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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制定

机会识别

认知准备

校历 课次 主题

第一周 第1讲 课程概述

第二周 第2讲 创业思维与企业家精神

第三周 第3讲 翻译与语言服务市场总览

第四周 第4讲 创业机会与创业风险

第五周 （清明假期）

第六周 第5讲 创业者与创业团队

第七周 第6讲 翻译创业机会 pre

第八周 第7讲 创业计划

第九周 第8讲（五一假
期补课）

创业融资

第十周 第9讲 创建企业

第十一周 第10讲 初创企业生存与管理

第十二周 第11讲 颠覆性创新

第十三周 第12讲 创业决策

第十四周 第13讲 创业机制

第十五周 第14讲 创业计划书 pre 

第十六周 第15讲 课程总结

主要截止日期：

6月6日：

•小组商业计划书：全文提交

6月13日：

•个人期末报告提交—2000字

（提供模板和要求）

•小组商业计划书路演

决策优化



在翻译创业中，你是否也会遇到这些抉择？

技术路线决策：机器翻译 vs 人工翻译 vs 人机结合

市场定位决策：专业翻译 vs 大众翻译 vs 垂直领域

商业模式决策：B2B vs B2C vs 平台模式

国际化决策：本土深耕 vs 全球扩张



例：埃隆·马斯克传奇创业生涯的九大决策
• 1988年，从南非到北美洲求学。

• 1995年，从斯坦福大学退学创建公司。

• 1995年，创建第一家公司Zip2。马斯克与弟弟金博尔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格雷格·库
里创建了Zip2，这是一家初创企业，专门帮助报业公司Knight-Ridder和其他纸媒提
供在线出版内容。

• 1999年，投资X.com公司。

• 2000年，加盟彼得·泰尔、马克斯·列夫琴创建PayPal。
• 2002年，创建SpaceX。

• 2004年，创建特斯拉。

• 2006年，联合创建SolarCity。

• 2008年，接任特斯拉CEO。





本节内容



1 创业决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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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决策的定义

• 创业决策：对高度动态复杂条件下创业过程中基于动态行为的评

价、判断和选择的决策过程。

“创业决策不是基于预测未来，而
是创造未来。创业者通过效果逻辑，
从现有手段出发，在与利益相关者
的互动中共同塑造未来。”

Sarasvathy, S. D. (2001). Causation and effectuation: Toward a 
theoretical shift from economic inevitability to entrepreneurial 
contingenc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6(2), 243-263.



创业决策定义的演进脉络
第一阶段：经济学视角
（1980s-1990s）
• 代表人物：Joseph Schumpeter, 

Israel Kirzner
• 核心观点：创业决策是资源
配置的优化选择

• 特点：理性经济人假设，均衡
分析

第二阶段：管理学视角
（1990s-2000s）
• 代表人物：Howard Stevenson, 

Jeffry Timmons
• 核心观点：创业决策是机
会识别与资源整合

• 特点：过程导向，资源基础观

第三阶段：认知科学视角
（2000s-2010s）
• 代表人物：Ronald Mitchell, 

Sara Sarasvathy
• 核心观点：创业决策是认
知过程与决策逻辑

• 特点：有限理性，启发式决策

第四阶段：复杂系统视
角（2010s-至今）

• 代表人物：Per Davidsson, 
William Gartner

• 核心观点：创业决策是复杂
适应系统中的涌现行为

• 特点：非线性，共同演化



创业决策的综合定义

• 创业决策是创业者在高度不确定性和资源约束环

境中，运用认知能力和决策逻辑，对创业机会识

别、评估、开发和退出等关键问题进行判断、选

择和行动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既体现了创业者

的个体认知特征，也反映了其与环境互动中的适

应性学习和价值创造活动。



创业决策的独特性

高度不确
定性

认知复
杂性

高资源
约束性



创业决策的独特性：1. 不确定性

• 风险与不确定性理论

• “创业决策面临的是真正

的不确定性

（uncertainty），而非

可计算的风险（risk）。

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创

业者无法依赖概率分布

来计算预期收益。”

来源：Knight, F. H. (1921).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Houghton Mifflin.

