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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创业:范式比较与理论建构

刘志阳 张宇擎

[摘要]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前沿,大模型具有涌现性、可编辑性与生成性,在创新创业活动中

扮演着广泛且重要的角色。本文全面阐释了大模型对创业过程的系统性冲击,据此提出了大模型创

业新范式。大模型创业是指创业者与大模型协同完成机会利用与开发的过程。在大模型的支持下,
海量创业新机会将快速涌现,不用一味依赖于创业者的发现或创造。系统资源将依据实时需要高效

编辑,进而取代即兴化资源拼凑活动。人机协同构建的混合智能创业者将取代单一人类创业者,创

业认知与行动能力将获得全方位增强。与传统创业范式相比,大模型创业更具迅捷性、数智性、低

成本性与易迁移性,从根本上了改变价值创造活动的过程,将极大推动大模型经济新时代的到来。
[关键词]大模型创业;人工智能;人机协同;大模型经济

一、引言

技术的演进对人类价值创造活动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正如历史上蒸汽机、内燃机和信息

技术等技术革命推动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经济范式的建立。① 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代技术革命的前

夜,大模型技术的涌现将引领一场全新价值创造与创新创业范式变革。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

术,大模型具体是指具有数十亿到数百亿个参数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相对于以往的信息技术与人

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在受众群体、性能表现与适用任务等多维度上都实现了革命性突破。从受众上

看,大模型降低了技术使用门槛,其受众范围从软件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逐步扩大为所有用户。
在大模型出现以前,人工智能技术在使用前需要专业人员事先定义规则、逻辑和流程,须经过大量

的人机交互、持续训练和反馈,才能应用于特定任务过程中。② 大模型的出现,打破了人工智能技

术的使用壁垒。用户只需要接入网络便可以使用前沿大模型,借助人类的自然语言或身体提示,便

能够完成各类任务。例如NexusRaven-V2大模型拥有强大的功能调用能力,能够将人类给出的自

然语言指令转换为可执行代码,然后利用代码来自动使用工具完成任务。从性能表现上看,大模型

在创造力、抽象模式归纳、类比推理等领域正在接近甚至超越人类的能力。③ 以往创造力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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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独有的能力,大模型打破了这一假说,其已具备自主完成创造性任务所需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完

全能够生成与人类创意文本没有差异的复杂文本或富有创造性的多模态内容,可以辅助人类完成各项

创造性任务。例如Sora大模型可以根据人类的文本提示创建最长60秒的逼真视频,既能准确呈现细

节,又能生成具有丰富情感的角色。从适用任务上看,大模型能够快速适应新数据和新情境,解决高

度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通用性任务。大模型具备了自主学习能力,不仅能够处理极其庞大和多样化

的非结构化数据集,还可以从大量未标记数据中持续学习以改进和提高任务表现。例如用户可以利用

ChatGPT大模型进行智能化的市场调研。用户只需输入关键问题,ChatGPT便可以分析海量数据,
提供深度的市场见解,帮助人类迅速地了解市场趋势、竞争格局,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学术界已经洞察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创业领域中的重要意义。部分学者从实践视角出发,探讨了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外部推动者如何改变原有创业实践。① 在创业主体上,人工智能将重塑创业个人

和团队参与创业过程的方式,全力支持创业者执行创业任务并实现个人和组织目标。② Chalmers
等人提出人工智能能够通过三种方式帮助创业者识别与利用创业机会:一是人工智能为复杂问题带

来了新技术解决方案;二是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创业者分析社交平台的信息,充分掌握消费者的需

求;三是人工智能有助于创业者获取反直觉的见解。③ 在创业过程上,人工智能可以加速实现创业

过程要素的高水平内在一体化,快速推动创业成功。Schiavone等人所开展的多案例研究结果表明,
人工智能通过压缩、保存、替代、生成、组合和扩展多种机制降低成本或减少资源,改变了传统的

创业过程。④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人工智能将激发和增强创业领域的新一代研究,赋能创业理论发

展。⑤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不仅能帮助创业研究者解决数据层面挑战,还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新机会

来构建和测试理论,强化创业研究的现实意义。⑥
总之,当前人工智能与创业交叉研究已取得了进展,但缺少对于大模型这一最新技术的动态追

踪和深层机制分析。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前沿技术,大模型在创业活动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场

景。大模型不仅是创业者随时可用的便捷工具,更是能够提供有洞察力见解的合作伙伴。大模型不

仅能够自动化完成机械性、重复性任务,如环境扫描、预测分析、决策优化等,也能与创业者实时

互动,帮助创业者延展思维空间,在创业机会利用与开发的不同阶段中发挥更大的自主作用,从而促

成更具颠覆意义的大模型经济时代的到来。为充分释放大模型对创新创业活动的驱动力与变革力,本

研究全面分析大模型创业相对已有创业范式的时代价值和科学内涵,深入剖析大模型创业新范式的独

有机制与特性,有助于推进数智时代创新创业理论的深化,推动创新创业实践的高质量发展。

二、创业范式的历史演进与比较

创业是创业机会、资源和创业主体之间适当配置的高度动态平衡过程。⑦ 其中,机会是创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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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核心,资源是创业成功的必要支持,创业者是整合机会与资源的主体。在已有创业研究中,技

