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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和东南亚
海外华人商业妍究的反思

颜清舊

Abstract

This paper reflects upon some of the findings in my research on the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past years. It re-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e business of the Ethnic Chinese, their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s,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hip.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siness, I reassert that Confucianism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Ethnic Chinese businessmen, especially those who were Chinese educated. But some of
the Confucian values have been modified to suit the changing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overseas. In relation to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
reinforce the findings of some scholars that the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is characterized
by a pyramid-shaped structure and a paternalistic management style.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congruent with Confucian values of hierarchy and paternalism. I also
reassert that the duplication of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which characterize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provides stability and long-term interest 仿r the Ethnic Chinese
companies.

On the issue of business networks, I re-emphasize that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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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s are rooted i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Ethnic Chinese, and the special
environment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where they conducted their business activities.
They were based on the complex networks of human relationship of the Chinese, and
operated on the basis of guanxi (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xinyong (personal trust).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play a role in the history of Ethnic Chinese and their
modern business. With regard to entrepreneurs and entrepreneurship, I reassert my

previous findings that an Ethnic Chinese entrepreneur belongs to a type of modem
Chinese entrepreneur, and possesses all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a modem
entrepreneur. He has effectively integrated capital, labour and risk-taking into a modem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has also integrated Confucian values with Western business
practices.

一、海外华人商业与儒家传统的关系

这十多年来，研究海外华人商业的中外学者日渐增多，他们研究的一

个重要课题就是儒家传统与海外华人商业的关系。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中外的学者对这问题各持己见，见仁见智。基本上学者们可分为两组：第

一组学者认为儒家传统与海外华人商业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海外华人商业
的形成，成长，组织和管理，都深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强调历史与

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I第二组学者们却持相反的意见，认
为海外华人商业的兴起与儒家传统毫无关系。海外华人商业之所能够在
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发展起很大的作用。主要是经济和政治因素，世界经济

快速发展及当地政府的正确与务实政策给海外华人带来了极大的商机，

因此海外华人商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当然，这批学者压低历史与文化在经
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2

我认为这两组学者各有长处和偏差。前者过分强调历史与文化的因素
容易流于泛泛之谈，而后者则过分注重经济与政治的因素，过于狭隘。其
实历史，文化的因素必须与经济和政治因素作有机的结合。他们之间有着
密切的关系，海外华人商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经济和政治因
素，但在原有的历史与文化的框架下得到更完整的解释。

儒家传统的内涵是什么？海外华人社会到底保留了多少儒家价值观
念？儒家的价值观对海外华人椅业有着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我们所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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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儒家的中必思想是礼和仁。他们是在维持社会稳定和治国的两个

大原则。从礼演绎出来的忠孝观念是维系中国封建制度的两大支柱。儒家
的价值观念是通过教育，风俗习惯和社会活动来影响海外华人社会。（颜
清煌1991; Yen 1995a)。那些受华文教育的海外华人，他们受儒家思想的

影响要比那受英文或东南亚其他语文教育者来得深。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海

外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变迁弱化了海外华人社会所保留的儒家传统。在儒

家传统中影响海外华人商业行为最主要的有孝道，忠于职守，家族主义，
相亞的责任，敬老敬贤及和睦共处等观念。他们都是从儒家中如思想

"礼"与"仁"衍生出来。在这些观念中，"和睦共处"与"相互责任"

对海外华人商业行为影响最深（YenlW5a)。海外华人常提到"天时，地
利，人和"是商场上成功的要素。现代的术语来解释，天时就是政治经

济环境，地利即地理环境，而人和就是和睦的人际关系。在摘好雇主与雇

贵良好的"劳资关系"（industrial relations)。许多近代与现代的海外华人

企业家把他们的企业当作是一个大家庭。雇主和雇员都属于大家庭的成员
(Yen 1995b)他们的关系不是剥削者的关系，相反的他们共存共荣，在不
同的岗位上分王合作，为了公司的发展与繁荣作出贡献。他们的关系是和

谐与合作，不是对抗与猜忌。

。相里责任"（reciprocity或mutual responsibility)的观念衍生于儒家
思想的"仁"与-忠"，也就是规范上峰与下属关系的准绳。"仁爱"

