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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内容概要

《传承:中国"富二代"揭秘》主要内容包括：子承父业、仓促受命、男女“海归”在羽翼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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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作者简介

程继隆
报告文学作家，社会学学者，出版著作2。多部。曾为省刊编辑、记者．省软科学研究所所长，特招
入伍到武警学院任教，转业后被多所高校聘为客座教授。现供职于企业研究杂志社。近年来，把“民
企二代”群体作为主要课题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发表了《“民企二代”继往开来》、《“民
企二代”女掌门》、《“民企二代”接班透析》等论文．出版了《“民企二代”调查》、《好女早当
家：中国民企第二代》、《传承：中国“富二代”揭秘》等著作，被誉为系统研究中国“富二代”群
体第一人。

Page 3



《传承》

书籍目录

作者序 “富二代”在厚望中成长
第一章 子承父业
第二章 仓促受命
第三章 男女“海归”
第四章 在羽翼下
第五章 底层做起
第六章 种“试验田”
第七章 责无旁贷
第八章 财富责任
第九章 青胜于蓝
第十章 上市融资
第十一章 瞄准国际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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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子承父业 在古训《增广贤文》补遗本中，曾记录了这样的话：&ldquo;父子竭力山成玉，
弟兄同心土变金&rdquo;。在中国民营企业产生的初始阶段，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一部分 &ldquo;民
企二代&rdquo;自父辈创业时就是父辈的搭档和帮手，他们是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成长起来的，而且这
种父子型结构是一种最稳定的民营企业结构。父子型结构之所以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结构，主要原因是
这种结构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有 &ldquo;子承父业&rdquo;的悠久传统，在人们的眼里，包括在家族内
部，&ldquo;子承父业 &rdquo;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较少有什么非议，因此，中国的传统伦理保证
了父子型结构的稳定性。根据调查研究表明，在民营企业密集的浙江，尤其是甬、台、温一带，民企
多以&ldquo;上阵父子兵&rdquo;的形态组成了管理架构，毫无疑问，这种父子型结构，对财富继承者
的经营能力和道德素养是大有好处的，直接关系到民营企业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营经济的蓬勃
永续。　　民营企业的权力交接包括企业财产在创业者后代之间的分配和企业经营管理权的转移。其
中企业经营管理权的转移，即继任问题，由谁来接替上一代管理者负责运营整个企业，也就是通常所
说的CEO、总裁和总经理人选的确定。　　从中国已经实现权力交接的民营企业来看，90％以上的企
业都选择了&ldquo;子承父业&rdquo;模式。为什么大量的创业者理性地选择是这样的呢？说明民企继
任在中国目前的这块&ldquo;土壤&rdquo;上，更适合企业家们做出这样的选择。　　在中国人的传统
观念中，&ldquo;子承父业&rdquo;虽然天经地义，但当子女接不了班或者没有兴趣接班的时候
，&ldquo;赶鸭子上架&rdquo;也并非明智之举。因此，选择和培养合适的职业经理人作为接班人，也
被有些企业主悄悄提上了议事日程。当然，到目前为止，真正这样做的企业并不多，因为许多创业者
对将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疑虑重重。偶尔为之，也不会维持太长时间即不欢而散。　　基于中国
家文化的背景、现阶段民企的特征、职业经理人市场状况、社会道德及法律水平，在短时期内对中国
一般民企而言，在继任过程中不宜急于实现两权分离，&ldquo;子承父业&rdquo;模式是创业者理性的
选择。然而，怎样顺利完成权力的过渡，让&ldquo;生死劫&rdquo;的说法、&ldquo;富不过三代&rdquo;
的魔咒成为谎言，企业家们有必要深刻分析&ldquo;子承父业&rdquo;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风险，并做出
针对性控制。　　&ldquo;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rdquo;这个是中国亘古以来的至理名言。在企业
创建初期，由于资金和其他各项条件的限制，家族式共同经营确实使大家一起拼搏，给企业经营者带
来了安全感，让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因此父子型结构无疑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结构。　　&ldquo;子承
父业&rdquo;的接班人选择方式，正是中国传统社会注重家庭、家族伦理所致。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
通先生所说的，中国的社会是一种以自己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层层外推的同心圆波纹，是&ldquo;
差序格局&rdquo;。人际关系的远近依血缘关系自然分明。与此同时，家族企业是创业人常年艰苦创业
的成果和见证，大多数对其家族企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将其看做是自己及本家族的安身立命之本，因
此企业的所有权通常都由一家族牢牢控制并在家族内代代相传。如果要求家族企业心甘情愿把权柄交
给&ldquo;外人&rdquo;，是很难做到的事情。由此可见，当代中国家族企业选择&ldquo;子承父
业&rdquo;的接班方式是不足为怪的。　　中国民营企业正在上演换帅大戏，&ldquo;民企二代&rdquo;
竞相亮相，社会各界众目睽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80年代起家的第一代民企创业者开始逐步
退居幕后，1970年前后出生的下一代开始接过接力棒，走向&ldquo;企业政治&rdquo;中的管理、决策
前台。民营企业开始踏上&ldquo;换代&rdquo;的路程，&ldquo;家族式交接班&rdquo;将成为新阶段重要
的经济社会现象。　　&ldquo;子承父业&rdquo;，既是民营企业父辈向子女转移财富的过程，也可能
是家族企业成长进程中最为脆弱的时刻，是民营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一个&ldquo;关口&rdquo;。　　有
数据表明，世界范围内仅有30％的家族企业延续到第二代，而只有10％至15％到第三代。&ldquo;富不
过三代&rdquo;的古训告诉人们，子女是当然的财富继承人，子女也可能是个败家子。　　通过调查研
究发现，&ldquo;民企二代&rdquo;&mdash;&mdash;中国第一批&ldquo;民企二代少管家 &rdquo;们正在
挑战这一家族企业兴衰&ldquo;宿命论&rdquo;。他们以青年人的锐气，务实的态度，对 &ldquo;父辈民
企&rdquo;进行&ldquo;扬弃&rdquo;，力图寻找家族式企业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契合点，不断革新&ldquo;
企业政治&rdquo;。&ldquo;换代执政&rdquo;的民营企业正逐步回归市场本原，以完全的市场经济主体
身份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步入依靠品牌与资本运营的现代企业发展阶段。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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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编辑推荐

　　中国的&ldquo;民企二代&rdquo;正在以不确定的方式出现在商业舞台上，他们接班的风险也正在
逐渐显现。他们不但不能掉棒，而且还得把&ldquo;圣火&rdquo;传递下去，交与接的两代人及整个社
会都需要对此付出努力。民企传承，是家事，亦是国事。&ldquo;民企二代&rdquo;稚嫩的肩膀上，扛
着的不仅仅是富豪榜名号，他们的素质事关企业的发展前途，也会影响到未来中、国一段时间内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传承：中国&ldquo;富二代&rdquo;揭秘》真实地、系统地分析了&ldquo;民企二
代&rdquo;成长、接班和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

Page 6



《传承》

精彩短评

1、您确定这不是企业文化软文推广手册么。。。。
2、无调查的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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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精彩书评

1、说起来，是因为报道需要准备大量的材料中偶然读到的书。富二代的标签似乎没有那么吸引人了
，书里的描述都是基于社会事件，没有调查的迹象，也没有采访，评论因此单薄，像是《环球企业家
》《经济观察报》的文章片段堆叠出来的。无论是作为纯粹的阅读和参考都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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