术往往被视为对创业过程和结果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①,是推动创业范式转变的核心动力。新技术

的出现和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通常伴随着大量新市场、新需求和新机会的涌现,能够激发全球范

围内的创新创业热潮,并推动创新创业实践与范式的丰富、迭代与演化。②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大

模型技术的生成性力量不断颠覆人类已有价值创造活动,大模型创业活动也愈加表现为一种与传统

创业与数字创业活动不一样的全新创业范式,详见表1。

 表1 传统创业、数字创业与大模型创业范式比较

传统创业 数字创业 大模型创业

内涵

传统创业是指创业者不受资
源约束进行机会利用和开发
的过程,强调创业主体的能
动性和创业过程的稳定性。

数字创业是指创业者利用数
字技术进行机会利用和开发
的过程,强调数字技术驱动
下创业主体的无预定义性和
创业过程的无边界性。

大模型创业是指创业者与大模型协同完
成机会利用与开发的过程,强调大模型
技术驱动下创业主体的人机协同性以及
创业过程的迅捷性、数智性、低成本性
与易迁移性。

创业机会
机会来源于市场不完全,由
创业者发现或创造。

机会来源于数字技术与传统
市场的创新结合,由创业者
发现或创造。

机会来源于大模型对现有市场的颠覆性
变革,在不依赖于创业者的情况下,可
自发涌现。

创业资源
创业资本是核心。创业者凭
借个人经验与认知完成资源
拼凑。

数据资源与人力资本是核
心。创业者利用数字技术获
取资源。

数据、算法与算力是核心资源。大模型
自动化、系统化、实时化完成资源编辑,
充分释放资源效用。

创业主体
创业主体往往是单一人类创
业者。

创业主体是分布式、非中心
化的人类创业者或组织。

创业主体是由大模型与人类创业者协同
构建的混合智能创业主体。

一般来说,传统创业活动可分为冒险型、机会型与创新型三种。冒险型创业者更多地被称为探

险家,他们愿意承担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募集资金以在未知领域或市场中探索。随着工业革命的到

来,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小城镇的手工作坊生产逐步转向大城市的机械化生产,带动了大量机会型

创业实践显现。具有警觉性的创业者在扫描外部环境时,能够敏锐地发现生产新产品和服务的机

会,进而实现价值创造与占有。随着市场结构的完善和技术创新活动的扩散,创新型创业活动蓬勃

发展。创新型创业是指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创业活动,其目标是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产品、技

术或服务,满足市场需求、改善人们的生活。熊彼特将创新型创业者比作 “创造性破坏者”,此类

创业者通过创新打破了既有的生产方式和市场结构,并从创新中获利。③ 冒险型、机会型与创新型

创业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市场领域中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和影响,但在理论基础上均遵循传统创

业范式。在传统创业范式中,创业活动是创业者识别、评估和利用机会的过程。④ 创业机会是指市

场中存在未被满足的需求、效率低下以及具有创新潜力的领域,往往由创业者发现或创造。实体资

源如机械设备、生产空间是传统创业活动开展的必要支持。在缺乏合法性、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创

业者对外需要采用讲故事等方式扩大资源获取总量,对内需要凭借个人经验去完成资源拼凑活动,
以最大化手头资源效用。⑤ 创业主体是相对单一且明确的人类创业者,并且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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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特质与后天素养上具有显著的差别。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创业活动对创业者的认知、能力、技能

等多方面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只有具备相应的创业认知和能力才能高效完成创业活动。
21世纪初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一系列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了数字创业

范式的兴起。数字创业是数字技术和传统创业的交叉领域①,具体而言,是指创业者使用数字技术

和社交媒体以及其他新兴信息通信技术参与创业机会利用与开发的过程。② 在数字创业过程中,创

业机会来源于数字技术与传统市场的创新结合。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等开放平台成为了创业者识别或

创造机会的重要载体③,创业者在数字平台上能够与不同利益相关者开展互动,在互动中不断发现

新的创业机会。在创业资源层面,数字创业更依赖于网络资源、数字资源以及软件开发、数字营销

等人力资本。同时,数字技术的开放性、关联性和可扩展性推动资源管理方式发生了转变。④ 创业

者不仅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去连接众多主体、拓展资源渠道并整合异质资源,还可以借助数字信息优

势降低资源获取的门槛与成本,提高资源配用的效率。⑤ 在创业主体上,数字创业主体定义更加泛

化。⑥ 各种应用插件、众筹平台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推动了非中心化、分布式、无预定义

性的新型创业主体出现。⑦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创业过程的活动边界与空间时间界限,使得数字创

业过程具有无边界性。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个人、团队或组织能够以集体的方式参与机会开

