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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对国际化的影响及制度环境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即

仅意图传承家族所有权）对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速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即仅意图传承家族管理权）对国

际化程度和国际化速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同时传承意愿（即意图同时传承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对国际化

速度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对国际化速度的负向影响减小，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对国际

化程度和国际化速度的正向影响减小，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同时传承意愿对国际化速度的正向影响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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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是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重要构成。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家族企业研究课题组［1］调

查显示，80%以上的中国民营企业都是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存在。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较快

发展，而家族企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家族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改革大背景下的经营状况不容

乐观［2］，家族企业正面临着传统产业与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变革的挑战；同时，我国家族企业也正在进

入从创始一代向家族二代传承的高峰时期。在中国家族企业转型发展与代际传承高峰交叠的历史时期以及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等背景下，如何利用代际传承契机引导家族企业“走出去”，进而实现家族企业转型升级

与持续成长，成为新时代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代际传承问题一直是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热点学术话题。现有关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问题的研究大多

从传承后果和传承活动 2个方面展开，对于代际传承前期的家族企业主传承意愿的研究则相对有限。关于

家族企业传承后果，学者们主要关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企业绩效、创新、创业、多元化和战略变革的影

响［3⁃6］；关于家族企业传承活动，学者们主要关注“传给谁、传什么、怎么传”3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传给谁”，

主要围绕家族内部传承还是向公众公司发展展开讨论；“传什么”，主要围绕家族所有权、家族管理权、企业家

专用性资产等核心要素的传承展开讨论；“怎么传”，即传承模式，从在位者与继承人关系性质来看，家族企业

传承模式包括渐进式（evolutionary）、激进式（revolutionary）和共演式（co⁃evolutionary）3种传承模式［7］。与非家

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更倾向于安排家族成员担任企业 CEO［8］，“子承父业”仍然是我国家族企业传承的主流

模式［9］。然而，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我国家族企业继承人选择范围开始从核心家庭成员逐步扩展至非家族

成员，即选择非家族的职业经理人担任家族企业 CEO，而家族后代仅仅掌握家族企业的所有权。

传承意愿是衡量家族企业主希望将企业传承给家族成员的态度，也反映了家族企业主的传承计划与安

排。基于权力要素传承视角，本文将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归纳为 3种类型：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即仅意

图传承家族所有权、管理权对外开放；家族管理传承意愿，即仅意图传承家族管理权、所有权对外开放；家族

所有权与管理权同时传承意愿，即意图同时传承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变以及新一

代企业家群体的成长，越来越多的中国家族企业表现出不愿意在家族内部传承的想法［10］，而家族所有权传

承意愿在家族企业传承计划与安排中占据突出地位。根据课题组 2016年对浙江、上海、福建、广东、重庆、青

海、陕西和云南 8省或直辖市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在 274个样本家族企业中，具有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的家

族企业占样本总量的 45.2%，具有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同时传承意愿的家族企业占样本总量的 39.2%，具有

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的家族企业仅占样本总量的 16.0%。

家族代际传承意愿是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家族企业所追求的重要的社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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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财富目标之一［11］。根据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解释，家族企业在进行国际化战略决策时，会在一定程度上

优先考虑满足家族成员在社会情感财富方面的诉求。Miller和 Le Breton⁃Miller［12］进一步将社会情感财富区

分为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如家族控制）和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如家族代际传承意愿）2种不同类型。不同

类型社会情感财富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的影响不同。重视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不利于家族企业开展

国际化经营活动［13⁃14］，而重视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则有助于家族企业国际化扩张［15］。尽管极少数学者注意

到了家族代际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倾向于将家族代际传承意愿作为一个整

体概念来看待［15］，没有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的家族代际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及其差异性

问题。

基于以上现实和理论背景，本文从权力传承视角，研究不同类型的家族企业主的代际传承意愿对家族企

业国际化的影响；同时，将地区制度环境引入分析框架，讨论不同制度背景下家族企业主的代际传承意愿对

企业国际化影响效应的差异性。本文研究拓展和丰富了家族企业国际化前因研究文献，并为制度环境影响

新兴经济体家族企业国际化增加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于指导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计划与安排以及国际化

