修为高低的问题，没有人强求你非要做到……但笔者认

为老板不这样做，就是看不开，也就很难继续做大，并且很大的可能只能做

一时，很难做一世；因为能够得到社会和人民高度认可的只有那些能够主动

担负社会责任的企业，这是企业发展的趋势。 

世世代代拥有“名利”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也是

最正常的自私性需求。现在仍有很多企业家重复着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业，中国历代王朝变迁历史证明，退化是任何显赫家

族都摆脱不了的魔咒，从遗传学看，任何家族最终都将屈服于“均值定

律”，伟人的后代也会在智力、素质、运气上回归到常人水准，不论你多么

一厢情愿的希望一代权利、世代拥有，历史证明，那是不可能的；像帝王将

相那样的教育条件和绝对权威的权力基础都没有实现“名利”永存，一个企

业家就可能实现“名利”永存吗？ 

家族企业最英明的抉择是向现存皇家学习，比如日本的天皇、英国女王

退到二线让首相经营国家是明智的；最有智慧的家族会在最辉煌的时候选择

激流勇退，当创始人经营力不从心或在企业发展速度降低前，让接班的人才

迅速登上经营者的位置来延续企业的发展，这种文化如今在发达国家的绝大

多数认可和采用，如惠普的创始人比尔&#8226;休利特（H）和大卫&#8226;帕

卡德（P）都没有让儿子接班，老休利特甚至在其儿子于1987年加入董事会时

就告诉他，不得对公司业务指手划脚，包括赫赫有名的微软公司创业企业家

比尔&#8226;盖茨等等，从来没有没有表露出让子女接班的意愿。 

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私营企业尤其要引以为戒，中小企业的老板们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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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他的家族、公司的“最危险的一跃”，在于未来的家族隐退、公众和

职业经理人走上前台的时刻。不要等到创始人家族治理企业退化到操控不了

或者不可收拾的局面时，让股东们逼迫家族出局，从利益和权力上被彻底颠

覆，甚至出现家族生命彻底消亡的结局。这种情况在中国历代王朝周而始复

的上演。 

不想成功的平凡人可能不需要接受“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

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的洗脑，但对已经相对成功并想取得

更大的成功的人而言，洗脑是必须的。 

像被誉为计算机时代的核心人物王安，在1951年仅以600美元创办了全美

国第一家由华人经营的高技术公司，就是王安实验研究公司。三十多年后，

这家公司就发展成为年销售额近三十亿美元，拥有三万员工的庞大公司。王

安名列“全美十大富豪”，被誉为“计算机大王”，里根总统亲自颁发给他

“自由奖章”。 

60年代是王安公司的计算器独步天下的时代。从硬件上讲，王安个人电

脑不仅性能可靠，而且速度一度是IBM电脑的三倍。而现今赫赫有名的英特尔

芯片直到1970年才问世，1978年，王安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字处理

系统WPS生产厂家。王安公司在1983年的营业额猛增至15亿美元，位居全美电

脑公司第七位。在《福布斯》杂志的“美国400名最富有的人物”名单上，个

人财富一度达到20亿美元，为全球第五富翁及华人首富。上个世纪80年代，

在美国最大的2000家公司中就有80％以上的公司使用王安公司的办公设备，

王安实验室在1984年的利润就达2.1亿美元，销售额则高达22亿美元。王安公

司在全球103个国家建立540个办事处，在全世界的办公室里掀起一场革命。

就像当年工程师们有了袖珍计算器就扔了计算尺一样，数以百万计的文秘人

员也淘汰了打字机。有人说，WPS的“W”也可以是“Wang（王）”，因而文

字处理单位又可叫"王氏处理系统"。  

王安公司可悲的命运从1986年王安任命36岁的儿子王列为公司的总裁开

始转折。董事会的成员们曾多次劝说王安招聘或挑选一位最聪明、最有经验

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这个公司。并且可以根据王氏的需要给王列一个让人足

以留下深刻印象的头衔，可以给王烈足够一辈子甚至两辈子都化不完的金

钱，然而王安却说：“他（王列）是我的儿子，他能够胜任。” 事实是王列

没有像王安那样从几十年奋斗中积累的经验，也没有像王安那样的开拓精神

和魄力，在商场的斗争中显得非常幼稚和脆弱王列接手一年，王安公司就亏

损了4.24亿美元，公司股票三年中下跌90％。当竞争对手崛起和竞争环境发

生变化时，王列并没有英明正确的应对战略。１９８９年８月４日，自始至

终抱着他一人或一家控制公司的幻想的王安别无选择，他向董事们宣布撤换

他的儿子王列的公司董事长职务。王安幻想的由他一家人控制公司的美梦彻

底破灭！1990年，王安因癌症病逝，错失最佳发展时机的王安帝国已摇摇欲

坠。股价从全盛时期的４３美元价大跌为７５美分。王安公司最终于１９９

２年申请破产。 

很多人都认为，王安公司的卡宁汉能够引导王安公司迈进２１世纪的最

佳人选。但他不是王安家族的成员，并没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按“任人唯

贤”的逻辑顺理成章的被推上至高宝座，几十年的西方的文化与制度洗礼最

终没有改变王安的中国传统子承父业“利益和权力分配”文化，他没有接受



“企业是社会的”观念，而是狭隘的 “把企业当成自家的”。与其说王列让

王安失败了，不如说这种“家族观念”让王安失败了。王安总是一再强调，

他绝不愿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让外人糟蹋了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因

为我是公司的创始人，我要保持我对公司的完全控制权，使我的子女能有机

会证明他们有没有经营公司的能力。”气度和思想境界一直没有突破“企业

是我们家的观念”决定了王安失败。 

比尔.盖茨曾经说过，如果王安能完成他的第二次战略转折的话，世界上

可能没有今日的微软公司，他比尔.盖茨也不会成为个人电脑时代的英雄，

“我可能就在某个地方成了一位数学家，或一位律师。” 