"仁恕"不仅是上峰对下属应持的正确的态度，同时也是道德上的责任。
另一方面，下属有责任"忠诚"和"忠也"来回报上峰。这"相互责
任"观念影响海外华人企业家对雇员的态度。他们有责任照顾员王的生活
和福利，给员王们合理的待遇。在回报雇主的"仁爱"与照顾，员工们忠
于职守，尽他们的能力把企业搞好。3

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儒家价值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海外的经济
和政治环境的变迁及西方文化和王著文化的冲击，儒家价值观要作多少
的修正。在中华文化强势的地区，如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儒
家价值观还能保留相当强劲的势头（见李焊然2002)。相反的，在华人较
少及中华文化较弱的地区，包括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儒家价值观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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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作较大的修正。

一般来说，海外华人商业是中小企业为主，跨国的大企业属于少

数。1970年代末香港大学的黄绍伦教授(Professor Wong Siu-Lum)对香港
华人企业作实地的调查，发现38,000华人企业中，百分之九十[上属于小

型的家庭企业，雇员的人数少过50人（见WongSiu-Lun 1985)。家庭企业
的基础是家庭主义（familism)，那就是[家庭为核必的经济单位。企业是

由家庭出资创办控制和管理。由于家庭企业的规模小，员_了大部分与家庭

有着血缘的关系，分工的要求没有迫切的需要。所liU王组织上比较散漫，
一位研究海外华人商业的权威学者高伟定教授(Professor Gordon Redding)

认为海外华人家庭企业组织的特征是"组织弱势，联系强劲"（weak

organization and strong linkage) (Redding 1991)。在解释人文现象时，高
伟定教授只是文化和管理的因素稍作解释，不够深人。我认为文化的因

素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它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的"人治"思想把人
的因素放在首位，而制度次之，因此忽略了组织和制度，即使有建立一些

制度也不致力推行。海外华人社会是一个庞大的人际关系网，要想在商业

上成功，人际关系必须搞好。儒家"人治"的思想也直接影响海外华人商
业的管理方式，强调人的因素，把人的潜力尽量发挥出来，这样可导致
企业的蓬勃发展。海外华人著名企业家，台湾塑胶集团的创办人王永庆提
到企业的优良管理的兰个先决条件，即勤劳，知识与经验，其中尤lil勤劳

最重要（见王永庆1998)。

海外华人中小型家庭企业组织和管理的最主要特征就是"金字塔"型

的组织和"轴屯、型"的管理(centripetal)o金字塔型的组织非常简单，普
通分为兰层：最高层是经理和副经理，经常由创办人或他的子侄们担任。
下一层是高级职员，他们与家族有些血缘，地缘或姻亲的关系，或者是由
外面聘请来的专业人±。最底层的一般员王，他们可能与企业拥有者的家
庭有些疏远的关系或者完全没有关系。"轴古型"的管理模式极适合"金
字塔"型的组织。那就是所有的决定权集中在最高决策者手中，决策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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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由上而下，而非由下而上（见Tong 1991)。这种由上而下而权力集中

的管理模式有时也被称为家长式的管理(paternalistic management)。
这种"金字塔"型组织和"轴必型"的家长式管理有他们的优点和缺

点。在中小企业中，"家庭主义"成为企业强劲的纽带把管理人员和员王

们紧紧拉在一起，由于他们和企业在家庭上拥有直接和间接的亲属关系，
所他们愿意勤奋工作使企业迅速与蓬勃发展。由于管理层与员工的分歧

不大，他们可同心协力，为着共同的目标奋斗，同时，由于他们与企业

拥有者的家庭有着亲密关系，他们都能为着企业的前途忠诚地王作，不容

易受高薪或其他的诱惑，而遭到敌对企业所挖角。因此，企业可保持平
稳的发展。团结与稳定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这给海外华人中小企业

具有竞争的尖锋。除此之外，这种"金字塔"型组织和"轴必"型的家长

管理模式给决策者许多灵活性。决策者不须要每一事都照章行事，或要经

过冗长的开会讨论来作决定，这样可缩短决策的时间，比别人抢先一

步。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海外华人的金字塔型组织和家长式管理也

不能例外。强调"家庭主义"必然会导致裙带风（nepotism)。由于强调亲
属关系，在用人方面难免带有偏见，用人不在贤而在亲，这样使企业丧失
一些有才干的人并使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或导致企业的倒闭。4轴必的权