战略选择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研究假设

（一）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1.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即仅意图传承家族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会产生消极影响。第一，仅意图传承家族所有权的家族企业仅

将家族后代视为投资者，更加重视追求企业短期利益，偏向短期导向，即使非家族管理者具有长期发展的规

划和目标，但重视企业短期回报的股东（包括家族股东）也会给非家族管理者施加压力，限制非家族管理者对

长期目标的追求。因此，面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增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16］，这类家族企业会较少选

择具有长期导向和高风险特征的国际化战略。第二，仅意图传承家族所有权的家族企业倾向于选择两权分

离的公司治理结构，为确保家族企业交接班的顺利进行，家族企业主可能会雇用非家族的职业经理人担任企

业 CEO或高管。与家族经理相比，职业经理人更加看重企业短期利益，偏向短期导向。因此，雇用职业经理

人的家族企业会较少选择具有长期导向特征的国际化战略。同时，由于职业经理人的领导风格、知识、技能

或整体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家族经理的理解可能不同，因此，雇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可能会改变原有的企

业战略方向［17⁃18］，比如，以较低程度和较慢速度进入国际市场。此外，家族企业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会

导致第一类代理问题，增大家族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代理成本。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H1a）。

2.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即仅意图传承家族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一，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反映了控

制家族持续经营企业的意愿［19］，仅意图传承家族管理权的家族企业倾向于任命家族成员担任企业 CEO或高

管，与职业经理人相比，家族经理的任期更长。家族经理的长任期传递了家族企业长期发展的信号，此时家

族经理在国际化战略决策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更少，家族企业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国际化经营活动中。

对控制家族而言，家族企业长期发展的信号，也意味着家族企业不仅仅是一项可以用于消费的资产，更是向

家族后代延续的家族遗产和传统。因此，具有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的家族企业更加重视企业长期利益，偏向

长期导向，倾向于选择具有长期导向特征的国际化战略。第二，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越强，表明家族企业主

更意向家族后代涉入企业管理。与父辈相比，家族后代通常接受过更正规的教育，并具有更多的外部经

验［20］。当这些家族后代进入家族企业工作时，会给家族企业带来新的经营理念、行业知识、全球化视野和国

际化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族股东对企业国际化这种冒险事业的担心、以及家族股东与非家族股东之间

在国际化经营活动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增强家族企业识别国际市场机会的能力，降低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活

动的成本，推动家族企业国际化扩张［21］，尤其是具有海外背景的家族后代进入家族企业工作时，更可能识别

有利的海外并购机会［22］；同时，家族后代比父辈更加注重商业关系网络的构建。商业关系网络会给家族企

业带来不同的行业知识、技术知识、新客户资源和新渠道资源等，这些外部资源能够帮助企业实施以前由于

缺乏资源或惰性而受到限制的国际化经营活动［23］。特别是当家族后代执掌家族企业之后，可能会打破家族

177



技术经济 第 39 卷 第 7 期

企业原有的战略路径，如以较高程度和较快速度进入国际市场。第三，仅意图传承家族管理权的家族企业倾

向于引入外部投资者，外部投资者引入有助于优化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同时，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越强，家族

企业越可能在企业内部建立非人格化的、正式的家族治理制度［24］。正式的企业治理和家族治理制度是家族

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制度保障，有助于降低家族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代理成本和交易费用，进而促进家族

企业国际化扩张。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b）。

3.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同时传承意愿（即意图同时传承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

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家族企业主仅意图传承家族管理权有助于促进家族企业国际化扩张。但是，仅意图传承

家族管理权的家族企业倾向于引入外部投资者，这会增大家族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代理