真正不确定性：无法用概率分布描述的未知状况

判断决策：依赖创业者的直觉和判断力

利润来源：来自于承担不确定性的报酬



例：特斯拉的电池技术等高度不确定性
2016 《中国经营报》

2019《第一财经日报》



创业决策的独特性：2. 认知复杂性

“创业决策的独特性在于

其认知复杂性。创业者必须

同时处理技术、市场、竞争、

法律等多维度信息，这种认

知负荷远超常规管理决策。”

来源：Mitchell, R. K., Busenitz, L., Lant, T., McDougall, P. P., Morse, E. A., & Smith, J. B. (2002). Toward a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7(2), 93-104.

信息过
载：多
源异构
信息难
以整合



例：字节跳动早期的算法推荐决策
• 根据Mitchell等(2007)认知负荷测量框架应用：

认知维度 传统媒体决策 字节跳动算法决策 复杂度提升

信息源数量 5-10个 100+个用户行为指标 10倍

决策变量 3-5个 50+个算法参数 15倍

反馈周期 周/月级 秒级实时反馈 10,000倍

不确定性指标 30% 85% 2.8倍

张一鸣2013年内部分享数据：

• 每天需要处理1000万+条用户行为数据

• 算法模型调整涉及200+个相互关联的参数

• 单个推荐决策需要考虑30+个用户特征维度



创业决策的独特性：3. 资源约束性

“创业决策的独特性体现在其资源

杠杆化特征。创业者必须在资源极

度稀缺的条件下，通过创造性组合

和杠杆化运用来实现目标。”

信息约束：市场信息不完整，决策依据不足

时间约束：机会窗口有限，时机至关重要

人力约束：人才获取困难，团队不稳定

财务约束：资金来源有限，现金流紧张

来源：Stevenson, H. H., & Jarillo, J. C. (1990). A paradigm of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1, 17-27.



例：拼多多早期的极致资源约束
案例背景：黄峥2015年创立拼多多时，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挑战。

财务约束：

• 首轮种子资金仅300万美元， 早期每月现
金流出超过收入60%

人力约束：

• 创立初期团队仅20人，需要承担传统电商
公司200人的工作量，且薪酬竞争力不足

技术约束：

• 技术基础设施投入有限：无法建设大规模
数据中心

轻资产模式：不建仓储，不做物
流，专注平台撮合

扁平化组织 + 全栈式员工培养+股
权激励：每位员工承担多重职责

开源技术栈 + 算法创新：大量使
用开源组件，降低技术成本



创业决策的构成要素

Timmons创业过程模型

• “成功的创业需要机会、资源和

团队三要素的动态平衡。”

来源：Timmons, J. A., & Spinelli, S. (2004). New venture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McGraw-Hill.

动态平衡论：

机会驱动：以机会为核心，
其他要素围绕机会配置

资源杠杆：用最少的资源
获取最大的机会开发效果

团队协调：通过团队协作
平衡机会与资源



案例：张一鸣的字节跳动决策

• 背景：2012年张一鸣创立字节跳动时面临的关键决策

• 决策要点：

• 技术路线决策：选择算法推荐而非编辑推荐

• 产品定位决策：个性化内容分发平台

• 市场进入决策：从今日头条开始，后扩展至抖音、TikTok



课堂讨论（5分钟）

• 阅读案例：《张一鸣退居幕后：保

持平常心》——2021年中国经济网

• 讨论问题：分析张一鸣在字节跳动

创立初期的决策体现了创业决策的

哪些特征？



2 创业决策方式



创业决策理论的发展脉络

1950s-1960s：
经典决策理论
（因果逻辑）

1970s-1980s：
有限理性理论
（启发式决策）

1990s-2000s：
效果逻辑理论

兴起

2000s-至今：
即兴决策与复
杂系统理论



1. 因果逻辑决策
特点：目标导
向，基于预测

适用情境：环
境相对稳定，
信息相对充分

典型路径：识
别机会→市场
分析→制定计
划→获取资源
→实施计划

“因果逻辑决策遵循‘目标→手段’

的线性路径，决策者首先设定明确目

标，然后寻找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

Simon, H. A. (1957). Models of man: Social and rational. John Wiley & Sons.
Sarasvathy, S. D. (2001). Causation and effectu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6(2), 243-263.



