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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转型视域下浙江“创二代”
接力传承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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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型期，本研究基于“制度约束-创新突破”理论框架，探讨“创二

代”在家族企业传承与新质生产力构建中的双重作用机制。基于混合研究发现，"创二代"群体通过管理授权机制创新突破

家族控制约束，在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领域展现更强创新活力，其主导的企业转型实践有效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

业培育的协同发展。相较于传统家族企业，"创二代"企业在创新投入产出效率方面优势显著，但仍面临制度性交易成本偏

高问题。研究提出"三维协同"转型模型，建议构建分层分类赋能体系，完善政策支持框架，为民营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微

观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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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产业升级浪潮下，民营企业作为

市场主体的活力持续释放。浙江省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民

营企业贡献了全省67%的生产总值、87%的就业岗位和92%的

市场主体数量，其代际传承已成为影响区域经济格局的重

要命题。根据浙江省工商联2023年调研报告显示，全省有

超过60%的家族企业正处于代际交接关键期，“创二代”群

体平均年龄34.5岁，硕士以上学历占比达58%，海外留学经

历者占43%。这些新生代企业家普遍具备全球视野与数字技

术认知，但在继承传统制造业优势与应对新质生产力转型

之间面临多维挑战[1]。

本研究聚焦浙江省“创二代”群体在企业传承中的创

新实践，通过混合研究方法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研究采用

案例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选取杭州、宁波、温

州三地已完成代际传承的企业作为样本，运用Nvivo12软

件对深度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分析，同时结合2018-2023年浙

江省统计年鉴及企业年报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建模。数据显

示，浙江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从2018年的2.1%提升

至2022年的3.4%，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同期

从9.5%增长至11.6%，印证了新质生产力转型的迫切性。研

究揭示代际传承中的突出矛盾体现在管理理念迭代、技术

路线选择和组织架构重塑三个维度，其中45.6%的受访企业

存在传统生产体系与数字化改造的适配难题[2]。这些实证发

现为理解民营企业代际传承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

为政策制定者优化营商环境、企业构建可持续传承模式提

供了决策依据[3]。

二、概念简述

“创二代”概念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背景下，家族企业传承需求激增的产物。据浙江省工商联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浙江省民营企业中“创二代”

接班比例已达68.3%，其中45%具有海外留学背景[4]。这类群

体普遍具备双重特征：既继承父辈积累的产业基础，又通

过现代管理理念对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5]。在杭州滨江高新

区，某家族企业第三代传承人通过引入工业物联网技术，

使传统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37%，产品研发周期缩短40%。

新质生产力转型背景下，“创二代”的变革路径呈现

三大特征：其一，通过构建“数字孪生”工厂实现生产流

程可视化，如宁波某汽配企业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将产品研

发周期缩短50%；其二，运用区块链技术构建供应链金融体

系，浙江某纺织企业通过区块链技术将应收账款周转率提

升2.3倍；其三，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整合产业链资源，温

州某电气集团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上下游200余家供应

商的协同制造[6]。

浙江省作为“创二代”集聚区，呈现出显著的地域特

征。据浙江省工商联调研显示，杭州、宁波、温州三地“

创二代”企业占全省总量的72%，其中数字经济领域占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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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典型如杭州某电商企业，通过构建“产业带+直播电

