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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创业的交汇：研究述评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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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22年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以来，学界对人工智能（AI）与创业关系

的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然而，现有文献仍缺乏系统性的梳理和评述。鉴于此，本文对权威期刊

上发表的70篇AI与创业文献展开分析，从研究主题和方法论双重视角解构了AI影响创业意

向、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创业决策、创业绩效、创业治理以及研究方法的范式革新等七类主题，

剖析了既有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AI影响下创业领域七大前沿议题，包

括：（1）探讨不同制度框架下AI技术对创业意向和创业活力的影响机制；（2）构建基于AI的机

会发现观与机会创造观；（3）关注AI能力的形成与组织嵌入机制；（4）探究AI与创业者的混合

决策机制及其结果；（5）探索AI与企业绩效的共演机制；（6）丰富AI时代的创业治理机制；

（7）深化AI方法在创业研究中的应用。本文初步构建了AI与创业研究的整合分析框架；揭示了

AI 作为多层智能技术体系（建模方法—智能技术—智能系统）的技术属性，以及自主性、互动

性两个关键技术特征；识别了不同创业领域的研究缺口，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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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由机器所展示的智能，即执行通常需要人类智能

的任务，例如视觉感知、语音识别、决策和语言翻译等（New Oxford Dictionary，2023）。随着工

业4.0的兴起，AI在商业领域迅速应用，并对创业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Giuggioli和
Pellegrini，2023；van Gelderen等，2021）。在理论层面，AI对于传统的创业机会识别方式

（Shepherd和Majchrzak，2022）、资源要素（Bessen等，2022）以及决策制定（Townsend和Hunt，
2019）等带来了颠覆性影响。与其他技术相比，AI具有更高的自主性和互动性（李修全，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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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能够不断地从数据中学习和自我改进，并改变创业者先前的机会识别和决策方式。这引

发了越来越多研究者探究AI和创业之间的关联（Obschonka和Fisch，2022）。例如，Small
Business Economics、Technovation等期刊相继发表了与AI相关的创业研究专刊（Obschonka和
Audretsch，2020；Si等，2023）；两本创业领域顶级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和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也发表了研究，探讨AI等数字技术为创业带来的前所未

有的机会和挑战（Chalmers等，2021；Shepherd和Majchrzak，2022）。
在实践层面，自从2022年底OpenAI发布ChatGPT之后，AI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生成式

AI，如ChatGPT，具备算法、模型、规则生成文本、声音、图片和视频等内容的生成能力（Du等，

2024），创业者和知名企业开始积极进入AI领域，追逐这一技术变革带来的商机。创业作为

AI发展的关键推动力，对于推广和应用AI至关重要（Shepherd和Majchrzak，2022）。这一实践应

用的快速增长产生了许多AI与创业主题相关的研究成果（Giuggioli和Pellegrini，2023；
Obschonka和Audretsch，2020）。然而，当前文献的分布较为零散，亟须对AI和创业的研究进行

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明确当前研究现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尽管已经有国内文献总结了

AI赋能创业的理论框架（刘志阳和王泽民，2020），但近年来AI与创业领域的文献急剧增加，同

时AI技术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革（Short和Short，2023）。因此，有必要对AI与创业的相关研究进

行全面的梳理，以揭示其重要性和未来的研究价值。

本文通过检索国际权威期刊上AI和创业的相关研究，经过系统筛选得到了70篇相关文

献。首先，本文对这70篇文献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发现AI已经对创业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产生了

影响。研究内容方面，包括了AI对创业意向、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创业决策、创业绩效和创业

治理的影响；研究方法方面，主要包括一些AI驱动下创业研究中有关预测和测量的文献。随

后，通过对上述七类主题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提出了七个未来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包括不同

制度框架下AI对创业意向和创业活力的影响机制、AI的机会发现观与机会创造观、AI能力的

形成与组织嵌入机制、AI与创业者的混合决策机制及其结果、AI与企业绩效的共演机制、AI时
代的创业治理机制以及AI方法在创业研究中的应用。本文主要贡献在于：（1）提供了AI如何在

各个方面影响创业研究的全面视角。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和回顾AI与创业的相关文献，尤其是

