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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98年“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以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走过了10年的改革创新、持续
发展的道路，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尤其是在学科特色构建和人才培养国际化战略方面，我们以创业创新作为主线，努力建设全球研究基
地，在“全面创新理论”等的指导下，开发创业创新管理平台，成功启动和实施了国家教育部创业管
理精英人才培养计划项目和浙江大学创业创新强化班等人才培养新模式，与此同时，基于创业创新的
思路，我们依托浙江创业大省的研究舞台，开展了一系列科学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出于学院创业创新、科学发展、振兴跨越战略的一部分努力，我们从2008年起专题立项，委托科学出
版社出版浙江大学创业创新管理研究系列专著。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由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中青年教师在深入研究基础上撰写的第一批11种研究专著，
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基于创业创新的管理学研究尤其在五大领域显露新的活力：人力资源与组织行
为演进动态能力研究；家族企业与民营企业创业成长机制研究；知识管理与知识创新推进产业发展研
究；资源配置与质量提升应用创新方法研究；组织模式与创新过程优化网络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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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代际传承是家族企业在持续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
本书基于“过程观”的视角，对国内外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围绕“传什么”
、“传给谁”和“如何传”三方面的基本议题，通过文献研究、案例研究和调查研究，着重给予解答
。
其中，针对第一大议题，本书重点从企业“知识观”角度对家族企业的传承要素做尝试性的探讨；针
对第二大议题，本书主要考察企业家的家庭结构对家族企业传承方式的影响；针对第_二大议题，本
书分别从家族企业传承过程的计划性和企业家子女的接班意愿两方面做深入的分析。
此外，本书还在对第二个核心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家庭关系对内部传承效果的影响机
制。
    本书不仅可以作为大专院校或科研单位中从事家族企业管理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的参考文献，还可
以作为从事家族企业咨询和培训服务的顾问人员的工具书。
身处家族企业运营实践的管理人员和创业家族成员也可以从书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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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长期以来，在构成经济分析主体的各式人物中，企业家是最受关注，同时也是最难以捉摸的个体
。
自从法国古典经济学家康替龙（cantilon，1755）将“企业家”这一术语引入经济学理论当中，并赋予
其“投机商”的角色以来，关于该术语的形形色色的界定就不曾间断过。
其中，法国经济学家萨伊（Baumol，1977）是最早对企业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强调了企业家作
为第四种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并认为企业家是其他生产要素的组织者，是生产和分销活动的“协调指
挥者”。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则赋予了企业家“所有者”、“协调指挥者”、“中间人”和“风险
承担者”等多重角色。
随着企业这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黑箱”逐步被现代企业理论所打开，企业家在企业存在和发展
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更加凸现。
他们也先后被赋予了“决策者”（Knight，1921；casson，1982）、“机会主义者”（coase，1937
Williamson，1975）、“创新者”（Schumpetel，1934）和“套利者”（Kirzner，1973）等更多不同的
角色。
　　虽然许多学者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家进行了界定，但至今仍没有一种定义得到大家的共识。
就像张完定和李恒（1998）所说的那样，对企业家下定义以区别企业家与非企业家，即使不是不可能
，也是很困难的。
通览不同学者对企业家的定义就会发现，大家都认为企业家必须具备经营性人力资本且在经营企业，
但主要的分歧则在于，企业家是否应当承担风险以及是否需要拥有企业所有权。
比如，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1934）把创新话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称为企业家，并认为
企业家是企业的经营者，不需要拥有资本，不行使企业所有者职能，也不承担风险。
而卡森（Casson）、马歇尔（Marshall）、张春霖（1997）和张维迎（1999）等学者则认为企业家必须
拥有资产所有权，并且马歇尔和张维迎还进一步强调了风险承担对企业家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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