发与利用,根据自己的目标、认知、能力等动态化地选择加入和退出。总体来看,数字创业仍然是

人类创业者主导的活动,数字技术、数字工件、数字平台等为创业者提供了新的创业场景与工具,
加速了机会识别与开发进程。

作为新一代复杂人工智能技术的代表,大模型技术超越了原有数字技术的简单工具属性与赋能

意义,引发了创新创业范式的颠覆性变革。与以往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相比,大模型具备了涌现

性、可编辑性与生成性三个特征。涌现性是指大模型拥有了先前算法模型所缺乏的上下文学习与类

比推理等能力。⑧ 涌现性是模型在训练过程中自动获得的内生特性,仅当模型规模超过某个阈值后

才能被观测到。可编辑性强调在通用大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以适应新任务与新领域的能力,包括

模型架构、参数等的调整。由于可编辑性的提高,大模型将具备更高的适应力与迁移能力。生成性

是指大模型能够自动生成类似人类输出的创意内容。⑨ 基于大规模语料库训练,大模型具备了自然

语言处理能力,能够自主生成语法正确、语义连贯、符合逻辑的文本或多模态内容。总之,涌现性

是大模型的内在能力,生成性是大模型对外界的反应,可编辑性为大模型用户提供了更灵活的实验

和应用空间,这些特征共同提升了大模型的智能水平与应用范围。涌现性、可编辑性与生成性特征

赋予了大模型与人类相似的知识管理能力、学习能力与任务处理能力,传统上由人类创业者所执行

的创造性任务、知识密集型任务将由大模型代理完成。
大模型创业是指创业者与大模型协同完成创业机会利用与开发的过程。与传统创业、数字创业

过程相比,大模型创业过程更具速度、质量、成本与扩散优势。就创业机会而言,大模型催化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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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新机会,对已有机会发现观与创造观提出了挑战。大模型不仅为当前市场带来了一系列自动化、
个性化、智能化的缝隙型利基市场机会,还将实现不同领域的知识共享与整合,推动了一批跨市

场、跨领域的颠覆型新机会涌现。① 同时,大模型充分利用了各类数字技术、数字平台以及海量数

据的力量,能够自动扫描和识别创业机会、评估创业者与各类机会的匹配度,主动链接 “机会-创

业者”。就资源而言,数据、算法和算力是大模型创业的核心资源。大模型可以利用技术力量实现

分布式资源的系统化编辑,取代以往创业者即兴化的资源拼凑行为。大模型能够构建智能化资源管

理模型,实时监控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之间的缺口,跨越行业、跨越场景搜寻外部资源集合,为创

业者链接更多资源获取渠道。此外,大模型能够利用多目标优化算法,通过资源降级拆解、创造性

重新组合、仿真模拟测试等方式充分释放各类资源要素的效能,快速完成资源编辑以实现创业目

标。就创业主体而言,大模型创业范式颠覆了原有的人类创业者驱动模式,大模型不只是贯穿创业

全过程的通用工具,更是具有任务执行能力、知识获取能力且兼具创造力、想象力的创业主体,因

而完全可以作为智能人纳入创业主体范畴。在这个意义上,大模型与人类创业者形成的混合智能创

业者将取代先前的单一人类创业者或数字创业者。随着人机壁垒的被打破,创业进入门槛得以降

低,创业试错成本也将可能降低。

三、大模型创业的机制分析

在大模型创业范式中,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创业主体的实践机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参见图

1。具体而言,创业机会将自动化显现,而不再依赖于人类的发现与创造。大模型不仅带来了更多

跨领域的新市场、新需求与新问题解决方案,还支持创业机会快速涌现。资源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变

革。由个体认知、经验驱动的即兴化资源获取与管理活动将被机器智能所驱动的系统化资源编辑方

式所取代。资源分析与利用的智能一体化,大幅提升了资源管理的效率。人机协同的混合智能主体

将取代传统创业者与创业团队,借助精准数据分析高效进行创业决策,从而加速创业实现过程并提

升创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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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模型创业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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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业机会快速涌现

创业机会是创业研究的核心,创业过程实际上是识别、开发与扩散机会以实现全新价值创造的

过程。① 当市场或行业存在竞争不完全时,创业机会就存在。以往学者们对创业机会持有两种观

点,一种是发现观,强调创业机会是独立于创业者行为或感知而存在的一种真实且客观的现象。通

常情况下,技术变革、自然环境变化、消费者偏好转变等外生冲击会导致市场不完全,带来一系列

价值创造新机会。② 另一种是创造观,强调创业机会并非事先存在,而是由创业者主观建构所形

成。③ 创业者在实践中思考、试错与迭代,创造出新的、未满足的社会需求以改变外部环境。机会

创造观涉及集体意义建构过程,创业者通过与外部环境、利益相关者的持续互动完成创业机会的构

建。④ 数字技术与平台则是创业者机会发现或创造过程中的强大工具,能够帮助创业者更加精准地

识别碎片化、个性化的用户需求并充分评估创业机会的可行性。发现观遵循客体论,强调机会是客

观现象,创造观遵循主体论,强调机会由创业者主观建构。尽管发现观与创造观遵循不同主体论,
但两者具有相同的假设基础,均假设创业机会与创业者绑定在一起。创业活动的核心在于机会与创