威使权力过分集中在上层的极少数人手中，权力不能下放，工作不能有效

地分配给下层，而上层的极少数人又要承扭繁重的业务。这样又杜绝了下

层的自发性，一直要依赖上峰的指示而行，上下无法顺利沟通，企业的革

新受阻（Tong 1991)。
海外华人家族所控制的跨国大企业，虽然属于少数，但这数字是曰渐

增加中，而这些跨国大企业集团中有许多都是人们所熟知。如台湾王永庆
的台塑集团，香港李嘉诚的长江和黄集团，泰国谢氏家族所控制的正大集
团（C.P.Gro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郭氏家族所控制的丰隆集团，印尼林
瑞良家族所控制的兰林集团等。这些跨国的大企业，都是上市公司，但家
族还是控制大多数的股权和企业的管理权。他们的组织和管理都具有欧
美，日本和韩国跨国大企业的特征，强调分流发展（diversification),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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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专业知识与人才，竞争策略等。5他们组织的基本形式也是金字塔

型，不过，这金字塔型比海外华人中小型企业的组织复杂得多。在金字塔

的最顶端是董事会，掌管公司的最终决策。有关公司发展和扩张的策略，
财政，人才及其他资源的分配的重大决策都要得到董事会的首肯。董事会

的成员主要包括家族的重要成员，6董事经理或副经理，再加上一些功能
董事（Functional Director)。这些功能董事带有浓厚的政治因素，他们与政

府有很密切的关系。7金字塔的中层就是管理层(management),除经理和
副经理的职位外，一些中层的管理人员有许多是由外面聘请的专业人员。
他们的专业及管理知识对企业的管理和发展是很重要的。在金字塔的底层

就是一般普通的职员和工人。虽然海外华人大企业拥有现代西方跨国大公

司的特征，但还受到华人传统的影响，还多少带有"家长式"的色彩。
海外华人大企业组织和管理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管理权与所有权的重

喬。在单一家族控制的企业集团，往往该企业的创办人任董事主席，掌

公司的决策权。集团的总经理通常由创办人的兄弟或子侄扭任，行政权力

很大。集团属下的主要子公司的经理也大都由可信任的亲属扭任。8在多

家族控制的企业集团，董事主席当然由几个家族的伙伴轮流扭任，而企业

集团的主要行政人员也由各家族的成员中选出扭任。有时，大股权拥有者

的家族成员并未踊跃参与集团的管理。9这管理权与所有权合一的最重要

目的就是要保证家族的控制权，而能更有效地执行董事会的决议。同时，

它也巧(提高管理人员的权威（Redding 1990)。在人际关系极端重要的海
外华人社会，董事经理当然比受薪经理具有更大的权力，而备受员工们尊

敬。由于经理是由家族的主要成员所扭任，他们处处都[家族的利益作考

虑，不会轻举妄动，把公司的前途当赌注W博得个人的荣耀和奖赏。海外
华人大企业的管理权与所有权重叠的事实常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认为这

制度阻碍企业的发展。他们认为管理权与所有权应该分开，主要管理人员
巧由杰出的专业人±担任，这样企业可获得快速发展。但这种管理权与
所有权分离也有许多弊病。第一，许多专业的管理人员都是高薪和短期
合约聘请，他们在聘期内要把公司的业绩搞好巩固他们的位置。这往往
驱使他们采取短线的策略，而忽略长远的利益。第二，许多专业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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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为了高薪和优厚报酬而王作，他们对雇主不忠必，很容易被其他公司

挖角。第=，自从美国大企业集团，如安隆（Enron)和World.Com等的
破产丑闻[后，许多人都可W看到这些高层受薪的专业管理人员都利用职

权W谋取私利，对公司的前途和生存置之不顾。

;、海外华人商业网络的建构及其意义

近十年来，海外华人商业网络这课题已普遍引起学者们的注意。1°学

者们不仅认为商业网络对海外华人商业的鹏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也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甚至要了解后海外华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及中国发

展的前途也有帮助。那么，海外华人商业网络的渊源何在？它的文化与社

会基础是什么？它在海外华人商业活动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无可怀疑的海外华人商业网络植根于历史，文化W及他们在东亚和东