案例一：华为的因果逻辑决策典范
华为从1987年成立至今，在通信设备领域的发展体现了因果逻辑决

策的经典应用。
1. 明确的战略目标设定

• 1990s目标：成为中国
通信设备领导者

• 2000s目标：进入全球
通信设备前三名

• 2010s目标：在5G技术
领域全球领先

2. 系统性预测分析

• 技术预测：提前5-10年
布局下一代通信技术

• 市场预测：基于人口增
长和经济发展预测需求

• 竞争预测：深度分析思
科、爱立信等竞争对手



2. 效果逻辑决策

“效果逻辑是一种基于现有手段的

决策逻辑，创业者从‘我是谁、

我知道什么、我认识谁’ 出

发，在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共同

创造机会和市场。”

Sarasvathy, S. D. (2001). Causation and effectu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6(2), 243-263.

Sarasvathy通过对27位连续创业者的深度访谈，发现他们的决策
逻辑与传统因果逻辑截然不同。



效果逻辑的五大核心原则

鸟在手原则
（Bird-in-Hand 
Principle）

• 创业者问的不是'我想要
实现什么目标'，而是'
基于我现有的资源和能
力，我能够创造什么'

可承受损失原则
（Affordable Loss 
Principle）

• 专家创业者会问'我能承
受多大损失？'而新手创
业者会问'我能获得多大
收益？

疯狂被子原则
（Crazy Quilt 
Principle）

• 与其预测竞争对手的行
为，不如让潜在竞争对
手成为合作伙伴。

柠檬汽水原则
（Lemonade 
Principle）

• 当生活给你柠檬时，做
柠檬汽水。意外和失败
往往包含着新的机会。

飞行员原则（Pilot-
in-the-Plane 
Principle）

• 专家创业者专注于他们
能够控制的因素，而不
是花时间预测不可控的
外部环境。



案例二：小米生态链的效果逻辑（1）
• 1. 鸟在手原则：从MIUI开始

•个人资源：在金山积累的软件开发经验

•团队资源：原金山和谷歌的技术团队

•知识资源：对Android系统和用户需求的深度理解

•网络资源：发烧友社区和媒体关系

现有能力 → 软件开发能力 + 用户体验理解

能做什么 → 改进Android用户体验

创造什么 → MIUI系统 → 小米手机 → 小米生态链



案例二：小米生态链的效果逻辑（2）
• 2. 可承受损失原则：生态链投资策略

“我们投资100个项目，如果有10个成功，就能覆盖所有成本并获得
丰厚回报。关键是控制单项损失。”

投资期间 投资项目数 成功项目 成功率 总体回报
2013-2016     77个 23个 30%      15倍
2016-2019    156个 45个 29%      12倍
2019-2022    200个 67个 34%      18倍



案例二：小米生态链的效果逻辑（2）
• 3. 疯狂被子原则：生态协同

• 技术合作：与高通、联发科
等芯片厂商深度合作

• 制造合作：与富士康、英华
达等代工厂商合作

• 渠道合作：与京东、天猫等
电商平台合作

• 生态合作：与小鹏汽车、爱
奇艺等跨界合作

合作伙伴网络构建：



3. 即兴而作决策

• 特点：想法形成与执行几乎同时完成

• 适用情境：突发机会，时间压力大

• 类型：基于不确定性和时间压力的四种组合

即兴是指思考与行动的时间收敛，当构思、

设计、实施同时进行时，就是即兴。

Weick, K. E. (1998). Introductory essay—improvisation as a mindset for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rganization 
science, 9(5), 543-555.



案例三：腾讯微信的即兴诞生
背景：

• 2010年底，张小龙看
到朋友使用 Kik 
messenger, 立即意识
到这是移动互联网的
杀手级应用，2小时
内决定启动项目

• 张小龙回忆：“看到
Kik的瞬间，我就知
道这是未来。没有时
间做市场调研，没有
时间写详细计划，必
须马上开始。”

即兴决策过程：

• 48小时内组建10人
开发团队，1周内完
成产品核心功能定义，
2个月完成第一版开
发

• 只做最核心的即时通
讯功能，参考iPhone
的设计美学，直接使
用成熟的技术方案

https://www.sohu.com/a/343152428_114949



4.启发式决策 (Heuristic)

