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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翔

时势造英雄，老一代企业家以“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
建厂立业，随着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厂二代”“厂三代”
逐步接班，工厂的数字化转型将迎来新的机遇，数字化浪潮中
将涌现出一批新时代的弄潮儿。

为此建议，深刻把握数字时代发展规律和趋势，全面落实
我省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重点从三个层面协
同发力，加快推动制造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一是中小企业层面，要鼓励支持“厂二代”“厂三代”当家
做主，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将工厂的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竞争
力提升有机结合，积极建设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在新的竞
争格局中找到新的增长点。

二是地方政府层面，要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摆在更加
重要的位置，加大数字化转型政策的普及普惠力度，支持数字
化转型促进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成本。

三是数字化服务商层面，要深耕细分行业领域，积极应用
AI 大模型等新技术，重点开发小型化、
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的数字化系统解
决方案和产品，提炼共性的应用场景、典
型的解决方案，让中小企业能够“看样
学样”。

（作者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
业发展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协同发力，弄潮数字化协同发力，弄潮数字化

当年靠一台机器一条生产线起家的民营企业，如今正迎来厂二代厂三代接班潮

新生代掌门人有何不一样
本报见习记者 周林怡 朱柳霖 本报记者 王凯艺 周楷华

“祖孙三代厂长变主播”“厂二代半
年 赚 200 万 美 金 ”⋯⋯ 最 近 ，“ 厂 二 代 ”

“厂三代”“接班”等关键词频频登上各大
社交平台的热搜榜。许多家族企业的年
轻接班人在网络上十分活跃，或分享工
作日常，或感叹经营不易，不禁让我们感
慨 ：他 们 ，确 实 跟 老 一 代 厂 长 们 很 不
一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老一代厂长抓住机遇，攒下家业。如
今，一批 80 后、90 后年轻人接过了父辈的
接力棒，他们不仅要实现家族企业的有序
传承，更要完成传统制造业在新环境下的
革新和突围。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省统计局数据
显示，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中民营企业
数量突破 5 万家，占比 92.2%；新设民营企
业 46 万家，占新设企业数的 93.5%。可以
预见，未来几年内，会有越来越多的“厂二
代”“厂三代”接班。受教育程度更高、视
野更开阔的年轻厂长，能不能扛起责任？
又会给制造业带来什么变化？记者深入
绍 兴 、宁 波 、台 州 的 制 造 业 企 业 ，寻 找
答案。

从诸暨高铁站向北行驶十多分钟，能
够看到连绵的低层楼房，这里聚集着各大
工业园，以机械、纺织产业为主。

走进其中一栋淡黄色外立面的厂房，
巨大的自动热卷卷簧机正将一根烧红的
铁棒卷绕成弹簧形状。这里是浙江裕荣
弹簧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晨是名 90 后，
2017 年从加拿大留学回国后，接过家族
经营了近 50 年的弹簧厂，成为一名“厂三
代”。

“现在公司里的人称我是小老板，叫我
爸爸大老板，叫我爷爷老老板。”金晨笑
称。不同于身边许多想要打破标签、开辟
出一番崭新事业的“厂二代”“厂三代”，在
金晨眼里，这样的称号，更多意味着一种家
族企业传承的自豪感。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
时江苏的村庄率先兴起“办厂热”。金晨
的爷爷金国裕作为在江苏工作 7 年、有着
一手好手艺的弹簧师傅，被诸暨八七房
村 的 村 书 记 和 生 产 队 队 长 请 回 老 家
办厂。

1974 年，金国裕靠着一台柴油发电
机、一张台虎钳桌，带领全村开办了八七
弹簧厂。村里有了产业，农民纷纷“洗脚
上岸”，实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5 年内，八七房村 18 岁至 50 岁的农民几
乎全部进厂。1984 年，浙江省政府发布

《关于加快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规定》，良
好的政策环境，更是让像八七弹簧厂这样
的乡镇企业如鱼得水。金国裕回忆道，当
时 3 万多平方米的厂房，一年产值近 300
万元。

然而，时间久了，由于工人的劳动数量
和质量难以准确衡量、统计，员工干劲不足
等问题浮出水面。所幸，八七弹簧厂受到
时代的又一次垂青，而这次把握住机会的，
则是“厂二代”金纪荣。当时，浙江推行农
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金纪荣积极响应，

