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族企业中外来员工产生组织信任危机的成因探讨 

文/江静波 江婷 江海燕 

 一、引言 
 所谓家族式企业，按照哈佛大学教授唐纳利的观点，是指同一家族至少有两代参与这家公司

的经营管理，并且这种两代衔接的结果，使公司的政策和家族的利益与目标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家
族制管理的主要特征是：产权和控制权的高度统一；强有力的“一把手”；以家族血缘或其他关系
为纽带的经营团队。 

 J.P. Morgan (1998)认为信任危机是雇主与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对对方组织承诺的认可出现波
动，且这种波动使潜在的信任程度产生变化。陆小娅、彭泗清（1995）认为大量事实表明中国企业
由于普遍面临的诚信问题的确昭示着社会的信任危机，在许多家族式企业中尤为突出。 

 二、家族企业中外来员工产生组织信任危机的成因探讨 
 经整合并分析当前理论界关于信任危机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由于我国的家族企业有着特殊

的成长路径和生长条件，其组织信任危机的根源和其他类型企业相比有一定差异： 
 1、理念缺陷 
 企业支柱亲信化，内部信任圈越来越小，是中国以情感为纽带的家族企业走向规范治理的主

要瓶颈。在家族企业中，家长或总裁权威性统治，由夫妻、子女、兄弟姐妹等把持公司中的重要位
置，形成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刘驰，1998)。这种由血缘或亲情构建的关系网尽管使家族各成员之
间存在着很强的信赖关系，但也同时降低了对外来员工的信任度。华人问题研究专家G..Redding
（1991）、Weber（1995）等也指出“中国家族式企业的信任行为属于特殊主义信任，其特点之一
就是对家族以外的人存在极度不信任”。正是这种极具排斥性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使外来员工感
到企业方对外来员工存在惯性戒备心理而始终无法真正融入企业，从而引发外来员工对组织的信任
危机且难以克服。近年来，不少家族企业通过聘请职业经理人以期提高竞争力，但正因为企业内部
诚信机制缺损，相当一部分企业老板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合作未如人愿，其原因就是出资人与经理
人之间解决不好“放权与放心”的问题。 

 2、制度缺陷 
 由于多数家族企业老板对自身财产没有安全感，加上落后的“资本雇佣劳动力”观念，导致

许多管理措施建立在“不信任”的前提下而具有明显防御性。表现为：家族利益为本，漠视外来员
工需要；?缺乏民主，其公平、公正、透明性无从体现；规则计划变幻无穷，朝令夕改，手下无所
适从。制度的缺陷让员工认为投资方有奴化意识，从而对管理者和企业制度产生双重信任危机。他
们通常持打工心态，只关心眼前利益，对企业没有认同感和长期扎根的观念。同时，这种以一味追
求利润、业绩和市场空间，不惜消耗性使用人力资源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设，往往使职业经理人背
负着高绩效标准的沉重压力，使组织内部的不良竞争成为常态，员工之间的信任危机也将不断加
剧。 

 3、执行缺陷 
 制度的不合理催化了家族企业的执行信任危机。企业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工作失误都是以

罚款来处理，这样一来搞得人人自危，外来员工不断流失，企业付出的是高成本的人力资源代价。
其次，由于规范和标准的构建不力，很多家族企业老板自己往往成为制度最大的破坏者，表现为：
靠人控制人而非靠制度约束人，管理随意性强，提拔不用商量、免职不用文件，从不考虑员工的感
受；用个人承诺代替制度承诺，由于不少老板习惯性信用缺失，其承诺往往言而无果。再次，因为
企业内部家族关系盘根错节，在制度执行时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往往造成事实上的内外有别，
导致外来员工对组织和家族员工产生敌对情绪，信任就更谈不上。 

 4、文化缺陷 
 家族企业往往带有较深的家庭伦理道德和以核心成员权威影响其他成员的企业文化，这种非

市场导向的家族文化，其核心价值观往往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度缺陷。比如，大多数家族企业存在的
理由或出发点是对家族利益的承诺而不是保证员工利益的最大化。当家族利益高于一切时，人才就
不可能在该企业中找到“归属感”，当然无法认同这种价值观。另外，源于农民打江山的传统，不
少家族企业老板存在匪文化心态：缺乏使命精神，偏好权力，习惯于“我的地盘我作主”，员工只
有服从、只能是忠诚的。思维方式的滞后，企业文化的失误，轻易地打破了家族企业与外来员工之
间的心理契约，以致内部信任因为双方价值观背离而失去耐以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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