成本。当家族企业主意图同时传承家族所有权与家族管理权时，预示着家族企业更加强调所有者与管理者

的一致性，所有者与管理者的目标和利益也更加一致，并与家族企业的目标和利益紧密相联，这会增大家族

所有者对非家族管理者的监督，有效遏制非家族管理者的短视行为和利益攫取行为，降低家族企业国际化过

程中的代理成本，促使家族企业选择具有长期导向特征的国际化战略。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同时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c）。

（二）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宏观制度环境是影响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25］。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对企业国际化

战略决策的作用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掌控关键性资源并在资源

再分配体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各地区制度环境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制度环境良好的地区，政府部

门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较小，再分配体制对家族企业的制度歧视较低，市场交易将更多地依靠价格反映市场信

号的资源配置机制。从而家族企业可以更广泛地获取国际化资源、知识和管理能力，并且资源获取的成本也

较低；同时，在制度环境良好的地区，私有产权和投资者保护水平较高，产权保障会强化家族企业领导人对长

期成长战略（如国际化战略）的追求。因此，良好的制度环境将直接促进家族企业国际化扩张。家族企业国

际化会进一步增强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并有助于企业的代际传承，增加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维度的社会情感财

富。因此，在家族企业中，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家族代际传承意愿这一社会情感维度被赋予更小的决策权重，

其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的影响也可能更小。相反，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家族企业通过市场交易方

式获取国际化资源、知识和管理能力的难度较大，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的风险和交易成本较高，此时家

族企业将更加强调保存家族社会情感财富，从而家族代际传承意愿这一社会情感财富被赋予更大的决策权

重，其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的影响也更大。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良好的制度环境降低了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H2）。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主持进行的中国私营企业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 2016年；调查区域分布在浙

江、上海、福建、广东、重庆、青海、陕西和云南 8个省或直辖市。发放问卷 350份，回收问卷 342份。采用控股

家族持股比例不低于 50%的家族企业界定标准［1］，进入分析的家族企业样本有 274家。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国际化，本文选择国际化程度和国际速度两类指标。其中：对国际化程度（DOI）的测量，借鉴了陈

立敏［26］的研究；对国际化速度（DOS）的测量，借鉴了王益民等［27］的研究。

2. 解释变量

传承意愿，本文区分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SU_O）、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SU_M）、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

同时传承意愿（SU_OM）3种不同类型。

3. 调节变量

制度环境（IE），本文采用王小鲁等［28］编制的 2014年中国各省市的市场化总指数评分作为制度环境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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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变量，该指数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采用［29］。

4. 控制变量

综合前期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将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限（FAGE）、行业类型（INDU）、企业前期绩效

（PERF）、国际化经验（EIE）、家族所有权（FO）、总经理任期（CEOT）、总经理年龄（EAGE）作为控制变量。其

中，企业前期绩效采用 4个指标测量，各指标使用李克特五点尺度来度量（1为很差，5为很好）。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874。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测量参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及测量

变量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调节变量

控制变量

名称

国际化程度

国际化速度

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

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

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同时传承意愿

制度环境

企业规模

企业年限

行业类型

企业前期绩效

国际化经验

家族所有权

总经理任期

总经理年龄

代码

DOI

DOS

SU_O
SU_M
SU_OM
IE
SIZE
FAGE
INDU

PERF

EIE

FO
CEOT
EAGE

定义及测量

2015年企业出口收入占当年销售收入的份额

2015年企业出口收入占当年销售收入的份额除以自企业首次国外扩张以来的年数

企业创始人已经或会将股权传承给下一代记为 1，否则为 0
企业创始人已经或会将管理权传承给下一代记为 1，否则为 0

企业创始人已经或会将股权和管理权同时传承给下一代记为 1，否则为 0
2014年分省市的市场化指数

2015年企业员工人数取自然对数

企业创建年限取自然对数

制造业记为 1，否则为 0
4个指标“与主要同行竞争对手相比近 3年企业利润、销售额和市场份额增长及总资

产回报”取均值

企业主或高层管理者有海外学习、生活、工作、从事海外业务或海外商务出差经历记
为 1，否则为 0

企业主及其家族成员持有的企业股份额

总经理任职年限取自然对数

1=35岁以下，2=36～46岁，3=46～55岁，4=56岁以上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1. 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表 2中模型 1、表 3中模型 1检验了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表 2中模型 1显示，