“花了一个月时间讨论，包括厂房、业务、利
润的分配，既要考虑集体又要考虑个人，希
望大家要富一起富。”

老工厂很快有了新面貌。1988 年，
弹簧厂正式实行车间承包经营，将 7 个
车间分配给农民个人承包。不到两年，
企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1995 年更是达
到 7000 万元。也是在那时，浙江乡镇工
业产值占到全省工业的半数以上，浙江
成 为 全 国 乡 镇 企 业 发 展 最 快 的 省 份
之一。

2001年，金纪荣在老车间的基础上成
立新公司。在起名时，他特意在两代厂长
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合为“裕荣”，寓意
传承。

接力与传承，仍在上演。随着像金晨
这样的新生代走入工厂，引进了新思路、新
方法。如今，在裕荣公司，手工弹簧已被自
动化设备取代，车间内，电子屏上清晰记录
着产品进度、生产数据、设备运行情况，过
去需要辗转几个车间才能找到的图纸，现
在，能够随时跟踪查询。

三代人接力办好弹簧厂的故事，无
疑是浙江许许多多家族企业的缩影。从
村办企业、包产到户，到如今的转型提
升，几十年来，浙江的制造业中小工厂茁
壮成长，其背后既有经济政策的助推，也
有浙江民营企业家代代相传的智慧和
韧劲。

“ 八 七 房 村 的 大 部 分 弹 簧 厂 已 经
由‘厂二代’‘厂三代’接班了。”诸暨市
大唐街道柱嵩社区党委书记楼厚表介
绍 。 不 止 于 此 ，在 诸 暨 市 新 生 代 企 业
家联谊会，146 名成员中就有 104 人是

“厂二代”“厂三代”。

三代接棒
传承智慧与韧劲

仔细对比浙江制造业中小工厂的几代
厂长，会发现，尽管他们在经营理念、管理方
式等方面有诸多差异，有一点却十分相似：
对技术的不懈追求。

上世纪 80 年代的乡镇企业家们，从昔
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成长起来，往往
靠的就是一门手艺。比如，八七弹簧厂的创
办者金国裕，15 岁就去上海学习弹簧技术，
从手工卷绕、弹簧定型等基础手艺学起，最
后成为厂里人人敬佩的弹簧师傅；早年经营
华康蛋糕厂的陈仕球，买了村里第一台蛋糕
机，不断调试配方、研究新品，该品牌至今仍
在诸暨当地深入人心。

新生代厂长对于技术更是重视。调研
中，不少接班者表示，在父辈的影响下，始终
将技术摆在企业发展的核心位置，只有不断
推动技术创新，才能获得真正的核心竞
争力。

“敢于创新是年轻一代接班人鲜明特
点。”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
所高级工程师俞翔指出。当制造业进入转
型阶段，向数字化、智能化、品牌化升级既是

工厂生存需要，也是大势所趋，而成长于互
联网时代的新生代们，自然而然成为这场转
型浪潮中的“生力军”。

在台州市三门县，浙江双丰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俞赛格，在接手家族企业后，
就率先将智能化设备、数字化生产引入
工厂。

“我评估了进行数字化改造的投入产出
比，包括产能、能源消耗等，最终发现这笔投
入完全是值得的。”出生于 1992 年的俞赛
格，在纺织业摸爬滚打已 7 年多，认为老工
厂的设备改革势在必行。他主导并推进的
自动化生产线项目，一年内实现了产能翻
倍，并且能够生产高强、低收缩、色丝等十余
种工业丝产品，基本覆盖涤纶工业丝行业的
所有产品类型。

不仅如此，俞赛格还在公司推行了数字
化管理系统，联通生产、管理、仓储、销售等
环节，从而推进订单的顺利交付。“以前采
购、销售订单一般通过电话，很容易出现订
单错漏，采用数字化系统后就一目了然，方
便管理了。”俞赛格表示。

目前，通过智能制造推动企业转型，已
经成为新生代接班人的共识。除此之外，不
少“厂二代”“厂三代”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在
公司管理、销售渠道等方面，也在利用新技
术、新平台实现革新。

比如宁波的 95 后“厂二代”王宇松就把
目光瞄准电商行业。他在 1688 电商平台注
册了家族品牌“喜海”的网店，还找来专业美
工设计制作产品图片，成功拓宽线上销售渠
道。去年，“喜海”的一款可折叠的小铝板
桌，创下了一个月卖出 7 万把的销售纪录。

