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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資料來源：原來有錢人都這麼做〈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



破除富不過三代的魔咒

 破除富不過三代的魔咒

 根據報導：美國家族企業研究機構調查，家族企業第二代成功接班的僅3成，到第三
代剩1成2，能夠傳承到第四代的更只剩3% 。麥肯錫研究報告也指出，全球「家族
企業」平均壽命只有24年，其中僅約30％的企業可以傳到第二代。而台灣中小企業
平均壽命只有7年～13年，也就是說很多企業在第一代手中就結束，根本不必接班。

 企業無法順利傳承，當然是跟很多因素有關，但是我們常說的富不過三代，這其中
上一代如何教養下一代理財的觀念，子女是否有正確的理財觀念，跟他們的財富與
企業能否長久持續，絕對有很大的關係。子女如果只懂得揮霍浪費，再多的財富可
能一下子就被敗光了。



幫助子女的標準及底線

 教孩子釣魚

 讓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這會幫助他們成為經濟上有生產力的人。除此之外，創造
一個尊重獨立思考行為的環境，。除了教育費以外，父母親應該在經濟上做有限度
的支援，不要讓子女予取予求。

 放手讓他們自立

 成功的創業者是因為：他們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為他們沒有人可以依靠，如果你
因為怕子女吃苦，在前面把他們可能碰到的困難都排除了，為他們的創業鋪好了一
條平坦的路。你其實是剝奪了他們學習成長的機會，也許你可以在他們創業成功業
務穩定後，他們可能需要生意上的擴充，你可以提供資源等協助。但是創業初期，
還是應該讓他們自己去摸索、去嘗試，去體會失敗的滋味，這才能鍛鍊出成功企業
家需要的特質。



財產的傳承及早做規劃

 家族財產可能用在成立信託，照顧後代子孫，或是做公益等用途。而非是打定主
意，這些財產非得一定要留給子女繼承不可。讓他們知道你的財產，你有決定如何
使用的權利，這些財產你會決定如何分配，但是也許不會分給他們太多。他們也必
須依靠自己的能力工作賺錢，讓自己經濟獨立自主。



家族治理與傳承
家族價值，家族治理



提供關於重要決策、關鍵職位繼任和衝突解決
的框架和規劃，以促進家族發展、和諧融洽
和延續傳承。

家族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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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家族治理
問題：

階段一：

創業者

• 領導權過度

• 繼任

• 遺產規劃

階段二：

兄弟姊妹

合伙

• 維護團隊合作與和睦

• 延續家族所有權

• 繼任

階段三：

堂／表兄弟

姐妹聯盟

• 家族參與及角色

• 家族遠景和使命

• 家族與企業的聯繫

所
有
權
階
段

• 公司資本配置：

紅利、債務、利潤、水平

•股權的變現能力

•家族衝突解決

大股東應關注的問題

來源：國際金融公司世界銀行集團《家族治理手冊》



家族治理機制架構說明

家族

機構

家族

憲法

1. 價值觀、使命宣言、願景
2. 家族機構
3. 董事會
4. 高階管理層
5. 家族、董事會、經理人的

權力、責任、關係
6. 家族重要問題政策

1. 家族辦公室
2. 家族大會
3. 家族理事會
4. 教育委員會
5. 其他家族委員會

★向所有家族成員傳遞家族的價值觀、使
命及願景

★向家族成員報告企業的主要業績、挑戰
和戰略方向

★家族成員雇用、紅利分配、其他福利的
規則或決定進行溝通

★建立正式溝通平台（提出想法、期望、
問題）

★聚集共同做出某些必要決定

來源：國際金融公司世界銀行集團《家族治理手冊》



家族治理之主要形式

家族

信託/控股

公司/家族

私募基金

家族憲章

家族

理事會

家族大會

企業及家族政策、觀點等，
基本原則的基礎，說明家族
對企業的核心價值、遠景與
使命的承諾。

針對所有家庭的代表成員，
負責商議家族企業事務的
治理機構。

所有合格家族成員討論公司及家族
事務的正式平台，每年召開一至兩次，
討論與處理涉及家族利益之問題。



家族傳承的”老模式”與”新做法”

一代

創造財富

二代

多元化配置資產

形成最優模式

實現人生理想

三代

重複二代模式

實現人生理想

一代

創造財富
二代

消費？管理？

（傳統管理是不夠的）

三代

重返工作

老模式

新做法

籌
建
、
設
置
、
運
營

“

適
合”