南亚商业活动的特殊环境，与欧洲人殖民不同，华人自隋唐^^来（屯世

纪）与东亚和东南亚发展的商业贸易都属短暂性，他们没有殖民定居的观
念，而在一些重要通商口岸建立商业网络牟利。II后经宋元时期的巩固
发展，到十尤世纪中叶明末清初时，东亚与东南海亚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已
根深蒂固，而海外华人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商业贸易也占有一席地位
(见李金明1990;张彬村1W8;陈希育1991)。自十韦世纪末到十九世纪
末的两百年间，东亚和东南亚海外华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起了很大的变
化，这直接影响他们的商业地位和商业网络。这巨变是由两个因素交叉导
致的结果。第一，十走世纪末见证了欧洲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地区势力扩张
的深化。到十九世纪末，欧洲列强的英，荷，法，西班牙几乎控制东南亚
大部分的±地，控制了东南亚区的商业贸易，把海外华人商改变为仲介
商，替新的殖民地经济秩序服务。第二，由于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
中国的大口被打开了，同时由于欧洲殖民地政府在东南亚发展矿业和经济
作物（cash-crop agriculture)需要大量的贱价劳工，因而吸引大批华工到东
南亚星殖和定居。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华人人口骤增，这给华商发展商业网
络提供有利的条件。I2

商业网络的文化与社会基础是华人的人际关系网，这关系网是建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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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关系iguanxi)与个人的信用{xinyong) "关系"并不是一个
分析的概念，而这概念只表示两者之间带有亲切和相互责任的感觉。一位
澳州政治学家杰克斯教授（Bruce Jacobs)曾对"关系"下个定义，他认为
是…种"带有个别性和独特性而非意识形态的纽带，而这纽带是建立在共
享认同的基础上"（见Jacobs 1W6和1980)。n在海外华人社会，这种共
享认同（shared identification)就是宗亲，乡亲和同学的关系。早期华人移

民东亚和东南亚的亲属移民模式（kinship immigration) (及华籍移民缺乏
祖国的政治保护加强了血缘与地缘的关系。14二十世纪期间，华族移民的
后裔在当地接受西方或华文教育，毕业后在商界服务，同学的关系日形重

要。同时，由于宗亲会，会馆及校友会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扮演非常重要
的角色（Yen 2000和2002a)，所lil血缘，地缘和学缘成为建构商业网络的
重要基石。

建构商业网络的另一个重要基石是个人的"信用"{xinyong)，也就
是英文的trust,或翻成中文为"信任"。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己伯氏
(Bernard Barber) (社会学的观点把"信任"分成=类：第一类就是一般

性的信任，那就是说对人类的一种自然和理性的信任，相信人不会无缘无
故杀人；第二类就是对专业功能的信任，那就是说信任医生会医治好你的

病，而王程师可建造桥梁；第兰类就是对社会功能的信任，那就是说信
任警察会维持治安，而政治家和政府公务员会忠诚地履行他们的任务。著

名的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氏(Max Weber)却把信任分为两大类：特别性

的信任(particularistic)及普遍性的信任（universalistic)。前者是建立在血
缘的关系上，而后者则建立在宗教的共同信仰上（见Weber 1951)。香港

大学的社会学家黄绍伦教授在研究香港华人商业时也把"信用"分成两

类：制度的信用（systematic trust)及个人的信用（personal trust)。前者包
括政治制度和司法机构，而后者则包括个人的关系，诸如血缘和地缘的关
系（Wong Siu-Lun 1991)。黄绍伦在研究香港的上海籍纺织企业家时发现
个人的信用是这些企业家成功的六大要素之一（Wong Siu-Lun 1988)。其
他研究印尼、香港和越南华人商业的学者也都强调个人信用在华人商业上
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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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个人信用如此重要，它在华人商业交往的功能上又如何？它对建
构商业网络起了什么作用？基本上个人信用的功能有云：第一，它作为华
人商业交往的滑润剂，使商业顺利进行；第二，它可抑制和制裁商业上

不良的行为诸如诈骗或食言等；第兰，它可简化商业交易的手续，而使
商业交易迅速进行。在分析个人信用对海外华人商业交易的影响时，我们
可分两个层面来了解。第一层就是在两个商人，或两个商业家庭或两个

商业集团的商业交易。最初"信用"要经过不断的考验而建立起来，而这
"个人信用"是缓慢和循序渐进的，一直到稳固地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
但这个人信用还是要继续维持下去。第二个层面就是个人信用在华人商界