近3年的文献，归纳出了七类主题，为理解AI在创业领域的综合影响提供了丰富视角；（2）明确

了AI的技术特性，明确AI是一个多层级的智能技术体系，并指出概念界定的不一致导致AI影
响创业的既有研究间难以形成有效对话；（3）构建了AI与创业研究的整合分析框架，识别了现

有研究存在的空白，提出了七个未来研究方向，强调了AI在创业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以期

为未来研究提供方向和动力。 

二、  AI的界定和分类

AI是指经过训练可执行与人类智能相关任务的工具，通过解释和学习外部数据，并利用

学习内容灵活地适应设定要求以实现特定目标，包含数据、算法和算力三要素（New Oxford
Dictionary，2023；Shepherd和Majchrzak，2022）。现有研究大多从方法维度（Bahoo等，2023；
Shepherd和Majchrzak，2022）、功能维度（Garbuio和Lin，2019）和表现形式（Davenport等，2020）
三方面对AI进行了分类探讨（如表1所示）。

AI本质上是一个多层级的智能技术体系，包括共性建模方法（如随机森林）、专项智能技

术（如语音识别）和典型智能系统（如自动驾驶）三个层次，并且其最突出的两个特性是自主性

和互动性（李修全，2021）。其中自主性是指AI能够在没有人类直接干预的情况下执行任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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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策的能力（Jarrahi，2018；Townsend和Hunt，2019）；而互动性指的是AI能够与用户、其他

系统、环境以及它们自身进行有效的互动和沟通（Chalmers等，2021；Shepherd和Majchrzak，
2022）。但现有研究大多泛泛地使用AI这一术语，忽视了其在概念类别、功能等方面的差异

（Lee等，2022；Schiavone等，2023）。这种定义的模糊与理解上的差异阻碍了研究成果之间的有

效对话，导致新的理论见解难以发展。 

三、  文献检索与分析

（一）文献检索

本文以Web of Science为主要数据库，通过Scopus作为补充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为保证

文献质量，本文选择英国商学院协会出版的高质量学术期刊指南中AJG4*、AJG4和AJG3的期

刊，并将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Insights（JBVI）和Business Horizons（BH）①作为补充期

刊。以“entrepreneur*”“self-employ*”“start-up”“business owners”“founder*”“venture”分别与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machine learning”“neural network*”“deep learning”“data mining”
“text mining”“big data”“soft computing”“fuzzy logic”“biometrics”“geotagging”“IoT”“internet of
things”“robot”“automation”“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wearable”（Giuggioli和Pellegrini，2023；
Mariani等，2023）结合进行主题检索，时间截至2023年10月已经在线发表的所有文献，合并检

索文献数据库后共检索到1 128篇文献，其中Web of Science检索到629篇，Scopus检索到499篇。

通过图1所示的步骤，本文共获得了70篇文献。

（二）文献分析

从文献发表数量来看，AI在创业领域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见图2），近几年才开始得到较多

学者关注。从发表时间来看，AI在创业领域的相关文献自2018年开始，截至2023年10月，已经

有19篇相关文献发表，表明AI和创业领域的相关研究正在快速发展。

从期刊发表分布来看，AI在创业领域的相关文献主要发表于管理、创业、创新和战略等主

题的期刊（详见表2），这表明AI在创业领域的研究具有多学科属性。

为了分析AI在创业领域的研究现状，探索现有研究较有影响力的学者和国家，本文使用

了VOSviewer软件进行分析。在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以纯文本文件的格式下载了文献

 

表 1    AI的分类

AI的分类 核心特征 应用示例

方法
维度

机器学习
从训练数据中学习模式并进行预测，可分为有

监督和无监督学习
分析消费者行为，提供个性化的购

物体验和推荐
自然语言

处理
分析人类的语言，帮助机器理解、解释和操纵

人类语言（例如文本、语音）
语音识别、聊天机器人和虚拟助手

人工神经
网络

模仿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结合类似神经元的
结构特征分析数据

自动驾驶技术

功能
维度

辅助智能 完成简单明确的规则化重复性任务 数据验证、业务流程模拟、风险评估
增强智能 通过复杂算法和大数据分析进行个性化服务 精准营销、智能客服、销售预测
自主智能 能够自主学习和决策，自动执行任务 实时决策系统