的
家
族
辦
公
室

家族成員培訓與

成長中心？

家族母基金型投

資體系？

最高級別的決策

支持中心？

家族整合型風險

控制部門？

家族生活服務？

基於頂層架構的

整合性報告平

台？

……等等

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家族規劃圖之培養

退出：

財富管理

新家族投資

所有權稀釋：

家族治理

加強所有權結構設計

財富管理

管理職業化：

企業治理

激勵經理人

做負責的家族所有人

家族繼承：

家族治理

培養繼承人

發展與融資

所有權分散

家族所有權集中

家族管理外部管理

家族
企業

來源：《接班人計劃》



建立家族辦公室內容分類

法規風險

財稅法律規劃

合規監管支持

風控及

保險服務

財務規劃

投資配管理

信託保險

慈善及公益

資產配置規劃

治理架構

家族大會

家族憲法

家族理事會

治理規章

後代教養

教育培訓

家庭治理

家庭總帳本

信託監督人

事務行政管理



家族傳承使命的進化

1.0時代傳承的是有形財富，解決的是安全感

2.0時代傳承的是掌門衣缽，解決的是事業心

3.0時代傳承的是無形資產，解決的是使命感



財富管理
資產配置，永續傳承

成長驅動，十倍創富



財富傳承的三大階段

時間

財
富 第一階段：

財富創造

投資成長期

第二階段：

財富保障

通過信託結構
保護資產

第三階段：

財富傳承

為遺產做出
信託結構安排

隨著您財富的建立及累積，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均需要財富管理服務

您的家族財富得來不易，要確保財富能一代一代傳承下去，您需要回答幾個重要的問題。
例如：您家族有何獨特乏處？您如何作出決定，又如何就您的決定與家族成員溝通？

您的下一代要如何秉持您的價值觀？您要如何管理共同的家族資產？

資料來源："RAFFLES FAMILY OFFICE" 公司介紹 , 2018



台灣高資產客群之各世代說明

啟富世代

承富世代

千禧世代

60歲以上之創業家（財富主要來源：創立公司營業所得）

40~60歲之經營家（財富主要來源：工作所獲薪資與獎金）

40歲以下之冒險家（財富主要來源： 財產繼承或家人贈與）

出生於1950~1960年代，政府積極展開經濟建設，設置工業區與出口區，
吸引外商投資，平均年經濟成長率達10.9%，台灣經濟起飛

出生於1970年代，台灣正式退出聯合國，政府仍積極推動十大建設，
奠定台灣基礎建設

出生於1980年代，台灣開始設置新竹科技園區，由傳統產業紡織成衣，
走向高科技產業，網路時代展開

來源：2018 中國信託/資誠臺灣高資產客群財富報告



高資產客群投資目的趨勢分析

第一名：

財富保值

第二名：

財富增值

第三名：

財富傳承

第四名：

子女教育

第五名：

節稅規劃

第六名：

事業發展

第七名：

高品質生活

第八名：

其他

42%

3%

33%

10%

承富世代

財富保值 財富傳承 財富增值 子女教育
高品質生活 事業發展 節稅規劃 其他

＊以平均順位進行投資目的分析

31%

4%38%

9%

千禧世代

61%

5%

20%

3%

啟富世代

來源：2018 中國信託/資誠臺灣高資產客群財富報告



高資產客群財富管理的策略轉型與外在變動
說明概述

1. 達成投資目標

2. 了解客戶需求

3. 規劃家族財富

4. 運用數位科技

全球化影響 人口結構改變

新資訊科技衝擊境內外稅制調整

來源：2018 中國信託/資誠臺灣高資產客群財富報告



一般家族辦公室財富管理服務

策略投資

投資交易
報告提供

與管理

財富規劃

管轄/跨境多元化規劃
結合稅收、傳承、資產

保護及合規相關規劃與
服務

投資組合績效評估與諮詢
客製化投資資產配置與任務

投資交易管理
投資交易過程與方法
私人銀行研究和投資策略
自主選擇或全權委託投資

組合管理

安全的網路報表與績
效報告

季度總資產合併報告
文件與記錄管理



家族辦公室的資產配置同樣也基於短期和長期，從四個維度加以
考量，流動性、收益、財富的保值和資產的長期增值這一點我們
可以從下圖的家族辦公室平均投資組合看出

私募股權基金 7%

直接風險投資/私募股權 11%

發達市場股票 7%

發展中市場股票 18%

房地產直接投資 15%

發展中市場固定收益 3%

發達市場固定收益 9%

現金或等價物 8%

對沖基金 8%
其他資產(如藝術品) 2%

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 2%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1%
有形資產 1%

農業 2%

大宗商品 2%

聯合投資 3%

資料來源:瑞銀/Campden Wealth《2016全球家族辦公室報告》



成長驅動因子

向上向善的力量是一切的根源

知識經濟時代，科技倍速的驅動

尋找業師指點，掌握先機

在大環境順勢而為，每個時代際遇不同

從家族人脈進階社會人脈



掌握十倍創富先機

 家族財富累積及傳承：信託架構及家族憲章

 家族財富管理：風險管理及資產配置

 傳統產業和新創事業的結合：透過併購

 退出傳統產業改專業投資：透過併購

 運用資本市場創富：透過ＩＰＯ及併購

 運用金融市場創富：家族基金管理及慎選標的

 尋找千里馬及獨角獸：透過人脈掌握先機



Q&A



Thank you.
Presenter’s contact details
方燕玲 Winnie Fang

+886 2 7711-7001
+886 921-828-500

ylfang@succession99.com

www.succession99.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