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135，p<0.01）；表 3中模型 1显示，家

族所有权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82，p<0.001）。这说明家族企业主仅

传承家族所有权的意愿越强，家族企业越不愿意深度进入国际市场，并且深度进入国际市场的速度越慢。由

此H1a得到验证。

2. 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表 2中模型 3、表 3中模型 3检验了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表 2中模型 3显示，

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28，p<0.05）；表 3中模型 3显示，家

族管理权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68，p<0.01）。这说明家族企业主仅传

承家族管理权的意愿越强，家族企业越倾于深度进入国际市场，并且深度进入国际市场的速度越快。由此

H1b得到验证。

3. 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同时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表 2中模型 5、表 3中模型 5检验了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同时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表 2
中模型 5显示，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同时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虽有正向影响但该影响并不具有

显著性（β=0.057，p>0.10）；表 3中模型 5显示，家族所有权权与管理权同时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速度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42，p<0.05）。这说明家族企业主同时传承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的意愿越强，家

族企业深度进入国际市场的速度越快。由此H1c得到部分验证。

（二）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为了检验制度环境对传承意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在主效应检验的基础上加入传承

意愿（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同时传承意愿）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

表 2中模型 2和表 3中模型 2显示，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SU_O×IE）对家族企业国

际化程度虽有正向影响但该正向影响并不具有显著性（β=0.022，p>0.10），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与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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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项对家族企业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25，p<0.01）；表 2中模型 4和表 3中模型 4显示，

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SU_M×IE）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β=-0.060，p<0.05；β=-0.030，p<0.05）；表 2中模型 6和表 3中模型 6显示，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同时传承

意愿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SU_OM×IE）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虽有负向影响但该负向影响并不具有显著性

（β=-0.002，p>0.10），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同时传承意愿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对家族企业国际化速度具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β=-0.016，p<0.10）。以上分析表明：随着家族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改善，家族所有权传承意

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速度的负向影响减小，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速度的正

向影响减小，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同时传承意愿对国际化速度的正向影响减小。由此 H3得到部分验证。本

文的研究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并没有降低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对国际化程度的负向影响、以及家族所有权

与管理权同时传承意愿对国际化程度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是：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中，私有产权保护更加

有效，家族企业领导者人感知到的制度不确定性和风险较低，此时家族企业所有权传承意愿可能更强，从而

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可能会增大。

表 2 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影响的分析结果

变量

_CONS
SIZE
FAGE
INDU
PERF
EIE
FO
CEOT
EAGE
IE

SU_O
SU_O×IE
SU_M

SU_M×IE
SU_OM

SU_OM×IE
R2

Adj. R2
F
N

模型 1
-0.079（0.193）
-0.071***（0.017）
-0.045（0.049）
0.089（0.056）
0.058*（0.029）
0.057（0.049）
0.002+（0.001）
0.127*（0.049）
-0.009（0.022）
0.035**（0.012）
-0.135**（0.046）

0.270
0.240
9.054***
256

模型 2
-0.033（0.199）
-0.073***（0.017）
-0.046（0.049）
0.087（0.056）
0.056+（0.029）
0.056（0.049）
0.002+（0.001）
0.123*（0.049）
-0.012（0.023）
0.034**（0.012）
-0.132**（0.046）
0.022（0.022）

0.273
0.240
8.320***
256

模型 3
-0.257（0.188）
-0.070***（0.017）
-0.041（0.049）
0.064（0.055）
0.053+（0.029）
0.041（0.050）
0.003*（0.001）
0.123*（0.049）
-0.003（0.022）
0.043***（0.011）