表现
形式

数字AI AI的应用程序，无物理化身 大模型、多模态AI

具象AI 将数字AI嵌入到实体或者机器人之中
银行、商超或者宾馆的实体机器人，

工厂的机械臂
　　来源：根据Bahoo等（2023）、Shepherd和Majchrzak（2022）、Garbuio和Lin（2019）、Davenport等（2020）
总结。

 ①说明：JBVI与BH期刊上有多篇符合主题的论文，故本文将JBVI与BH期刊纳入检索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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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记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的内容，并

将其导入软件中进行分析。在Create（创
建）中，选择Ci t a t i on（引用）功能中的

Authors（作者）和Countries（国家）两项内

容来分析，结果见图3和图4。图中节点的大

小表示相关作者和国家的被引次数，节点

越大代表相关作者和国家发文被引次数越

多；节点间的线条表示相关作者和国家间

的引用关系，线条的粗细表示被共引文献

的频率和数量，粗线条表示两个作者或国

家的文献经常被引用在同一篇文献中。

图3中显示了作者发文被引次数和总体连线密度情况，本文发现这70篇文献是由199名作

者合作完成的，其中节点较大的是Obschonka、Davidsson、Antretter和Nambisan四位学者，他们

的研究成果得到较多作者的引用，在该领域研究中有较高影响力。

图4中显示了文献所属国家的发文被引次数和总体连线密度情况，70篇文献共来自36个国

家，为了使图谱更加简洁明了，本文将国家最小被引量阈值设置为3，显示结果为11。从图4中可

以看出被引用量较多的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和英国五个国家，而中国的被引用

量还相对较少。 

 





















Web of Science/Scopus

创业关键词：“entrepreneur*”“self-employ*”“start-up”“business 

owners”“founder*”“venture”

人工智能关键词：“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machine learning”“neural 

network*”“deep learning”“data mining”“text mining”“big data”“soft computing”

“fuzzy logic”“biometrics”“geotagging”“IoT”“internet of things”“robot”“automati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wearable”

第一级纳入标准：

期刊选择AJG4*、AJG4、AJG3的期刊与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Insights和

Business Horizons；

发表时间：2023年10月31日前发表（包含在线发表）的文献；

语言：英语；

共检索到1 128 篇，其中Web of Science检索到629 篇，Scopus检索到499 篇。

第二级纳入标准：

期刊筛选：删除期刊不符合的文章56 篇；

文章清理：删除所有重复记录365 篇；

文献类型：删除编辑材料、撤稿声明等非学术论文32 篇；

依据题目和摘要进行筛选，删除不符合文章610 篇；

根据追溯文献综述的参考文献补充未检索到的5 篇文章；

最终得到70 篇符合条件的英文文献。

 
图 1    文献识别流程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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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I在创业领域的研究文献发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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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I影响创业的研究主题

为了确保研究主题分类的规范性，本研究采用了背对背分类的方式，并测量了研究者的评

分者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于晓宇等，2022）。具体来说：（1）两位研究者进行独立的背对背

分类，对70篇文献进行逐一标注；（2）根据两位研究者的分类结果，计算了比例一致性

 

表 2    发表AI在创业领域的研究文献数量大于等于3篇的学术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发表数量（篇）
1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0
2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6
3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6
4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Insights 6
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and Research 5
6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4
7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4
8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

　　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图 3    AI在创业领域研究的作者引用网络图谱

 

 
图 4    AI在创业领域研究的国家引用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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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rtion agreement），最终的比例一致性系数为0.81，高于门槛值0.75（Ellis，1994），表明了本

文的研究主题分类有较高的信度水平；（3）对于分类不一致的文献，本研究邀请第三位研究者

参与最终的归类；（4）本研究还邀请了3位国内创业领域的专家对研究主题的分类进行了检查，

以确保分类无误。最终，本研究将既有AI与创业的相关研究归为七类主题。从图5中可知，目前

占比前三的研究主题分别是使用AI开展创业研究（占比30%）、AI与创业绩效（占比18%）和

AI与创业决策（占比为18%）。
 
 

人工智能对创业意向
的双重影响

5%

人工智能赋能创业机会的
发现和创造

12%

人工智能对创业资源
的多维影响

11%

人工智能重塑创业决策
18%

人工智能对创业绩效的
多维影响
18%

人工智能对创业治理
的挑战
6%

人工智能驱动创业研究
中的预测和测量

30%

 
图 5    AI影响创业的研究主题占比

 