“厂二代”、宁波博衍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阮雪薇则挑起了公司数字化管理的大
梁。她发现老一代工人习惯于用纸张填单、
口头对接需求，常有疏漏，便推行线上办公
系统，实现“无纸化办公”。

“虽然在传统制造业推行这些新鲜的数
字化工具难免遇到阻碍，但我始终相信大方
向正确，办法总比困难多。”阮雪薇说。如她
一样，这些带着无数新想法的新生代，选择
跨进厂门那一刻，便下定决心要闯出一条和
父辈不同的治厂之道。

推动转型 寻找新的治厂之道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
和白手起家的大部分年轻人相比，“厂二代”“厂三代”们

无疑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然而在接手企业后，他们也越来越
意识到：老板并不好当。中小民营企业近年来面临着劳动力
紧缺、盈利空间压缩等难题。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走出舒适
区，推动行业变革，迫在眉睫。

不久前，记者来到宁波，这里因中小民营企业发达而闻
名——全市超 130 万户经营主体中，民营经济占比 97%，1 万
多家规上工业企业中，98%是中小企业。毋庸置疑，这里自然
也是“厂二代”“厂三代”集聚地。

走进鄞州区的一栋商务楼内，一间装修风格简约明快的
办公室令人眼前一亮，仿佛置身于现代艺术画廊。这是广告
公司“厂二代”宋琼晔二次创业的办公场地。

2010 年，接手父亲创立的宁波威远城广告有限公司后，
宋琼晔就很快意识到这一看似利润大、实际上人力成本高且
高度依赖客户的行业，很难做大。为摆脱传统产业布局的束
缚，宋琼晔果断改变了原本高度依赖大客户的盈利模式，同时
将业务拓展至短视频、电商等核心领域，让岌岌可危的传统业
务实现“以旧换新”。目前，她能够将销售额稳定在一年 600
万元左右，是父亲管理公司时的6倍。

俞翔认为，目前国内劳动力优势减弱、土地成本上涨，同
时全球制造业竞争压力不断攀升，要想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
力，必须要主动进行创新，优化产业布局，提升综合竞争优势。

诸暨的“厂二代”蔡姗妮同样也捕捉到这一趋势。在父辈
耕耘袜业多年的基础上，她创立了自己的企业——诸暨市卡
拉美拉科技有限公司。2016 年，蔡姗妮发现在 ToB（面向企
业）市场中，公司主打品牌的路径并无优势，自己设计的创意
款很快就能在市场上找到替代品。于是，不顾分销商反对，蔡
姗妮强行转向C端，即消费者群体。

“七八十个大客户，说放弃就放弃了？以后别人不买你东
西怎么办？”蔡姗妮的母亲陈仕球替女儿着急。那时，袜业工
厂在原创设计方面普遍薄弱，更多采用供货给分销商，再由分
销商销售给最终客户的经营模式。但蔡姗妮却很坚持，顶着
货物积压的巨大压力，从注册网店、设计产品、渠道营销，再到
后来的直播带货，一点点在 C 端电商市场站稳脚跟。2022
年，卡拉美拉全渠道销售额达到3亿元。

“我们这一代接班人，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会更加敏
锐，也更敢于尝试。这也是家庭给了我们‘输得起’的底气。”
蔡姗妮表示。的确，与老一辈相比，新生代在决策上往往更加
大胆、冒进、敢于试错。而正是这份“豁得出去的底气”，让他
们能够把目光放远，瞄准企业转型的新机遇。

这些创新实践，既回应了当下中小工厂转型过程中的挑战，
也呈现了新一代厂长的探索——一面，是“回看来时路”，对老工
厂的技术、管理、理念进行升级；另一面，则是“抬头谋未来”，通
过瞄准新增长点、拓宽赛道，找到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新解法”。

向外探索 走出行业舒适区

卡拉美拉袜子生产车间

“厂三代”金晨与“厂一代”金国裕 本报见习记者 周林怡 摄 浙江裕荣弹簧有限公司车间内，自动热卷卷簧机正在作业。

宁波博衍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阮雪薇（左）与工人交流。

蔡姗妮正在工作室修改袜子样稿。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浙江双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