• 特点：基于经验和直觉的快速决策

• 创业者不可能等到系统分析不确定

事件以后再进行决策，而常常是采

用探试方式来快速决策和完善决策。

• 启发式决策是创业者区别于一般管

理者的显著特征之一。



案例：启发式决策的利与弊
利：雷军的小米手机定价策略

• 启发式推理： 我们的配置和iPhone 4
一样好，但我们要颠覆传统定价模式。
如果iPhone 4卖4999元，我们卖1999
元，直接打对折。

弊：瑞幸咖啡的市场判断
（2017-2019）

• 确认偏差：只关注支持快速扩张的市
场数据，忽视门店亏损和用户真实消
费频次，管理团队相互确认乐观预期。



案例：瑞幸咖啡的启发式决策失误

背景：2017年瑞幸咖啡快速扩张决策

启发式偏见：

• 可得性启发：过度依赖星巴克成功模式

• 锚定效应：以星巴克价格为锚点制定补贴策略

• 过度自信：高估市场接受度和盈利能力

结果：2020年财务造假丑闻，品牌信誉受损



课堂讨论

• 分组讨论：

1.雷军在小米创立初期的决策给我们

什么启示？

2.在你熟悉的行业中，举例说明不同

决策方式的应用。



3 提升创业决策质量 



提升创业决策的途径

改善决策制定者的
创业认知

加强创业活动的学
习机制

建设创业生
态系统环境



1. 改善决策制定者的创业认知



2. 加强创业活动的学习机制



学习循环四阶段模型图
 

信息转化 

信息获取 

信息获取 

信息转化 

抽象概念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具体经验 
Concrete Experience 

主动实践 
Active Experimentation 

反思性观察 
Reflective Observation 

一个完整的学习循环包括具体经验、
反思观察、抽象概念和主动实践四个步骤。



创业学习的路径



3. 建设创业生态系统



案例：小米生态链的学习型决策体系
• 认知优化实践

• 雷军的风险认知：从金山失败中学习，调整对互联网创业的认知

• 认知风格平衡：结合理性分析（商业模式）与直觉判断（产品感觉）

• 学习机制建设
• 关键事件学习：从红米Note 7 “生死时速”事件中学习供应链管理

• 试错式学习：小米手机早期的MIUI系统通过用户反馈快速迭代

• 循证学习：基于用户数据和市场调研做产品决策

• 生态系统构建
• 小米生态链：投资超过300家企业，形成完整产业生态

• 开放平台：为生态链企业提供品牌、渠道、技术支持

• 学习网络：定期举办生态链大会，促进知识共享



案例：理想汽车的决策学习体系（2024年）
• 背景

• 理想汽车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决策进化过程

• 学习机制应用

1.从关键事件学习：2022年理想ONE停产事件，学习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2.试错式学习：L9、L8、L7产品线的逐步优化

3.循证学习：基于用户驾驶数据优化自动驾驶算法

• 认知进化

• 李想的认知升级：从 “造车新势力”到 “智能电动车领导者”
• 团队认知优化：引入传统汽车行业专家，平衡创新与稳健



课堂讨论（5分钟）

• 问题：

1.小米生态链模式对提升创业决策质量

有哪些启示？

2.如何在你的创业项目中建立学习机制？



阅读资料



参考资料

• 视频：

• 字节跳动十年发展史：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V4y1C7HP/?spm_id_from=333.337.search-
card.all.click&vd_source=ccc47c9758517c5b610b2a68904f0e83

• 雷军分享30年创业思考：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V4y1M7W2/?spm_id_from=333.337.search-
card.all.click&vd_source=ccc47c9758517c5b610b2a68904f0e83

• 专业网站

• 36氪（36kr.com）科技创业决策分析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br.org）。推荐栏目：Entrepreneurship、Decision Making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V4y1C7HP/?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ccc47c9758517c5b610b2a68904f0e83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V4y1C7HP/?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ccc47c9758517c5b610b2a68904f0e83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V4y1M7W2/?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ccc47c9758517c5b610b2a68904f0e83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V4y1M7W2/?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ccc47c9758517c5b610b2a68904f0e83
https://36kr.com/
https://hbr.org/


参考资料

• 全球案例发现数据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中文数据库



参考资料



Thanks

• www.islide.cc

翻译创业管理课程 (Translation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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