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结合创业意向是个体创业行为的决定因素的观点（Ajzen，1991），首
先总结了AI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其次，围绕创业研究的核心观点，即如何、由谁以及以何种方

式去发现、评估和利用机会的学术研究（Shane和Venkataraman，2000），本文分别对AI影响创业

机会、创业资源和创业决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随后，总结了AI影响创业绩效和创业治理

的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系统归纳了现有AI驱动下创业研究中有关预测和测量的相关

研究。

（一）AI对创业意向的双重影响

创业意向是指个体或团队在考虑未来行动时开展创业活动的倾向（Ajzen，1991；Thompson，
2009）。既有研究认为，AI会影响个体创业意向（Chatterjee等，2022），但关于AI对个体创业意向

及经济系统创业活力的具体影响，目前尚存争论。例如，D'Mello（2019）探讨了自动化和机器人

等AI技术对创业的影响，发现AI会导致持久且严重的工作岗位流失，但如果政府为失业个体

提供全民基本收入，保障基本的生存需求，就可以促进一些机会敏锐、风险倾向高的个体选择

创业。

然而，Chalmers等（2021）提出了另外一种理论猜想，即AI驱动的技术平台对经济生活的主

导地位进一步加强（Shapiro，2019），不仅领导了AI技术的发展和投资，还拥有大量专利来强化

竞争地位（Hartmann和Henkel，2020），这会导致创业机会更多地由掌控平台交易和竞争参数的

私营公司所控制（Zhu和Liu，2018）；长期来看，创业机会被某些私营公司控制不仅会降低经济

系统总体生产率，还会导致生产性资源配置降低，降低整体创业活力，因此如果反垄断未能发

挥作用，创业活动可能会陷入长期停滞（Decker等, 2017）。
另外，部分研究关注了AI对不同群体创业意向影响的差异。Fossen和Sorgner（2021）通过美

国2011—2018年的月度人口普查数据样本，探究了数字化对职业的破坏性和变革性影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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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低技能员工相比，高技能员工由于工作能力强、教育水平高，因此面临破坏性数字化①时，更

可能开展未注册公司的创业②；进一步，面临变革性数字化③影响的高技能员工更可能开展注

册公司的创业，因为他们能从人机互动中发现新机会，进而更可能去选择机会驱动的创业；同

时，AI的发展给以成长为导向的创业创造了机会，但也增加了雄心不大的创业的机会成本。

综上，既有研究在AI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方面存在分歧，AI既可能增强个体的创业意向，也

可能使创业机会集中于平台企业中进而降低整体的创业活跃度。虽然部分研究强调了制度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但现有研究缺乏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检验制度对AI与创业意向的影响。另

外，先前研究大多从劳动力替代或补充的视角，来讨论AI对于不同群体创业意向的影响，但对

不同文化与经济背景下（如国家）的群体差异关注不足，而且忽视了AI在替代或补充过程中所

创造的新机会（Shepherd和Majchrzak，2022）。例如，基于AI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陈晓红

等，2022），这些新机会亦将提高一些个体和企业的创业意向。

（二）AI赋能创业机会的发现和创造

创业机会是指新的“目的与手段”组合，包括新产品/服务、商业模式等组合（Eckhardt和
Shane，2003）。既有研究主要从利用AI帮助创业者识别“新手段”、识别“新目的”、检测机会假

设，及匹配机会识别者与利用者四个方面探索了AI对创业机会的影响。

首先，AI在帮助创业者拓宽知识走廊（knowledge corridors），识别出先前看不到的机会（新

手段）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创业者存在“人类固有的局部搜索惯例”等局限（Lupp，2023；von
Krogh，2018）。AI，尤其是机器学习在一些领域正好可以弥补这些局限，其中深度学习算法在

发现高维数据中的复杂结构方面表现出色（LeCun等，2015），可以帮助创业者、初创企业从复

杂数据中识别出先前由于认知局限难以发现的模式，进而识别新机会（Cockburn等，2019；
Schiavone等，2023；Shepherd和Majchrzak，2022）。例如，制药企业可以使用无监督机器学习来

分析医学论文数据和专利数据集，识别药物、疾病和基因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难以用肉眼快