所起的作用。当某商人建立良好的个人信用之后，他也间接地树立良好的

商业形象，他的"商誉"也就不腔而走（Barton 1983)。这样许多商人都
乐意和他做生意。他们可(信任他，信任他的商号或他的商业集团，甚至
可信任他的亲戚或他所介绍的人。在建构商业网络时，个人信用尤其重

要。一方面是因为海外华商深受儒家"人治"观念的影响，强调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而人与制度的关系退居次要。另外一方面因为历史的关系，海

外华人散居各地，没受到祖国的保护，同时居留地政府的司法制度也有不

相同之处，难依赖法律来进行商业贸易。

无可怀疑的，网络在海外华人商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对
历史的考察W及对现代商业集团的研究，不难发现网络占有一席重要的地

位。在廿世纪七十年代，当东亚东南亚海外华人商业尚未禍起之前，网络

的角色似乎更形重要。不管在资金的筹集、人事的安排、企业的发展及跨
国性的扩张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陈锦江教授（Wellington K.K. Chan

1982和1998a)对香港光施公司的研究，本人对香港和上海永安公司的研

究（Yen 1995b和1998a)柯理博± (Godleyl981)对张弼±在东南亚商
业帝国的研究，J. Panglaykin 和 I. Palmer ( 1970) 及 Yoshihara Kunio

(1%9)对黄仲函商业帝国的研究，杨进发博± (1987)对陈嘉庚的研究，
黄绍伦教授（1988)对香港的上海籍纺织企业家的研究，及谢国真博±
(1994)对台湾台南帮的研究中找到许多历史的见证。在送个时期，传统
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海外华人商业在东亚和东南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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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起铺路。在廿世纪走十年代1^:；[后，电脑及资讯科技的发达削弱了传统纽
带在华人商业活动中的作用，这使到有些学者认为当海外华人企业成长和

最终完全西化时，传统的网络将被掘弃（Lim，LindaY.C. 1983)。更有一位

学者认为华人商业网络是一个毫无作用的神话（Gomez 1999)。

无可否认的，当海外华人企业在发展和扩张时，他们必须吸取西方商

业的长处，诸如企业的计划，财务的计算和人事的管理方面，但他们不可

能完全改变为西方式的企业。这种改变也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企业的跨
国扩展主要还是在亚洲区域，而主要的客户还是亚洲人。具有亚洲文化特

色的华人商业网络当然还有存在的价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东亚与

东南亚地区兴起了一股^；[地缘和血缘为主的世界联谊会的风潮，诸如国际

客家联谊会，世界潮州联谊会和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等。这些联谊会的召

开印证了传统商业网络对海外华人商业国际化或环球化所起的作用。这些

联谊会大都是每两年或兰年召开一次，而在世界不同的城市举行。虽然联

谊会强调联络感情和促进文化与教育，更重要的是沟通商情建立国际商业
网络（Yen 2002b)。华人商业网络在海外华人商业国际化和环球化所扮演

的重要角色，更由国际华商大会的成立和召开得到体现。第一届国际华商

大会于1991年8月在新加坡举行，"该会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发起，参

加者非常踊跃，有来自世界30个国家75个城市的800位华商代表，并由

著名华裔学者作专题演讲，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资政为大会主旨演讲
人。IS这是一次很成功的集会，把世界各地华商集合起来，共商发展世界

华人经济和商业前途。华商大会接着在香港，曼谷，温哥华，墨尔本和中

国召开，并建立秘书处和资讯网络L义沟通联络（Yen 2002b)。

四、海外华人企业家与企业精神

有关"企业家"（entrepreneur)这名词最早可追溯到十屯世纪的法
国。当时法国的经济学家坎地朗（Cantilon)把那些从事较有冒险性商业

活动的人称为"企业家"。他所指的是那些承包商和贩卖农产品的小商人;
而他所说的"企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指具有"冒险性"的商业
行为。到了十八世纪下半叶，"企业家"的定义有所改变。1776年，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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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经济大师亚当史密斯（AdamSmi比）在他出版的划时代巨著《国富
论》{The Weal出ofNation) 一书中描述"企业家"是一位具有远见而能