业者之间的联系,创业机会只有被创业者成功开发之后才可见。大模型依托海量数据库、强大算法

与算力能够快速生成大量创业机会,使得机会不再依赖于外界客体与创业者主体,对原有机会发现

观与机会创造观提出了挑战。
首先,大模型技术推动一大批新机会快速涌现。一方面,大模型对传统市场带来了颠覆性变

革,为优化现有产品与服务带来新机会。凭借自然语言处理、情感分析、快速学习等综合能力,大

模型能够增强现有产品与服务、重塑用户价值主张并改变原有成本结构,催生全新的商业模式,带

来一批更加自动化、个性化、智能化的创业机会。⑤ 例如Sprinklr借助大模型的力量,能够实时处

理社交媒体等在线数据并完成情感分析,识别出用户情绪模式并生成以用户为中心的机会。另一方

面,大模型能够促进不同领域的知识共享,重新匹配复杂问题与解决方案。通过预训练,大模型可

以存储广泛的通用知识和各行各业的多元信息,能够实现对已有信息、显性知识的系统性整合,形

成跨领域的综合认知。这种综合认知使得大模型在处理复杂难题、跨界问题时能够将不同领域的碎

片化知识联系起来,从而利用现有知识去处理尚未解决的市场难题。⑥ 此外,大模型具有与不同知

识来源交互、学习以及共享和转换知识的能力⑦,既有广泛的知识输入,也有强大的组合推理输

出。在多元信息输入和组合创造输出的循环中,大模型可以揭示复杂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从海量

非结构化数据中发现隐含的模式和规律。因此,在大模型的支持下,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利

益相关者的信息和知识产生碰撞,非显著、隐性的跨界关联将显现出来,进而催生一系列创新机会

与新市场。⑧

—6—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S.Shane,
 

and
 

S.Venkataraman.“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
 

25(1):
 

217 226.
I.Kirzner.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S.A.Alvarez,

 

and
 

J.B.Barney.“Discovery
 

and
 

Creation: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on”.Strategic
 

Entrepre-
neurship

 

Journal,
 

2007,
 

1(1 2):
 

11 26.
M.Arikan,

 

et
 

al.“Creation
 

Opportunities:
 

Entrepreneurial
 

Curiosity,
 

Generative
 

Cognition,
 

and
 

Knightian
 

Uncertain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20,
 

45(4):
 

808 824.
D.K.Kanbach,

 

et
 

al.“The
 

GenAI
 

is
 

out
 

of
 

the
 

Bottl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a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Per-
spective”.Review

 

of
 

Managerial
 

Science,2023,
 

1 32.
A.Fredstrom,

 

et
 

al.“Tracking
 

Innovation
 

Diffusion:
 

AI
 

Analysis
 

of
 

Large-Scale
 

Patent
 

Data
 

towards
 

an
 

Agenda
 

for
 

Further
 

Re-
search”.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1,
 

165,
 

120524.
S.G.Bouschery,

 

et
 

al.“Augmenting
 

Human
 

Innovation
 

Teams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ploring
 

Transformer-Based
 

Lan-
guage

 

Models”.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23,
 

40(2):
 

139 153.
J.A.Schumpeter.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11.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工作论文

其次,作为知识与信息的接口,大模型技术能够自动匹配、主动链接 “机会-创业者”。当知

识储备达到一定规模时,大模型便拥有了涌现性,具备跨界学习、类比推理、知识迁移能力,能够

根据创业者的需求自动识别与评估创业机会,并生成潜在机会开发方案。一方面,大模型在扫描和

识别新产品或服务机会方面具有强大优势。大模型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中可访问的海量文本数