速检测到的未知模式，从而创造出新的药物配方组合（Lupp，2023）。如果没有AI的辅助，即便

创业者从理论上推导出了新的创意（如，新材料或基因序列），也需要通过大量实验和更长的时

间才能判断新创意的可行性，而AI的计算能力提高了发现新手段的可能，并降低了实验新创

意的成本和时间。

其次，AI增强了创业者利用社交情感分析（Gaspar等，2016）和自然语言处理来分析社交媒

体和其他数据，以识别客户需求（新目的）。例如，Chalmers等（2021）提出，尽管创业者可以手动

扫描在线客户论坛，寻找他们希望颠覆的产品或服务，从而识别未被开发的需求（Savin等，

2023）；或通过查看社交媒体上的趋势（Davidsson等，2020），来寻找未来潜在的客户需求，但利

用AI增强的方法能大规模地分析出所有客户在社交媒体或其他数据库中表现出的情感偏好，

并利用客户的非结构化文本数据来识别和预测客户的潜在需求，进而帮助创业者提出可以推

动业务发展的新见解（Majchrzak等，2021）。同时，企业也可以使用AI来理解客户需求，识别新

的客户细分，进而实现更高程度的定制化（Burström等，2021）。
再次，AI增强了创业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进而帮助创业者低成本的地测试潜在

创业机会。一方面，AI可以帮助创业者利用现有的数据来预测客户对功能或定价变化的反应

（Chalmers等，2021）；另一方面，通过获取并分析客户对产品的反馈，来快速修改或放弃机会

（Guo等，2017；Shepherd和Majchrzak，2022）。例如，智能应用程序通过利用各种数据流，可以不

 ①破坏性数字化是指通过新的计算机控制设备实现的工作自动化，并取代原有的人工岗位。
 ②未注册公司的创业是指没有在政府注册成立公司实体的创业方式。
 ③变革性数字化是指通过新的数字技术实现工作流程转变，这些技术将人与机器间的互动作为互补生产要素，而不会取代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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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与消费者互动并获取反馈，了解他们的实时需求、偏好，并可以主动提供一些定制化的方案，

这极大地帮助了创业者和企业快速识别和修改潜在的机会（项国鹏等，2022；Guo等，2017）。
最后，AI使机会识别者和机会利用者之间实现精准的需求匹配。例如，Shepherd和

Majchrzak（2022）强调，已经有孵化器使用机器学习算法来帮助初创公司与成熟的组织进行匹

配，通过这种匹配，初创公司可以为成熟组织提供所需的创新方案，而成熟组织则为其提供相

应的资金、声誉以及关系网络。孵化器正实现利用AI将创业机会的“识别者”和“利用者”两个角

色分开，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创业者，尤其是创业新手在开发机会方面的资源和经验缺陷。

综上，先前研究强调了AI在帮助创业者发现和创造机会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却忽视了

AI本身在机会识别、检测和匹配方面的劣势，以及创业者发挥的作用。就像在医学影像领域中

深度学习可以帮助医生识别患者的病灶影像（LeCun等，2015），但其无法分析患者的病例文本

等其他关键信息，依然需要人类医生参与，所以学者需要更深入地探究AI与创业者在创业机

会识别和开发过程中的协作机制。此外，在机会识别和开发等方面，创业者的行动至关重要，但

既有研究并未充分探讨AI时代背景下创业者行动所发挥的具体功能和作用。

（三）AI对创业资源的多维影响

创业资源是指创业者用来启动和经营新创企业的各种资产和能力，包括资金、人力资源和

知识等（Baker和Nelson，2005；Zhang等，2010）。但许多新创企业的资源都十分有限（Baker和
Nelson，2005），且常面临能力和专业知识缺陷（蔡莉等，2019）。当前AI与创业资源的研究主要

包括：AI如何帮助企业获取、生成和利用资源，以及数据资源对于AI企业的影响。

首先，在获取资源方面，有研究发现AI有助于新创企业获取投资者的风险投资。例如，

Truong（2023）探究了初创企业的AI能力对于资源获取的影响，相比于仅使用AI来解决行业问

题的初创企业，在AI领域具有核心技术能力（如拥有独特的训练数据集）的初创企业会更容易

获得投资者的青睐。而在生成资源方面，研究者强调了资源的可再生性（Nambisan等，2019），
部分研究发现创业者可以利用其他知名企业家的叙事内容训练生成式语言模型，并低成本地