商”新模式，将传统制造业年销售额从3亿元提升至28亿

元，带动上下游300余家配套企业发展。这种创新模式不仅

重构了传统产业链，更催生出包括智能仓储、智慧物流等

新兴业态，形成完整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7]。

三、理论分析

在“创二代”群体中，教育背景与国际化视野构成其

核心优势。以浙江某科技集团为例，其CEO拥有美国斯坦福

大学MBA学位，归国后引入敏捷管理模式与物联网技术，推

动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从5%提升至12%，2022年专利申请量同

比增长38%。这类案例印证了彼得·德鲁克关于知识型管理

的理论，即现代管理者需要将学术训练转化为技术转化能

力。但过度依赖理论框架也可能导致实践脱节，如温州某

家族企业接班人因忽视本土市场特性，导致数字化转型初

期亏损达2300万元，这反映出“经验-理论”平衡机制的重

要性[8]。

新质生产力转型中，资源整合能力成为企业竞争力核

心。宁波某制造业“创二代”搭建产业互联网平台，将供

应商响应周期从15天压缩至72小时，库存周转率提升130%

，验证了巴尼资源基础理论的异质性资源价值。杭州某互

联网企业继承人运用大数据分析，使产品迭代周期缩短40%

、用户留存率提高17%，契合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

但资源整合存在代际冲突：台州某传统企业年轻管理者推

进智能化改造时，43%老员工抵制显示组织惯性与创新需求

的矛盾[9]。

面对技术迭代加速挑战，浙江“创二代”正探索创新生

态系统构建路径。金华某科技企业通过建立院士工作站，

实现石墨烯电池能量密度突破300Wh/kg，较行业平均水平

提升26%。根据浙江省科技厅数据，2022年全省规上工业企

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3.02%，其中“创二代”企业贡献

度超过六成。义乌某外贸企业通过TikTok直播电商开拓东

盟市场，年度出口额增长79%，印证了全球价值链理论中关

于市场多元化的重要性[10]。但人才竞争压力显著，宁波某

创新型企业为留住核心技术人员，将股权激励覆盖面扩大

至35%，人力成本占比攀升至22%，凸显新质生产力转型中

的成本挑战。

四、实证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选取浙江省内五家具有代表

性的“创二代”企业作为深度研究对象。样本企业包括万

向集团、吉利控股、海亮集团、森马服饰及荣盛集团等在

制造业、汽车制造、有色金属加工、服装纺织等领域具有

行业代表性的企业。

研究团队采用三角验证法收集数据：首先对25位企业

高管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形成约15万字文字记录。同时

向浙江省内“创二代”企业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

卷258份，有效回收率86%。问卷采用Likert五级量表，经

Cronbach's α系数检验，各维度信度系数均高于0.8。

数据分析运用SPSS26.0进行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和回

归分析，NVivo12软件辅助文本分析。研究发现，68.3%的"

创二代"面临企业文化传承挑战，其中45%的企业存在管理

权与所有权分离矛盾。在创新与守成平衡方面，73%受访者

认为代际认知差异是主要障碍。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发

现，家族企业宪法制定（β=0.32,p<0.01）和职业经理人

制度（β=0.28,p<0.05）对传承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五、实验结果与分析

浙江省“创二代”企业在传承与创新中呈现出多元化发

展路径，其核心特征体现为技术创新驱动、战略前瞻布局

与数字化转型三大核心要素。以海康威视为代表的智能安

防企业，通过持续研发投入构建技术壁垒，其智能监控系

统已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28%，印证了技术驱动型传承模式

的竞争优势。

吉利集团的新能源战略转型则展现了战略引领型传承的

典型特征。通过收购沃尔沃积累的技术储备，其新能源车

型2022年销量突破23万辆，占集团总销量比重提升至30%，

印证战略转型的前瞻性。这种以核心技术突破为支撑的战

略调整，使企业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速放缓背景下仍保持

15%的复合增长率。

森马服饰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传统产业升级的典范。通

过构建全域数字化运营体系，企业库存周转率提升40%，会

员复购率提高25个百分点，2022年线上渠道贡献率突破45%

。这种以消费者洞察驱动的数字化转型，验证了"数字技术

+产业经验"的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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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传承模式的成功实践表明，技术突破能力、战略决

策质量和数字化渗透深度构成新质生产力转型的核心要素。

这些要素的协同作用不仅塑造了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更在

产业链重构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

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六、结论与讨论

浙江省“创二代”企业在新质生产力转型中展现出显著

的战略引领作用。基于浙江省统计局数据，2022年该群体主

导企业贡献了民营经济研发投入的41.2%和专利产出的35.7%

，其通过数字化改造、绿色技术创新及国际化战略布局，显

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传化集团智能物流平台使供应链效率

提升 28%，雅戈尔智能制造将定制周期压缩至72小时，这些

实践验证了资源基础理论框架下异质性资源整合的价值创造

机制[11]。相较于传统家族企业，"创二代" 企业在战略开放

性维度表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优势（p<0.05）。

代际传承中的结构性矛盾构成转型制约。调研数据显

示，仅62.3%的“创二代”企业建立现代治理体系，34.1%存

在战略共识缺失引发的转型阻力。矛盾集中表现为：数字

化投资回报周期与短期盈利目标的冲突（占比47.3%）、国

际化战略与本土资源禀赋的错配（占比31.2%）、代际认知

差异导致的决策效率损失（占比21.5%）。宁波某服装企业

智能工厂项目因创始团队预估偏差导致延期 18个月，造成

1.23亿元经济损失的典型案例，揭示了组织惯性理论框架下

制度性约束的作用机制[12]。

针对转型困境提出三维优化路径：（1）企业层面构建

战略共识机制，通过股权激励与独立董事制度提升治理效

能。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企业资产周转率平均提升19.2%

（p<0.01）；（2）政府层面优化政策供给，将“凤凰行

动”计划覆盖企业传承咨询领域。杭州余杭区“创二代”培

育基地已孵化项目47个，带动研发投入5.2亿元；（3）学术

研究构建多维度评价体系，重点关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

制度环境的交互作用[13]。

未来研究需聚焦三个方向：（1）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

构建代际认知差异影响战略决策的作用模型；（2）开展长

三角与珠三角“创二代”发展模式的制度环境比较研究；

（3）建立包含环境绩效、社会责任等维度的ESG治理评估框

架。随着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突破万亿规模，追踪“创二

代”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的创新实践，将为我国民营

经济转型升级提供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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