据,通过知识图谱、网络分析等方式揭示专利技术、多元知识之间的共性、真空和联系,进而识别

出新兴技术趋势与尚未满足的消费者需求等有前景的创业新机会。① 另一方面,大模型在无需人工

干预的情况下即可评估创业者与各类机会的匹配度。在识别出潜在的机会集后,大模型能够根据创

业者的创业意愿、创业能力等属性,从海量信息中过滤出机会集的相关信息,快速匹配产品、技术

和市场等各种互补信息源,进一步分析机会集与创业者的匹配程度。在大模型强大生成功能的支持

下,创业机会与易于理解的、有价值创新潜力的机会开发方案将自动显现在创业者眼前。例如大模

型的出现让儿童有机会听到以自己为主角的绘本故事,创造了全新的需求。“童语故事”这一智能

绘本产品借助大模型的力量,为儿童用户定制专属绘本。儿童用户上传头像后即可创建数字分身,
接下来只需输入主题,就能得到以该数字分身为主角的个性化童话绘本。

(二)创业资源系统编辑

资源是价值创造的基本要素与必要支持,灵活获取与配置资源以完成机会开发是创业活动成功

的关键。② 创业活动具有资源匮乏的典型特征③,新创组织普遍具有新创弱性④,缺乏获得各类资

源的合法性。创业者不仅要设法从外部利益相关者手中获取资源⑤,还要充分利用内部现有资

源。⑥ 先前研究深入探索了组织内外各类资源行为的有效性。对外,创业者可以通过讲故事来实现

资源获取。⑦ 创业叙事是指创业者向潜在利益相关者讲述一系列创业故事,以获取合法性与资源的

过程。⑧ 叙事可以为创业者传达一个可理解的身份,阐述利用机会的手段背后的逻辑,并且将创业

努力嵌入更广泛的背景话语中。研究已经证实,创业叙事可以增加创业者在其利益相关者中的合法

性,管理利益相关者的未来预期,增加创业活动吸引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必要资源的机会。⑨ 对内,
资源拼凑是创业者与创业组织打破资源约束的核心手段。资源拼凑这一概念最早由Baker和Nel-
son提出,他们主张创业是从无到有的建构过程,创业者需充分利用组织内部手头资源,将资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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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重新组合以实现新的目标。① 资源拼凑摈弃资源无用观与惯用思维,将以往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

资源、看似不相关的隐藏资源重新利用起来,将现有各类资源重新组合以实现新的功能。
在大模型的支持下,创业资源需求与管理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数据、算法和算力取代传统创

业与数字创业所需的实体资源、网络资源与人力资源,成为创业核心资源。以大模型底座为支持的

系统化资源编辑行为将取代以往依赖于创业者个体的即兴化资源拼凑行为,让资源管理更为系统

化、智能化。资源编辑是由大模型驱动的系统性资源管理手段,包括内部资源分析、外部资源获取

以及智能化资源配置等阶段。与以往资源拼凑行为不同,资源编辑降低了对创业者、管理者经验与

知识的依赖。在超强算力、算法与数据的支持下,大模型突破人类脑力限制,不仅能够迅速处理大

量非结构化与多模态化数据,还能进行复杂的计算和模型训练。首先,大模型可以自主构建以创业

活动为中心的资源模型与资源库,自动完成资源分析与评估工作。实时化、精准化、系统化的资源

库能够帮助用户更清晰地了解与评估内部资源的价值、潜在用途与匹配程度,发掘手头资源优势与

缺口。同时,大模型通过对现有资源库的深度挖掘与拆解,能够搜寻到手头资源效用最大化的组合

方式。② 其次,大模型在实现局部与全局搜索协同上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增强外部资源获取的有效

性。在大规模数据与算力的支持下,大模型不仅能够辅助创业者强化局部搜索能力,放大创业者已

有经验和路径的优势,还能突破创业者认知能力与学习能力,实现系统化全局搜索。③ 大模型能够

监测外部数据资源、技术资源等核心资源的分布情况,并且能够跨越行业、跨越场景搜寻适配手头

资源的外部资源集合,为创业者链接更多资源获取渠道,如网络众筹平台、小额信贷机构、天使投

资者等。最后,大模型能够依据实时供需,快速编辑资源以实现创业目标。大模型具备在多维复杂

的数据空间中寻求最优方案的能力,因而能够利用多目标优化算法、综合考虑内外条件与创业目

标,为创业者设计多种资源编辑方案,并在仿真情境下测试和完善资源编辑方案。Amazon
 

Bed-
rock

 

汇集了Anthropic、Cohere、Meta、Stability
 

AI等多种高性能大模型,能够为创业者提供全方

位的托管代理。在Amazon
 

Bedrock的基础之上,创业者可以方便、快速地尝试各种领先的基础模型,
通过提示完成微调、结合自身专有数据定制资源编辑大模型。创业者无需管理任何数字基础设施,便

可以指挥Amazon
 

Bedrock
 

代理自动分解和编排创业资源,结合内外环境完成系统化资源编辑。
(三)创业主体智能增强

熊彼特从创新视角出发,提出创业者是创造新组合并在市场上追求它的个人。④ 由于创业过程

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动态性与复杂性⑤,以往研究认为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

异。从内部看,创业者与非创业者拥有天然不同的认知过程。⑥ 创业者倾向于采用与现有事实相反

的方式进行反事实思考,使用简单直观的启发法而非完整系统的逻辑分析来进行决策和判断,以迅

速应对快速变化的外界环境。⑦ 同时,创业者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过度自信,在风险评估时往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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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乐观。① 从外部看,创业者严重依赖后天积累的相关经验以及社会资本。创业者面临着不可知的

未来,需要在不确定的条件下采取行动。先前创业经验或相关专业经历不仅能为创业者带来信息与

知识优势,还能增强创业者所感知到的创业可行性。社会资本亦是创业者获取信息与资源的主要来

源,创业者往往从现有的社交网络中招募一般人力资本来实现创业想法。②
大模型技术模糊了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群体间的边界。大模型超越原有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