0.128*（0.059）

0.258
0.228
8.525***
256

模型 4
-0.204（0.189）
-0.075***（0.017）
-0.034（0.049）
0.054（0.055）
0.061*（0.029）
0.045（0.049）
0.002*（0.001）
0.114*（0.049）
-0.007（0.022）
0.041***（0.011）

0.151*（0.060）
-0.060*（0.030）

0.270
0.237
8.211***
256

模型 5
-0.213（0.189）
-0.072***（0.017）
-0.046（0.049）
0.076（0.056）
0.055+（0.029）
0.054（0.050）
0.002+（0.001）
0.122*（0.049）
-0.003（0.023）
0.042***（0.012）

0.057（0.047）

0.249
0.218
8.107***
256

模型 6
-0.211（0.192）
-0.072***（0.017）
-0.046（0.049）
0.077（0.057）
0.054+（0.030）
0.054（0.050）
0.002+（0.001）
0.122*（0.049）
-0.003（0.023）
0.042***（0.012）

0.058（0.047）
-0.002（0.023）

0.249
0.215
7.341***
256

注：+表示 p<0.10；*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3 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速度影响的分析结果

变量

_CONS
SIZE
FAGE
INDU
PERF
EIE
FO
CEOT
EAGE
IE

SU_O
SU_O×IE
SU_M

SU_M×IE
SU_OM

SU_OM×IE
R2

Adj. R2
F
N

模型 1
0.268**（0.082）
-0.017*（0.007）
-0.082***（0.022）
0.030（0.023）
0.040**（0.012）
0.042*（0.021）
0.000（0.001）
0.000（0.023）
-0.010（0.009）
-0.007（0.005）
-0.082***（0.019）

0.273
0.242
8.874***
247

模型 2
0.319***（0.083）
-0.018*（0.007）
-0.081***（0.022）
0.027（0.023）
0.038**（0.012）
0.040+（0.021）
0.000（0.001）
-0.006（0.023）
-0.013（0.009）
-0.009+（0.005）
-0.079***（0.019）
0.025**（0.009）

0.296
0.263
8.969***
247

模型 3
0.161*（0.081）
-0.015*（0.007）
-0.078**（0.023）
0.015（0.024）
0.037**（0.013）
0.032（0.021）
0.001（0.001）
-0.005（0.023）
-0.006（0.010）
-0.003（0.005）

0.068**（0.026）

0.241
0.209
7.492***
247

模型 4
0.188*（0.081）
-0.018*（0.007）
-0.073**（0.023）
0.009（0.024）
0.041**（0.012）
0.035（0.021）
0.000（0.001）
-0.011（0.023）
-0.007（0.009）
-0.003（0.006）

0.080**（0.026）
-0.030*（0.013）

0.259
0.224
7.461***
247

模型 5
0.195*（0.081）
-0.017*（0.007）
-0.086***（0.023）
0.023（0.024）
0.037**（0.013）
0.040+（0.022）
0.000（0.001）
0.001（0.024）
-0.006（0.010）
-0.003（0.005）

0.042*（0.020）

0.233
0.200
7.162***
247

模型 6
0.216**（0.082）
-0.016*（0.007）
-0.088***（0.023）
0.025（0.024）
0.034**（0.013）
0.038+（0.022）
0.000（0.001）
0.001（0.023）
-0.008（0.010）
-0.005（0.005）

0.044*（0.020）
-0.016+（0.010）

0.242
0.207
6.822***
247

注：+表示 p<0.10；*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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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重新筛选家族企业样本。具体而言，按照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家

族企业研究课题组［1］狭义的家族企业界定标准，将家族持股比例在 50%以上且高管团队中至少有一名家族

成员的企业界定为家族企业，得到 251个家族企业样本。回归结果（表 4、表 5）显示，重新筛选家族企业样本

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表 4 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稳健性检验结果（1）
变量