如果王安能把“企业看成社会的”，如果王安能够对“利益分配和权力

分配”看的更开一些，可能驰骋中华大地上的不是财大气粗的微软、不是近

几乎垄断电脑心脏的英特尔，不是傲慢与自大的IBM，而是值得每一个华人骄

傲的王安。  

王安教授之所以吸引全球华人的关注，因为大家对他的关注已经不是个

人的感情，而是中华民族的感情。自然王安的失败不仅仅是对不起自己的问

题，而是对不起那么多时刻关心王安的华人问题。 

从华人首富王安到中国首富牟其中，从富豪仰融到上海首富周正毅，如

可口可乐创始人阿萨&#8226;坎德勒苦心栽培的儿子霍华德最终被老伍德拉夫

收购，如通用汽车创始人杜兰特最终被摩根和杜邦取代。家族财富和人生的

动荡起伏，这些前车之鉴、失败之源足以让我们想做大或已经颇具规模的私

营企业家深思。你可以世代拥有一家企业的股份，常年获得优厚的投资回

报，但你不能把千千万万人才共同奋斗建立起来的企业视为你们家的。如果

这些狭隘的思想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私营企业必定还要死掉一大批。 

气度影响格局，思想境界决定高度，在美国和香港两地上市的华晨中国

公司创办人、被国内媒体誉为“长袖善舞、财技非凡”的华晨当家人仰融，

一度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以70亿元的资产名列第三。作为华晨

系的创办人和灵魂人物，身后拥有国内外6家上市公司、被媒体称为“华晨迷

宫 的庞大的华晨系的仰融，因为利益和权力分配的痴迷，最终在如日中

天、前景风光无限的2002年发生逆转，香港《经济日报》报道：“由于仰融

未照顾股东利益，（大股东）中国教育基金会（持有华晨汽车39.45％股权）

已经解除其主席职务，而《上海证券报》报道，申华控股23日公告，公司于

10月21日接辽宁省公安厅通知，公司董事长仰融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

察院批准逮捕。仰融在国内彻底失败。这位“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又受了

一次大伤，腿断过，头也打开过，三进手术室，奇迹般地、没有残废地活了

下来的仰融，还是没有参悟透彻中国传统“名利分配”文化的内涵，就注定

仰融必定成为失败的一方。 

实际导致仰融败走美国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华晨的产权归属。核心导火索

就是华晨汽车1992年海外上市时的股权是国有资产还是个人资产。说到底就

是利益分配的问题。达到70亿元资产的仰融因为利益分配而失败，实为不

智。后来仰融奔走于香港和美国之间，近似无用的、积极的申诉，只能说明

利益分配思想还是没有突破。什么是国有资产还是个人资产，统统都是社会

资产，钱到一定程度就是加减乘除的数字游戏，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参悟



不透这个道理，只能是一时的英雄，难成一世的霸主。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

一域，不谋一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就是这个道理。 

与仰融可以产生鲜明对比就是在中国一手创办年销售额317亿元（2003

年）华为公司老板任正非：这位在华为公司威望无人能及的民营企业老总，

他的股份只有5%。笔者也可以说博览群书了，但我还没有看到中国第二个任

正非。 

任正非很早就鲜明地提出“利益共同体”，他甚至有个形象的说法，

“带兵打仗，哪能不给士兵几两烟土钱。”在公司初创或者效益一般时，很

多老板做给下属的精神食量是等我们赚多少钱后怎么怎么样。实际等他赚了

钱后更加守财奴了。而现实你不要以为一个人成了有钱人，他就会主动把钱

分给别人。 

任正非带领的华为最难能可贵的是兑现大于承诺，据华为的员工讲：华

为公司发了很多员工都没想到的钱。华为从1996年就开始发相当于工资15%的

“补充”保险（华为称为安全退休金），现实的中国是除了国企和规模较大

的私营企业外，很多中小企业连保障性的“三金” 都没有。而华为公司没有

几个人想到华为能在2002年把股票价格从每股1元涨到2.64元。更加值得称颂

的是华为的股票分红可以达到70%；像任老板这样又傻又有钱的人，正是暗合

了“名利分配”这个人性中最需要的激励方式，从而早就了中国通信业的恐

龙。 

很多大小老板们很困惑的是为什么华为既自主研发，又给员工发这么多

钱，而利润还能排在百强之首？这实际就是良性循环的结果，华为的利益和

权力分配制度好，在好的制度下人尽其材为企业创造最大价值，员工又成为

企业的迅速发展的受益者。而一般的公司是利益和权力分配制度一边到，家

族成员和创业合伙人独占名利，企业内部人浮于事、跑冒滴漏，创造的价值

高低取决与市场环境，并且大多是短期盈利、长期维持、最后死亡；员工和

股东都成为短命企业的受害者。最后随便多嘴一句，仅代表笔者一家之言，

华为最后的成败取决于未来的华为人能不能坚持利益和权力分配系统100年不

动摇。 

沃伦.巴菲特，个人资产305亿美元。他拥有王牌投资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36%的股份，每年获得巨额的投资回报。他承诺身后将资产留给慈

善组织。因在投资界的传奇式的成功，被华尔街喻为“股神”。巴菲特夫妇

共有三个子女，但没有一个能继承这对老夫妇的一美分遗产。沃伦&#8226;巴

菲特的女儿苏珊回忆起，有一次，她需要现金来支付停车费。当时她父亲沃

伦.巴菲特也在场，但是，苏珊不得不给她父亲开出一张20美元的支票才能从

父亲手中换来现金。巴菲特相信大量的遗产只能宠坏了他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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