的工具意义,具备成为创业者全能合作伙伴的潜力,能够全方位增强创业者,让创业活动更具有包

容性。一方面,大模型能够辅助创业者开启创业之旅。大模型具备自然语言处理能力与创意内容生

成能力,能够帮助有意愿的潜在创业者克服各类进入障碍。例如大型语言模型与语音转文字等智能

方案能够帮助弱势群体与边缘群体克服身体、语言、地理障碍等多种挑战。另一方面,大模型可以

利用机器智能降低创业者先前经验的必要性。大模型能够利用全网数据帮助创业者总结过往的信息

与知识,加强知识的可获取性,打破创业者与专业化知识、多元化信息之间的障碍,弥补创业者在

先前经验上的不足。同时,大模型可以作为高质量的合作伙伴与指导教练,与创业者共同开展思考

过程,给予创业者多样化、异质性的信息提示,模拟实时场景以充分释放创业者的想象空间。此

外,大模型在增强创业者综合能力上具备广泛的应用空间。大模型不仅能够生成条理清晰的创业计

划书、具有价值创造潜力的商业模式等文本内容,还能根据场景与受众群体的不同设计具有针对性

的叙事文本,自动生成打动人心的创业故事。这对善于提出想法但不善于向他人解释的创业者有着

重要帮助。③ 例如ChatGPT能够根据创业者的要求,以创造者、变革者、反叛者和救世主等不同

语言风格生成常用的电梯推介、社交媒体推介和众筹推介方案。④ 在大模型的辅助下,创业者能够

将其注意力集中在核心活动以及更具价值性的业务上。Copy.ai作为通用的智能写作工具,拥有强

大的文案生成能力,可以成为创业者的头脑风暴伙伴、研究助理和写作专家。Copy.ai的核心是大

模型,大模型可以分析用户的输入并生成符合用户需求的文本,创业者只需要输入简要的信息或提

供相关要求,Copy.ai即可自动生成多种可选的文案版本,有助于创业公司更好地满足不同的市场

和受众需求。

四、大模型创业的特性探究

在大模型创业中,人机协同构建的混合智能创业主体既汇集了大模型所储存的通用知识与人类

所特有的创意思想,又具备了无限制的自主学习能力与超强的数据分析能力,能够实现机会智能匹

配、资源全局搜索以及机会资源高效链接。因此,与传统创业、数字创业相比,大模型创业更具速

度、质量、成本与扩散优势。
迅捷性。大模型时代,创业机会的迅速形成与显现对于创业者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创业主

体需要迅速捕捉机会,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机会的开发,方能实现价值的创造与占有。一方面,
相较于传统创业者,人机协同构建的混合智能创业主体在机会行动方面展现出更为敏捷的特质。在

外界环境快速变化的情况下,大模型能够依托预训练所学习的通用数据库,通过微调以持续适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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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境动态,迅速识别、捕获潜在的机会,并链接相关机会集。另一方面,大模型可以构建多种虚

拟任务分身,如技术专家、市场分析师、产品设计师等,这些虚拟分身可以利用强大算力和智能算

法,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的创业支持,如同步生成机会开发方案、快速分析市场需求、获取用户反

馈以及分析竞争对手动向,从而加速机会识别与开发过程。
数智性。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创业过程中,人类创业者信息处理能力受限,无法掌握所有的替代

方案以及成功概率,难以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与行动。混合智能创业主体结合了人类智慧与机器智

能,能够充分放大且利用海量数据的力量,其不确定状态下的决策能力与行动能力将大幅提升。①
在机会开发过程中,混合智能创业主体不仅能够综合利用来自各个领域的数据,形成对机会的全面

把握,还能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情感分析和其他机器学习技术开展客观化与系统化的数据分析,快

速搜寻、生成多种备选方案,并计算出每个方案的风险和收益。同时,大模型通过自监督学习能够

从数据中识别客观的信息线索,引导创业者遵循最大化原则做出决策,帮助创业者避开人类常见的

认知偏差,如锚定效应、熟悉度偏差、归因偏差等。在大模型协助下,创业者的行动将更具数智

性,机会开发过程将更为有效。
低成本性。传统创业与数字创业活动需要高昂的启动成本、研发成本与运营成本,创业者需要

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进行产品设计、技术研发与原型测试中,并且承担物理空间租赁、设备维护、
人力成本与数字营销等不可避免的固定成本。大模型创业活动通过利用大模型底座、缩短开发时间

与共享计算资源,在整体上实现创业过程的低成本和低消耗。首先,大模型提供预先训练和优化的

复杂算法平台,使创业者无需从头开始研发底层技术,极大降低了研发成本。其次,在大模型协助

下,创业者可以专注于模型的定制和应用,快速开发产品与服务,利用大模型将产品迅速推向市

场。这种快速开发模式与传统创业活动中的长周期研发形成鲜明对比,显著降低了创业过程中的时

间与经济成本。同时,大模型创业的一个关键优势是资源共享。多个创业者或企业共享大模型底座

与云计算平台,减少了数据存储、计算资源与额外硬件等基础设施的需求,从而降低了资源消耗。
易迁移性。基于大模型的创业过程具有可迁移优势,能够快速度完成创业计划与创业原型的迁