创作叙事内容或优化叙事修辞，进而提高初创企业在利益相关者面前的沟通效果（Oo等，

2023；Short和Short，2023）。
其次，在利用资源方面，AI可以帮助企业更高效地利用手头资源，降低资源损耗。von

Briel等（2018）描述了AI等数字技术推动创业过程的不同机制。例如，工业机器人可以自动执

行特定的任务，减少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压缩机制），并释放通常需要执行这些任务的参与

者和资源（保存机制），使创业者可以从繁杂的重复工作中解放出来，开展更多的创造性工作

（Chalmers等，2021；Leonardi，2011；Schiavone等，2023），从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von Briel等，

2018）。Schiavone等（2023）则发现，AI可以降低创业成本和资源限制，通过数据分析，创业者可

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MyDataModels平台使用遗传算法极大减少了初创企业在数据收

集和整理方面消耗的人力和财务资源，使初创企业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放在验证创业想法方面

（Schiavone等，2023）。
最后，部分研究聚焦AI企业，强调数据资源对于企业能力提升和快速成长的重要作用。具

体来说，在能力提升方面，一些研究发现数据资源是AI企业提升自身能力的基础，其作为一种

有形资源在企业塑造AI能力方面不可或缺（Lou和Wu，2021；Mikalef和Gupta，2021）；在快速成

长方面，Bessen等（2022）基于159家AI初创企业的调研数据，探究了训练数据集在AI初创企业

开发和改进算法时的重要性，发现拥有专有训练数据的初创企业能够利用专有数据生产出那

些不易被模仿的产品，这种差异化更强的产品有利于企业建立竞争优势，因此更有可能获得风

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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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研究已从积极的方面说明了AI在各类创业资源获取、生成和利用中的关键作用，但

却忽略了AI的潜在风险。例如，创业者在使用ChatGPT生成各类文案时，会遭遇不良语言输出

和一些幻觉。另外，独特的数据集与算法对AI初创企业的创立与成长至关重要，但关于这类企

业如何有效获取所需数据，以及企业应该如何管理数据、如何设置数据资源的可访问性门槛等

问题尚未获得关注。最后，AI能力是企业利用AI选择、编排和利用特定资源的基础（Mikalef和
Gupta，2021；Sjödin等，2021），但是当前创业资源获取和利用的研究中，对AI能力的概念、形成

与组织嵌入机制的探究并不充分。

（四）AI重塑创业决策

创业决策是指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制定的关键决策，其直接塑造了新创企业的发展轨迹

（Shepherd等，2015）。当前AI与创业决策的相关研究包括了AI对创业者决策的增强作用

（Townsend和Hunt，2019）、AI与创业者之间的协同决策（Daugherty和Wilson，2018）和人工群体

智能三个方面。

首先，许多研究关注了在不确定环境下，AI对创业者决策的增强作用。由于无法全面分析

组织内外部的环境信息，创业者决策时常伴随不确定性，而AI可以通过全面收集、分析内外部

信息，来帮助创业者进行预测（Jarrahi，2018）。具体来说，AI可以通过概率和数据驱动的统计推

断方法从大量数据中对未来事件进行预测，并识别出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种基于

AI的数据分析与预测功能，可以帮助创业者应对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改进创业者的决策

系统（Giuggioli和Pellegrini，2023）。例如，在进行市场数据分析时，AI可以帮助创业者从大量数

据中诊断出市场的潜在需求，为创业者的决策提供依据，进而增强创业者决策的自信心

（Townsend和Hunt，2019）。
其次，AI与创业者通过人机协同的方式实现能力互补，有助于做出更有效的决策。由于信

息缺失以及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创业者常采用启发式决策（Busenitz和Barney，1997；Tversky和
Kahneman，1974），导致其很难全面地思考复杂情境中的问题，进而降低了决策的有效性。然

而，AI可以通过其强大的计算能力，为解决创业决策中的复杂问题提供方法（Jarrahi，2018）。例
如，Giuggioli和Pellegrini（2023）认为企业可以开发AI驱动的数据分析与人类决策混合的智能

