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转给你的高净值客户：引起财富缩水的七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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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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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财富市场蓬勃发展，同时高净值客户快速增长。然而，面对目前形势下经
济下行与通缩、企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复杂的经济
政治环境，在寻求财富增值的道路上，私人银行客户极容易掉进财富缩水的陷阱，损失
惨重，甚至倾家荡产。

古语云：“兵家之法，战守并重”。我们梳理了引起财富缩水的七大风险，以提示私人
银行客户重视风险，防范风险以及规避风险。财富是用风险来衡量的，只有过滤掉风险
的资产才是私人银行客户真正拥有的资产，才得以通过选择、组合传承工具来实现家业
长青、永续发展。 

第一大风险——公私资产混同

经营企业的老总常认为：企业是我的，企业需要时我的也可以成为企业的。那风险呢？

公司具有法人人格，是独立的法律主体，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公司有限责任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如果企
业的财产与企业主的财产混为一谈，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就难以获得法律认可，公司就不再受有限责任保护，
公司的风险也会蔓延传导到个人。 

公司与个人的财务混同、企业主以个人资产为企业担保、企业“互保圈”、“担保链”断裂。

1. 高净值人士提升资产保护能力，未雨绸缪，尽早对家庭个人资产与企业资产进行划分与隔

离，把一部分资产单独隔离和管理，稳健运作，成为“隐秘核心实力”，在企业或家族遭遇

重创时，该部分资产不会被认为是企业的资产而被冻结、抵债或罚没，能够维持以往的生活

水准并成为东山再起的资源。

2. 选择财富管理、法律等方面的专业人士提供意见与建议，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第二大风险——婚变冲击与隐患

婚变，破碎的不光是感情、家庭，是否还有财富？结婚、离婚、再婚……可以看成资产的不断重组，对
高净值人士来说，婚变冲击可能会引发财富的严重缩水，还会造成代际财富继承的隐忧。土豆网创始人
兼CEO王微的离婚纠纷影响了海外上市、“真功夫”前董事长蔡达标与潘敏峰的婚变引发公司股权与管
理权大战甚至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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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和隐忧通常体现在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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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一代”自身的婚变导致夫妻反目、财产纠纷、股权争夺甚至影响家族企业的经营与发

展。

2. “创一代”对“富二代”的担心：独生子女的婚姻如果出现问题，如何避免外姓人分割资

产？ 前婚子女与再婚子女、非亲生子女在财富继承方面能否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分配？单

亲富豪在子女未成年时如果突发意外身故，子女如何获得妥善安排？财产是否会被离异另一

方所掌控？ 
 
 

1. 根据自身的财富保值、增值需求，合理运用保险、保险金信托或家族信托等方式化解婚姻风

险带来的财富缩水。

2. 可通过保险中指定子女为受益人的方式规避子女婚变风险。

3. 根据投保主要需求（如防婚变、子女传承、避债、避税等）在保险架构设计时选择谁做投保

人、谁做被保险人、谁做受益人更合适。

4. 可选择配置保险金信托，在保险的基础上实现信托的部分功能——对受益人求学、成婚、生

子等正向行为予以奖励，可避免受益人的监护人挪用保险金，扩充受益人的范围。

5. 可设立家族信托，将资产交给信托进行专业化管理，按自己的意愿明确信托受益人，且分配

时点、分配条件及分配频率全权掌控在自己手上并可以灵活调整变更。家族信托可以实现信

托资产不以子女名义持有，不计入子女婚内财产，离婚时无需分割。

6. 可以考虑签订婚前协议，明确夫妻双方各自的财产和债务范围以及权利归属等问题，避免个

人财产与婚后共同财产混同。 

第三大风险——投资决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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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成为高净值人士，大多在某一领域非常擅长，能抢先洞察把握投资机会。然而目前越来越复
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欧美复苏乏力，国内转方式调结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加大了投资
的风险。

在与高净值客户的交流中我们发现：有少部分富豪会抱有投机心理和“拼一把”的态度，对投资
回报要求很高，这是非常危险的。高收益伴随的是高风险，一次错误的投资判断可能使辛苦积攒
的财富遭受严重的打击；而大部分高净值人士都意识到了应该谨慎投资，认同“不要把鸡蛋都放
在一个篮子里”，但如何做好资产配置，在保有较稳健收益的同时降低风险呢？ 