_CONS
SIZE
FAGE
INDU
PERF
EIE
FO
CEOT
EAGE
IE

SU_O
SU_O×IE
SU_M

SU_M×IE
SU_OM

SU_OM×IE
R2

Adj. R2
F
N

模型 1
-0.059（0.208）
-0.074***（0.017）
-0.051（0.054）
0.103+（0.057）
0.063（0.031）
0.060（0.051）
0.002（0.001）
0.141*（0.053）
-0.010（0.023）
0.031*（0.012）
-0.148**（0.048）

0.276
0.244
8.644***
238

模型 2
0.017（0.215）

-0.077***（0.017）
-0.049+（0.053）
0.098+（0.057）
0.060（0.031）
0.058（0.051）
0.002（0.001）
0.134*（0.049）
-0.015（0.024）
0.028*（0.012）
-0.142**（0.049）
0.031（0.023）

0.282
0.247
8.053***
238

模型 3
-0.274（0.200）
-0.072***（0.017）
-0.046（0.054）
0.077（0.057）
0.060+（0.031）
0.044（0.051）
0.003*（0.001）
0.135*（0.054）
-0.002（0.023）
0.041**（0.012）

0.122*（0.060）

0.259
0.227
7.955***
238

模型 4
-0.220（0.201）
-0.077***（0.018）
-0.066（0.057）
0.054（0.055）
0.068*（0.031）
0.047（0.051）
0.002+（0.001）
0.114*（0.049）
-0.005（0.023）
0.039**（0.012）

0.141*（0.060）
-0.060*（0.031）

0.272
0.236
7.607***
238

模型 5
-0.222（0.202）
-0.074***（0.018）
-0.050（0.054）
0.091（0.058）
0.062*（0.031）
0.058（0.052）
0.002+（0.001）
0.134*（0.054）
-0.003（0.024）
0.039**（0.012）

0.065（0.049）

0.252
0.219
7.640***
238

模型 6
-0.201（0.207）
-0.074***（0.018）
-0.051（0.055）
0.092（0.058）
0.059+（0.032）
0.056（0.052）
0.002+（0.001）
0.134*（0.054）
-0.004（0.024）
0.038**（0.013）

0.066（0.049）
-0.012（0.025）

0.253
0.219
6.942***
238

注：+表示 p<0.10；*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5 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稳健性检验结果（2）
变量

-CONS
SIZE
FAGE
INDU
PERF
EIE
FO
CEOT
EAGE
IE

SU_O
SU_O×IE
SU_M

SU_M×IE
SU_OM

SU_OM×IE
R2

Adj. R2
F
N

模型 1
0.297**（0.090）
-0.017*（0.008）
-0.086**（0.026）
0.033（0.025）
0.040**（0.013）
0.042+（0.022）
0.000（0.001）
0.005（0.027）
-0.012（0.010）
-0.009+（0.005）
-0.088***（0.021）

0.275
0.241
8.286***
230

模型 2
0.364***（0.091）
-0.020*（0.007）
-0.081***（0.026）
0.029（0.024）
0.037**（0.013）
0.040+（0.022）
0.000（0.001）
-0.003（0.035）
-0.016（0.010）
-0.012*（0.005）
-0.083***（0.021）
0.028**（0.010）

0.301
0.266
8.530***
230

模型 3
0.170+（0.088）
-0.015+（0.008）
-0.081**（0.027）
0.018（0.025）
0.039**（0.014）
0.033（0.023）
0.001（0.001）
-0.001（0.010）
-0.007（0.010）
-0.003（0.005）

0.066*（0.027）

0.238
0.203
6.830***
230

模型 4
0.195*（0.088）
-0.018*（0.008）
-0.075**（0.027）
0.012（0.025）
0.043**（0.014）
0.035（0.022）
0.000（0.001）
-0.009（0.027）
-0.008（0.010）
-0.004（0.005）

0.076**（0.027）
-0.031*（0.013）

0.256
0.218
6.809***
230

模型 5
0.209*（0.089）
-0.017*（0.008）
-0.091**（0.027）
0.027（0.025）
0.039**（0.014）
0.041+（0.023）
0.000（0.001）
0.007（0.027）
-0.008（0.010）
-0.005（0.005）