移、升级与迭代。② 一方面,大模型能够自动学习和提取数据中的重要特征,而不需要创业者手动

完成。当数据和资源的特性发生变化时,大模型能够迅速适应新的环境,自动学习、训练并调整,
从而保持创业过程的持续性改进和优化。这一能力使得基于大模型的创业模式具有快速迭代和持续

改进的特点,有助于创业者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大模型在处理各种任务

时表现出强大的泛化能力,能够灵活应用于不同的创业场景中。依托大模型,创业者能够快速完成

创业计划内部元素的重新组合与配置,将专业知识、数据资产快速拓展到不同领域中,而无需重新

设计或替换整个创业计划。这种灵活迁移性使得创业者能够迅速应对差异化的用户群体和快速变化

的市场环境,将商业模式快速复制到更多场景中。
随着技术的深度应用,更具迅捷性、数智性、低成本性与易迁移性的大模型创业将成为更多创

新创业者的自主选择,由此加快促成大模型经济时代的到来。但值得注意,大模型创业活动仍然离

不开人类的价值创造活动。大模型与技术往往用来增强而不是取代创业者的直觉智能。③ 尽管大模

型在执行任务时具备速度与规模上的优势,但在任务方向与任务细节上仍需要创业者的深度参与。
一是因为当前大模型在生成文本内容时容易产生幻觉现象,即不基于来自现实世界的数据而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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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输出文本内容。因此,创业者须具备批判性思维,评估生成内容的可靠性与可行性,将宝贵信

息与无价值内容加以区分。二是自回归性质使大模型不太可能产生令人惊讶的思想。大模型能够将

创业者熟悉的想法进行不熟悉的组合,但难以输出具有变革性创造力的内容。创业者可以借助大模

型的组合力量,将更多时间花费在创意想法的探索与验证上,以实现更高维的创造力。三是作为黑

盒模型,大模型的运行机制缺乏透明度。尽管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观察到,但内部的运算

过程却难以解释。因此创业者需要审慎考虑和评估大模型的决策功能,并设法帮助其他利益相关者

理解大模型决策过程与结果。总体而言,人类与大模型协同开展的创业活动更加考验创业者的掌舵

能力,创业者的选择将决定创业结果是否能推动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五、大模型创业的促进政策

大模型技术贯穿创业全过程,对创业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为进一步深化大模型在创

业活动中的应用,本文建议着力打造本土自主大模型底座与生态、系统完善数据资源管理制度、鼓

励设立政府主导型大模型创业基金、加快构建大模型人才培养体系。
着力打造本土自主大模型底座与生态。当前,大模型创业基础设施尚未完善。一是缺乏中国自

主的创业大模型底座,创业者在利用国际大模型创业时可能会面临语言和文化不适配、数据隐私侵

犯和国家安全担忧等问题。二是缺乏治理机制健全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创业者之间建立共享知识

与资源的机会匮乏。在生态系统中,大模型创业者之间能够建立互补性资产、技术与人才合作网

络,利用创业生态所特有的资源汇聚机制收集数据资源,充分释放大模型底座的效能。因此,政府

部门应发挥集成攻关优势,开发属于中国产业链特点的本土创业大模型底座,基于底座打造大模型

创业生态。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引导多部门合力训练通用大模型底座。拥有自主开发的通用大模型

底座对于保障国家技术安全和产业安全至关重要。打造中国创业大模型底座,能够减少创业者与用

户对国外技术的依赖,降低被制裁或受限的风险,还能确保数据安全和信息流的控制。此外,自主

开发的大模型在处理中文等多语言数据、适应本土市场特色的应用场景上更具优势,能够更好地适

应国内创业者的需求、激发本土大模型创业活动。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加快完善大模型创业生

态。基于通用大模型底座,结合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建立去中心化、分布式的生态系统架构,赋予创

业者使用大模型、基于大模型开展合作的自主权。同时,政府部门应引导各行各业整合并开放行业

数据,打造不同行业的专属大模型,为本土创业者提供更加便捷的基础设施。
系统完善数据资源管理制度。数据资源具有非竞争性、延展性、不可耗竭性,可以用于训练、

优化和部署各种复杂模型,是大模型创业的核心驱动力量。大模型需要数据资源来进行训练和优化

以提高其性能和准确性,创业者需要独家数据资源、垂直领域数据资源以开发出更具创新性与竞争

优势的产品或应用。但当前数据资源管理上存在两大难题:一是大模型在获取网络信息时可能涉及

大量的个人数据和敏感信息,带来数据侵权、专利泄露、商业秘密泄露等法律问题,对现有数据资

源监管制度提出了挑战;二是当前的数据资源交易缺乏有效的保障制度,创业者在数据资源获取与

交易上面临着法律和财务风险。在缺乏透明度和规范化的数据市场中,创业者难以评估数据的真实

性和可靠性。因此,监管部门应加快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创新,充分释放数据市场的力量,确保大模

型创业的数据可得性。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建立数据资源使用规范与标准化政策,确保大模型创业