1. 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合理配置各大类资产间的投资比例，并根据市场变化预期动态调

整。

2. 可以有部分资金追求高风险高收益，但一定有定量的资金以安全、保值、稳定为首，稳健运

作。

3. 可以进行全球资产配置，跨区域会起到一定分散风险的作用。

4. 记住，又有收益保障又有很高的流动性支持，还有诱人的投资回报，这三点合一的投资产品

基本不靠谱。

5. 选择一家有品牌保证的资产管理机构和专业可靠的投资顾问。 

第四大风险——财富交接考验



家族代际交接失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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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未来的10年间年，中国的家族企业将迎来一个交接班的高峰。如何平
稳实现财富的交接，也是中国民营企业继续发展的关注点与困难点。

 
1987-2005年间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217个家族传承案例显示：在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发生
代际变更的前5年和后1年，经市场调整的公司股价平均下跌56%。

上海交通大学对国内182家在各行业排名居前3位的家族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90%的企
业家希望由自己的子女继承家族企业，82%的子女不愿意或者是非主动接班的，仅有12%的子女
愿意接班。

 
福布斯2013年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显示：代际交接班步伐开始加快，但是接班二代抵御危机和
波动的能力尚不如掌权一代。

1、钢铁大王的没落——海鑫集团
 曾是山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资产超过130亿元。2003年1月，海鑫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李海仓

意外被杀，22岁的李兆会仓促接棒，他对实业兴趣不大，偏爱投资，在企业经营管理上与叔辈分

歧较大，内部改革收效甚微。受市场环境与信贷环境双重恶化影响，海鑫资金链断裂，2014年6

月申请破产重组。 

2、4年败掉40年家业——海翔药业
罗邦鹏自1996年开始，耗费了40年将一个乡镇日化工厂打造成上市公司。其子罗煜竑掌权后却
仅用了不到4年就失去了对海翔药业的控制权。罗煜竑共5次减持海翔药业股份，持股比例从
24.67%降至18.31%。2013年底，罗煜竑辞去海翔药业董事长职务，但仍是第一大股东。坊间
传因嗜赌，罗煜竑欠债5亿元，不得已贱卖其持有的海翔药业全部股权(占比18.31%)套现3.8亿
元，用来偿还赌债。 

 在与高净值客户的交流中我们发现，家族企业的一代掌门还是非常强调亲情与血缘的纽带，在代

际财富交接中，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实现高效、平稳的家族股权转移和管理；如何实现创富一代

与财富继承二代之间平稳过渡。



1. 在代际财富交接时先明确传什么，主要涉及到家族财富、家族价值观、家族成员间和谐关系

等；其次需考虑如何传？明确家族治理、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的需求与措施。

2. 结合自身的传承需求，采用法律、税务、财富等筹划手段，防范在代际传承过程中的风险，

从而实现家族和企业的有效治理。

3. 灵活、综合运用家族信托、保险、家族基金会等传承工具实现财富的顺利交接与传承。

4. 企业财富的传承通过完整的企业继任计划来实现。 

第五大风险——缺乏税务筹划

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税负是摆在所有人面前无法逃避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高净值人士，他
们的收入和所得，可能很大一部分都要因为税收原因而缩水。因此，税务筹划与管理，是所有高
资产人士需要关心与准备的大事。

 
对富豪来说，缺乏事先的税务筹划，将面对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带来的财富盈利能力的降低，而
遗产税和赠与税会限制与削弱财富的传承与转移，均会引发财富的缩水。

税负引发财富缩水的案例
案例1：歌手“猫王”1977年过世时留下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遗产，但在缴纳完遗产税并付完遗
嘱认证和遗产分配费用以后，他的家人只继承了不到300万美元，财富缩水幅度超过70%。

 案例2：2008年底，台湾巨富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辞世，留下约600亿新台币巨额遗产，但不
得不面对119亿新台币的巨额遗产税。十二名继承人最终用 “质押股票”和“借款”方式来筹齐
需缴交的遗产税金。 