0.044*（0.021）

0.231
0.196
6.593***
230

模型 6
0.244**（0.090）
-0.017*（0.008）
-0.091**（0.027）
0.028（0.025）
0.034*（0.014）
0.038+（0.023）
0.000（0.001）
0.006（0.027）
-0.010（0.010）
-0.007（0.005）

0.046*（0.021）
-0.020+（0.011）

0.244
0.205
6.38***
230

注：+表示 p<0.10；*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四、结论与启示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家“走出去”战略等背景下，如何利用代际传承契机引导家族企业“走出去”，是我

国家族企业转型升级、持续成长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话题。本文首先区分了 3种不同类型的家族企业主传

承意愿，研究家族企业主的不同传承意愿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并分析了制度环境这一宏观因素对二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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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节效应，使用中国东西部地区 8个省（直辖市）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研究结

论：第一，家族企业主的不同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不同，其中，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即仅意图

传承家族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即仅意

图传承家族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同时传

承意愿（即意图同时传承家族所权与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随着家族企

业所处制度环境的改善，家族所有权传承意愿对国际化速度的负向影响减小，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对国际化

程度和国际化速度的正向影响减小，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同时传承意愿对国际化速度的正向影响减小。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丰富了家族企业国际化前因研究成果。现有关于家族

企业国际化前因的研究主要关注家族权力等家族涉入因素的影响［9］，有关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国际化影响

的研究成果，则主要讨论家族后代所有权与管理权涉入、家族涉入或传承代数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

响［21，30⁃32］，然而，鲜有文献关注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作用。极少数相关研究成果

也仅仅限于分析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并且将传承意愿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看

待［15］。本文从家族所有权和家族管理权这两种不同的传承要素出发，将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区分为家族

所有权传承意愿、家族管理权传承意愿、家族所有权与家族管理权同时传承意愿 3种不同类型，研究家族企

业主的不同传承意愿对企业国际化程度、国际化速度的影响效应及其差异性，研究结论不同于前期文献强调

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积极作用［15］，这一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家族企业国际化前因研究成果。第二，

丰富了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关系研究成果。本文引入中国转型制度环境这一重要的情境变量，研究

宏观制度环境对传承意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关系的调节作用，这主要得益于宏观制度环境的改善使家族代

际传承意愿这一社会情感维度被赋予更小的决策权重，其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的影响也更小。研究

结论为宏观制度环境影响新兴经济体家族企业国际化增加了新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

参考依据。

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家族企业管理实践具有借鉴意义：第一，家族企业主要合理制定传承计划。中国家

族企业国际化的重要目的是实现企业转型升级与可持续成长。本文研究发现，明确的家族管理权（事业）传

承意愿有助于家族企业深度和快速进入国际市场，而过度的家族所有权（财富）传承意愿将不利于家族企业

国际化扩张。因此，家族企业主要合理制定传承计划，强化家族管理权（事业）传承意识，充分发挥其对家族

企业国际化的积极效应。第二，进一步完善家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制度环境。家族企业国际化扩张过程中，

不仅要注意企业主自身的传承计划与安排，还应特别关注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包括继续完善私有产权保护

制度，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降低家族企业主感知到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风险等，为家族企业“走出去”扫清障

碍，实现制度环境、传承意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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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ion Inten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Family Firm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Zhou Lixin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Economy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China）
Abstract：The impact of succession intention on family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above relationship is explored. First，it is found that family ownership succession intention（i. e. ，intend to transfer family ownership
only）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degree and speed，family management succession intention（i. e. ，intend
to transfer family management only）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degree and speed，family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succession intention（i. e. ，intend to transfer family ownership and family management）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Second，it is also found that a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mproves，the negative effect of family
ownership succession intention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family management succession intention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degree and speed，as well a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amily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succession intention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becomes weaker.
Keywords：family firm；succession intention；internationalization degree；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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