创建一种新工业的商人。他是一位王业的领袖，能够体察经济发展的趋势

和需要来制造新产品。亚当史密斯眼中的企业家已不仅是敢于冒险的商

人，而必须具有远见而能创建新企业的商业领袖。虽然亚当史密斯给"企
业家"作了比较明确的定义，但他并没有把"企业家"的重要性加哥

述。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才
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1871年，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口哲（Carl

Menger)出版他的名著《经济原理》{Prin崎)lesofEconomics)—书，’认
为经济的变革不是因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而是一批有远见的"企业

家"因了解环境变化的需要来推动经济变革。这些"企业家"是经济变革

的主导人。他们把经济资源改变成供一般人可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卡尔口

哲把"企业家"列为生产四大要素之首，那就是"企业家"，王地，劳力

和资本。他坚信±地，劳力和资本并不能自动地迎合人类消费的需求，除

非企业家愿意冒着风险把这些生产要素集合起来，把他们改变成可消费的
产品和服务。卡尔口哲不仅把"企业家"的地位提升了，他也肯定亚当史

密斯的"企业家"定义，那就是企业家不仅是经济的冒险者，也是新兴企

业的创建者及工业生产的领袖。

有关"企业家"和"企业精神"的定义自卡尔口哲后维持不变，一
直到1934年当另一位著名的奥地利籍经济大师桑彼得（Joseph

Schumpeter)的出现而有所修正。桑彼得是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的经济系
教授。他曾发表一系列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论文。他认为"企业精神"
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破坏动力，它也是经济发展的导力。他认为"企业
家"是一位改革者，经济手段破坏原有旧的生产方式而促使改革。他的
"企业精神"的中屯、点是"创新"(innovation),那就是不断地利用新的发
明和新的科技来制造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

近十年来，我曾发表一些论文企图对"海外华人企业家"和"海外华
人企业精神"作另一个较明确的定义。同时对他们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较全
面的解释。在我几年前所发表的"香港与上海的永安公司：一个现代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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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企业的个案研究，1907-1949"论文中，认为"海外华人企业家"，如
永安公司的创始人郭乐和郭泉兄弟，是属于中国现代企业家的一种类型。
他是一位能有效地把资本，劳力和管理结合起来而成功地创建现代企业的

商人。他具有资本家最基本的态度，那就是强烈追求利润和财富的意念，
有勇气担当风险和决如实现创业计划。同时，他具有远见和商业判断力
及创新的精神。他也具有领导，沟通及管理企业的能力。换句话说，他不
仅是企业的创建者，也是企业的延续者（Yen 1995b)。后来，我在1997年

发表的"陈嘉庚与海外华人的企业精神"（Tan KahKee and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一论文中li(海外华人著名的大企业家陈嘉庚为
例，印证我对"海外华人企业家"所下的定义。我指出作为"海外华人企

业家"，陈嘉庚和其他海外华人企业家一样具有强烈追求利涧的意念。但

他追求财富的目的并非为个人和家庭的利益着想，而是要利用赚来的钱财

来兴办教育，达到"教育兴国"的崇高理想（见Yen 1986b)。

至于"海外华人企业精神"的定义，我认为它是一种具有充沛动力，

而不断制造财富的过程。它是由具有远见而敢承担风险的海外华人企业家

不断地整合儒家的文化价值和西方的商业经验与科技来创造，发展和革新

企业，在整合儒家传统和西方商业经验和科技时，他们所经历的路程与曰
本及韩国的现代企业家一样，那就是不断地筛选和整合东西文化的精华

便更有效地管理企业和创造财富。

注释

1 这组学者W香港大学管理学系主任（Department ofManagement Studies)高伟定教
授(Professor S. Gordon Redding)为代表。他写了许多篇学术论文，并于1990年
出版他的名著，《华人资本主义的精神》{The Spirit ofChinese CapitaUsm)風遗
历史与文化对海外华人企业巧影响。此外，强调历史与文化对海外华人企业有影
响的包括美国学者西林（Robert H.Silin)，臣敦（Clifton Gi化ert Barton);香港学者
黄绍伦（Wong Siu-Lun)和金耀基（Ambrose Y.C. King);台湾学者黄光国和谢国
兴；及澳州籍华裔学者王廖武和颜清邊等。详见Silin ( 1976)； Barton (1977)；
Wong Siu-Lun (1998);金耀基（1992: 64-85，128-169)；黄光国（1998);谢国兴
(1994)；王糜武（WangGungwu) (1991a, b 和’ c: 79-101, 181-197, 25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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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清逵（Yen Ching-hwang) ( 1995a 和 b: 196-254； 2002a, b, c 和 d: 3-78,
123-144)。