缜密税务筹划确保资产保全和财富传承案例
2004年台湾首富蔡万霖辞世，他曾以拥有85亿美元私产位居全球富豪排行榜第六名。根据台湾
地区遗产税条例的相关规定，遗产在1亿元新台币以上的，适用税率为50%。即便是以蔡万霖死
时被公认的身家财产46亿美元来估算，蔡家后人要缴交的遗产税将高达约782亿元新台币。然
而，以寿险、信托业务起家的蔡万霖对于避税之道很有心得。通过配置高额人寿保险、设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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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对基金会进行运作等方式将其庞大的资产安全合法地转移给下一代。经过有效的税务规
划，蔡万霖名下的财产所缴纳的遗产税额大大缩小，最终遗产税金只有6亿元新台币。 

隔窗观花——传说中的遗产税
2014年，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将改革重点锁定六大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
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按进度，2016年将基本完成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
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各项改革基本到位，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建立。《方案》中没有涉及遗产
税，但高净值客户对遗产税的担心有增无减。

遗产税曾于十五大、十六大时写入过三中全会文件草案，但因为缺乏系统的征收范围和税率等细
化内容，最终无疾而终。

2004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有39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议案，建议立法征收遗产税。

2004年9月，财政部就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该条例在2010年还
进行了修订。

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等《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
“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 

遗产税究竟何时开征，各界观点不一，有消息称配套政策有待完善，仍需数十年时间酝酿，但通
过与多家知名税务咨询公司和律所的沟通，我们认为，5-10年内出台将是大概率事件。 

遗产税对高净值家庭的影响

1、移民规避遗产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 (草案）》第一条“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住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以及外国公民、无国籍人死亡(含宣告死亡)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遗有财产者，
应就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依照本条例规定征收遗产税。” 即按照资产所在地征税。

2、去世前把所有资产直接赠送给子女? 
《草案》第二条 “本条例规定应征收遗产税的遗产包括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全部财产和死亡前
五年内发生的赠与财产。” 即去世前5年内所赠予的财产要计入遗产总值。

3、遗产税交就交吧，反正留下的钱够子孙后代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 (草案）》 第十五条规定在遗产税税款缴清前，其遗产不得分
割、交付遗赠，不得办理转移登记。即先缴清遗产税再继承遗产。

按《遗产税适用税率表（草案）》测算，3000万的遗产净额需缴纳1000余万元遗产税，5000万
的遗产净额需缴纳2000余万元遗产税，也就是说近一半的财富将被蒸发。

1. 通过配置人寿保险可以达到避税与节税的作用。人寿保险金给付给指定受益人，不计入被保

险人的遗产，即不会征收遗产税。其次，购买人寿保险的现金支出可以降低未来遗产税的税

基，并且为缴付遗产税的税金提供现金流支持。此外，保险赔款免缴个人所得税。

2. 通过设立家族信托，并根据不同受益人的税务身份以及不同信托资产类别和所在地进行不同

形式的税务筹划管理和分配，可以达到纳税递延、税种变更以及税率减低等效果。

3. 对于有海外移民和海外投资计划的财富人群来说，建议在移民与投资前咨询专业人士，了解

其移民/投资目标国的税务政策与税务风险，根据自身情况先进行筹划设计，以免掉进税务



规划欠缺的案例——霍家豪门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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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而遭遇巨大财富损失。

4. 很多高净值家庭属于“同家不同籍”的情况，孩子已获得外籍身份而父母保留中国国籍的情

况下继承境内外财产或移民后在境内外是否需要纳税等问题都需要提前了解和咨询。

5. 综合考虑比较不同财富传承工具的税收成本与达成效果，通过专业人士帮助实现最经济高效

的财富保全与传承。 
 
 

第六大风险——忽视提早周全规划

我们在为高净值人士提供财富管理与传承服务中，发现有部分财富人士认为财富转移与传承是数十年后
才会考虑的问题，自己正值壮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企业经营、投资增值等方面。这时我们会提示客户
关注的不应该仅仅是财富的累积，更重要的是尽早为下一代的继承规划准备，确保资产能在家族中保存
并实现代际转移。我们也遗憾的经历过一些高净值人士已经意识到传承规划的紧迫，并希望马上进行，
但由于自身身体状况或意外的发生而没法实现全面的传承规划。