者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监管部门应界定数据产权、使用权和分享义务,利用数据匿名化技术、
数据脱敏技术与端对端加密技术等确保数据所有者的权益得到保护。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明

确不同类型的数据如公共数据、个人隐私数据、商业敏感数据的收集、使用、存储和分享原则,规

范创业者、创业组织的数据使用行为。同时加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数据及其派生内容的知识产

权,防止未经授权的复制和分发。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建立官方认证的数据资源交易平台,明确

—11—



刘志阳等:大模型创业:范式比较与理论建构

数据资源定价与交易原则,提供安全、透明、高效的数据交易保障与监管服务,以确保数据交易的

合法性和合规性。数据资源交易平台能够推动数据所有者和需求方自由交易数据资源,促进数据资

源的流通和共享。为鼓励数据交易,平台应结合成本基础、市场需求与未来价值,了解市场对不同

类型数据的需求和价格敏感度,根据数据可能带来的潜在价值对数据资源进行第三方估值与定价,
为创业者与数据供应商提供价值参考。为保障数据交易安全,平台应实施严格的用户认证机制和权

限管理,确保只有授权用户能够访问和使用数据。同时,平台应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提

供安全可靠的数据交易、交付和合同管理规则,制定数据交易记录保存和监管政策,确保交易的透

明性和可追溯性,以防止数据在交付传输过程中被篡改或泄露。
鼓励设立政府主导型大模型创业基金。政府主导大模型创业基金不仅能够促进资本的流入和创

业项目的成功,还能够推动整个大模型领域的健康发展。当前大模型创投领域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

段,存在创业资本供给不足的问题。现有的资本倾向于投资于那些更具确定性、已有一定规模和潜

力的大模型项目,而忽视了处于更早期阶段的小型项目或个体创业者。当前阶段,设立政府主导创

业基金可以带动更多社会资金、商业资金进入大模型领域,增加大模型创业资本供给,激励以大模

型为底座的创业活动。同时,政府主导创业基金能够激励更多研究者和创业者探索大模型技术在不

同领域的应用,确保大模型技术对所有创业者开放,从而推动大模型技术的广泛应用。政府主导基

金还可以促进创业者的后续融资。通过提供初期资金,政府主导基金可以帮助大模型初创企业在成

长的关键阶段稳定发展,提高可持续能力与吸引后续投资者的能力。因此,相关部门应积极发挥政

府主导基金的政策先导和支持作用。政府主导基金应在大模型创业投资领域建立示范作用。政府主

导基金可以采用 “母基金”方式运作,吸引地方部门、金融机构和投资机构等资本以股权或债券的

方式设立大模型创业投资子基金,加速大模型技术的普及和产业化进程。同时,政府主导基金应明

确大模型创业投资的方向,改善大模型创新创业环境,引导各类资本关注并投资于具有高增长潜力

的大模型创业细分领域项目。此外,政府主导创业基金的一大重点在于提供多元化支持。政府主导

基金可以为大模型创业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市场导入和创业管理指导等系统集成化服务,帮助创业

者度过初创难关。
加快构建大模型人才培养体系。大模型重新定义了创业者所需的技能集,让创业活动更具包容

性的同时,对创业者的大模型使用技能提出了挑战。在未来,具备大模型理论知识、交互能力与训

练能力是创业活动的核心资源要素,也是创业者实现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一方面,掌握大模型的

基础知识与运行逻辑,将有助于创业者了解大模型在创业过程中的潜在应用与局限。创业者应掌握

大模型背后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监督学习算法、“预训练+微调”范式等基本知识,了解大模

型的发展脉络、不同类型大模型的应用场景。另一方面,具备大模型交互能力,将有助于创业者充

分释放自身创造力与想象力。创业者应充分了解并善用大模型的提示与命令,学会引导大模型持续

优化输出内容,进而生成更具创意与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此外,具备大模型训练能力是创业者获

取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创业者在开启创业之旅时,往往依赖于大模型的现有能力,随着大模型能

力的快速迭代,创业者如果不及时更新、调整产品与服务,打造专属专用大模型,则面临着被其他

企业颠覆或被通用大模型覆盖的风险。专业大模型是在基础大模型底座上结合更高质量的专业知识

库与数据库训练而成,在垂直领域具备更加性能优势。拥有独家数据库、专用大模型的创业者更容

易获取不可替代、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因此,加快建立大模型多元技能培养体系,是推动大模型

创业活动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大模型多元技能培养体系应从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两大维度同时

展开。为普及大模型理论知识,现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部门应尽快开设大模型和人工智能相关课

程,通过开设公开课程、学术研讨会和工作坊,教授大模型的基本原理、操作方法和实际应用案

例。课程体系应涵盖从基础到高级的内容,以培养未来创业者、满足不同创业者的需求。为增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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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实践能力,应该鼓励与各类大模型商业企业合作,加快建设互动式大模型学习平台,开发易于

集成的接口和工具包以及专用大模型训练工具,以帮助创业者快速将大模型集成到他们的应用程序

或服务中、并掌握专用大模型训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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