2 前新加坡经济学者Linda Y. C. Lim于1976年研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企业时，
她认为当华人商业进入W国际市场为导向和(现代科技为主的工业化阶段时，它
将失去任何"种族特征"（ethnic character)。虽然有埋公司源于传统巧华人商业，
但他们的运作方式与华人传统不同，而与其他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相似，强调在国
际市场获取最高利润，见Lim, Linda Y. C. (1983： 245)；另一位马来西亚经济学
家Edmund Terence Gomez比Linda Lim更进一步认为文化与传统与华人商业没有
关系。他认为华人的商业网络是一种神话。他研究马来西亚一些著名华人企业家，
发现他们之间少有沟通合作，所《他断言"种族间的商业网络"不存在。因此他
在他著作的结论时W "华人商业网络 破除一个神话"（Chinese business

networking-dispelling the myth)为标题，见 Gomez (1999： 183)。
3 有关"相互责任"观念的讨论，见Hodder (1996： 51-75)。
4 有关"裙带风"的讨论，见Redding (1990： 107, 158)。
5 有关正大集团（CPGro叩）的分流发展，见曰本学者Akira Suehiro ( 1998:

10-12);有关印尼兰林集团(The Salin Group)的分流和竞争策略，见曰本学者
Yuri Sato (1996： 265-279)。

6 有关正大集团董事会的组织，成员和权力，见Suehiro (1998： 20)。
7 有关马来西亚功能董事的定义和功能，见LimMahHui (1981； 68-69)；有关马来

西亚华人企业集团，如云顶集团（GentingBhd.)的功能董事，见Sieh( 1992:
110)。

8 这里我们可《«新马区郭氏家族所控制巧丰隆集团为例。集团的创办人郭芳枫
(Kwek Hong Png) 一直担任集团的董事主席一直到1984年退休为止。退休后主席
一职由他的大儿子巧令明接任，他的次子郭令裕（KwekLingJoo)也在丰隆集团
担任要职。早在1969年，郭芳枫己委任侄儿郭令灿（Kwek Ling Chan)为丰隆马
来西亚区的董事经理，1973年，郭令灿己全权处理马来西亚区的业务。详见郭芳
枫（1987); Oral History Interview Transcript (1983:1-21)。

9 这里可WW新加坡巧华侨银行集团为例。这庞大巧海外华人金融集团由几个家族
所控制；这包括李光前（Lee Kong Chian)家族，李俊成(Lee Choon Seng)家族，
李伟南(Lee Wee Nam)家族，陈锡九(Tan Siak Kew)家族，陈振传（Tan Chin
Tuan)家族和杨邦孝（YongPangHow)家族。虽然李光前家族是集团最大的股权
持有者（约占20己仙），但这家族成员在集团的管理则属低调。其实，较小的股
权持有者的家族成员常被选任集团的主要行政人员如陈振传和杨邦孝。见Lim
MahH山（ 1981: 91-92； 1983： 285-288)；有关华侨银行早期40年的历史
(1932-1972),见Wilson (1972);有关华侨银行集团后期的扩张及陈振传所扮演的
角色，见Loh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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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统计，自1996至1999的4年间，最少有10次国际性的大型研讨会和小型的
讨论会在亚洲，北美，欧洲和澳州等地举行讨论有关华人商业网络及相关的课题，
见Chan (2002：序言及注释）。

11有关早期中国人在东南亚的商业贸易，见艮eid (1992和1993: 1-61)。

12有关鸦片战争后欧洲殖民地政府在定居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地区发展矿业和经济
作物所吸引中国劳工的史实，见Wong Lin Ken ( 1965： 17-52) ； Jackson (1968：

1-%); Heidhues (1992： 43-44)； Breman (1990： 45-64)。

13有关"关系"与华人网络的社会分析，见金耀基的一篇出色论文（1992b:页
64-85)。

14有关这问题的讨论，见颜清遣(1991： 4-10, 33-100)。

15大会于1991年8月10日至12日在新加坡文华大酒庙举行。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编（1991:封面）。

16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永裕序言。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编（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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