没有提前规划的财富传承将缺乏保障，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继承纠纷、亲人反目、隐私曝光，家族
遗产分配变成战场，财富也在转移中出现巨额耗损，大幅缩水。

霍英东先生1978年就立下遗嘱，将遗产分配给三房妻儿，并指定其胞妹霍慕勤、妹夫蔡源霖、长房儿
子霍震寰及霍震宇为遗产执行人。2011年，霍震宇控告到香港高等法院，指责其兄霍震寰涉嫌私吞资
产，执行遗产分配时不透明不平均。7个月后，两者达成庭外的和解。2013年，霍英东7周年祭日之
际，霍家争产案再次开战。霍氏家族的纷争的重点原因在于财富传承方案有所欠缺，霍先生将主要财产
留给了原配所生子女，通过遗嘱继承的方式来进行巨额财产分配，但同时又指定继承人中的某几位来担
任遗嘱执行人，造成其他家族成员的不信任和质疑。

1. 未雨绸缪是关键，同时合理规划十分重要：财富传承要先确定转移的对象，挑选合适的转移

时机，配以适当的转移工具，尽量降低财富转移中不必要的损耗。

2. 财富传承应当根据不同的财产类型，合理安排搭配不同的传承工具和手段。

3. 许多高净值人士资产散布在境内外，因此在财富传承中所面对的因素更复杂，需要综合运用

财富传承方案。

4. 建议财富额巨大资产类别繁多且家庭成员较复杂的高净值人士优先考虑设立家族信托的方式

进行财富传承。这样可以克服遗嘱的诸多限制，能更好地通过行为规范和设定转移原则来保

护家产。

5. 在家族信托中可以考虑建立家族委员会，明确家族委员会成员的准入及退出机制。家族制度

安排与规划流程的某些方面可以在没有最终计划或充分共识的情况下逐步进行，设立简单的

财富分配规则是良好的第一步，后期可以通过专业人士帮助完善与调整。

6. 家族企业需要建立一个系统化的传承计划来保障权力的过渡，通过对继承者有计划地物色和

培养，传承程序和步骤的规范化及传承后保障体系的建立，协助家族企业成功实现新老交替

和可持续发展。 

第七大风险——防不胜防的风险



意外风险的案例——一个烟灰缸毁了千万富翁

建议

我们发现，虽然高净值人群对目前国内整体经济抱有较乐观的态度，但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有
待健全的法制环境以及自身企业的转型挑战使得高净值人士的不安全感飙升。除了之前提示的风
险点外，导致财富缩水的陷阱还包括一些防不胜防的风险，例如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经营风
险、人身意外风险、法律风险和跨境风险等。这些风险虽然可能只是小概率事件，但如有没有充
分的防范和设置对冲风险的机制则可能对财富形成摧毁式的重创。

2000年，重庆千万富翁郝先生被一栋高楼坠落的3斤重的烟灰缸砸成重伤，成为全国首例高楼坠物连坐
赔偿官司，涉及22名被告。意外发生前，郝先生正值壮年，妻子怀孕中，他身为公司老板，生意兴
隆，手下300多名员工，资产上千万。然而天上掉落的烟灰缸改变了一切。颅骨破裂，脑部受创导致郝
先生记忆力大幅下降，语言表达不畅，情绪常失控发怒。法院判决12年后，郝先生只收到不足2万元的
赔偿，但意外却使他丧失了企业管理能力，公司业务一落千丈，同时无法再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 

1. 人生无常，难免遭遇意外状况。建议高净值家庭特别是家族企业尽早制订家族财富传承的紧

急预案。一旦“创一代”遭遇人身不测或意外事件，可以启动紧急情况预案，对企业股权由

谁承接，谁来掌管企业的经营权等关键性的问题进行安排和部署，确保顺利完成交接以及企

业的正常运转。 

2. 面多引发财富缩水的种种风险陷阱，建议高净值家庭特别是家族企业，在财富管理、税务以

及法律等专业机构和顾问的帮助下尽快做好对自身财富的梳理和风险评估，针对风险点设计

相应的财富保值与增值规划，搭配运用多种财富保全与传承工具，进行解决方案的执行和定

期检视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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