决策系统，来提升自身的决策效率和质量。在这种混合智能决策系统中，创业者将处理模糊性

问题的优势与AI处理复杂性问题的优势相结合，极大提升了创业决策的有效性（Jarrahi，
2018）。就像Stitch Fix将人机混合决策系统应用于服务交付和产品研发当中，AI和设计师可以

分别高效处理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在这种人机混合决策系统中，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决

策效率得到显著提升（Wilson等，2016）。
最后，AI还可以促进创业者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构建出人工群体智能（artificial

swarm intelligence）。人工群体智能类似蜂群这种生物模型，即一个群体进行自组织互动，随着

群体成员的合作并趋向于优化群体结果的解决方案，群体的智能会被放大并减少错误

（Metcalf等，2019）。在创业的过程中，人工群体智能可以帮助创业者挖掘不同成员的知识和信

息，进而做出最优决策（Shepherd和Majchrzak，2022）。人工群体智能可以汇集数千人的见解，

将群体的智力进行放大，作为一个统一系统进行决策，并向创业者提供决策见解，改善和加快

其决策的过程（Metcalf等，2019）。例如，Rosenberg等（2018）使用Swarm AI平台，模拟了人工群

体智能，发现人工群体智能所做出的胸部X光片诊断比医生个体、深度学习诊断系统都更为

准确。

综上，研究已经探讨了AI在创业者决策中的三个关键方面：增强、协同和群体智能。但这

些研究通常忽略了创业者的决策逻辑和风格，而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创业者的决策行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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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尽管有研究开始探索人机协同决策，但是在优化人机互动、提高协同效率方面的研究还不

够充分。我们仍需了解在不同情境下，AI是增强还是替代创业者的决策，以及两者在决策过程

中的互补机制。另外，尽管已有研究概括了AI在决策中的作用，但很少涉及不同AI技术（如分

析式和预测式AI）之间的差异，因此无法确定不同技术在与创业者协同决策时可能带来的独

特影响。

（五）AI对创业绩效的多维影响

当前AI与创业绩效的相关研究已经关注到了AI对不同维度绩效的影响和AI初创企业绩

效的影响因素两个方面。首先，许多研究从资源或能力的视角探讨了AI对不同类型绩效的影

响作用。在资源视角下，Mikalef和Gupta（2021）基于资源基础观，发现企业AI能力可以将许多

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手工过程智能化，并释放员工的创造性，促进企业开展创新

活动，从而提升组织绩效；Schiavone等（2023）从资源视角阐述了AI在企业销售和扩张阶段的

重要性，即AI实现了整个销售过程的时间压缩，让销售人员能更专注于增值活动，减少人力资

源浪费，并通过对现有资源的动态调整找出新的销售模式，从而提升客户满意度和企业销售

额。在能力视角下，Reis等（2020）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揭示了组织如何利用机器学习提升公司

绩效水平，研究发现使用机器学习能够帮助企业更高效地开展业务流程，通过不断的迭代学习

提升公司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从而提升公司财务和战略绩效；Dubey等（2020）则从动态能力

的视角，发现采用AI驱动的大数据分析有助于组织提升信息处理的能力，通过解释和组合来

自各种来源的复杂信息，进而降低需求、能力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帮助公司重新配置资源，提升

制造业企业的运营绩效。

此外，少部分研究以AI初创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究该类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例如，

Lammers等（2022）探究了AI初创企业追求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倾向，发现由于社会对AI初创企

业的主要期望是取得财务上的成功，使得创业者会优先考虑经济目标，所以这些企业会积极追

求经济绩效，但对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绩效目标并没有明显偏好。同时，Lee等（2022）检验了

AI融入程度与高科技企业绩效间的关系，结果发现AI的融入程度越高，越能帮助企业减少人

为的错误和偏见，提供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案，进而促进企业营业收入增长；另外，当企业拥有互

补性技术（如云计算）或坚持内部研发战略时，将为AI访问数据和高性能计算系统提供保障，

因此会促进AI融入程度对企业收入增长的正向作用。

综上，现有研究已涵盖了AI对不同绩效类型的影响和AI初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但仍

存在一些研究不足。例如，在不同情境下AI功能的差异尚未充分理解（Chalmers等，2021；Lou和
Wu，2021），导致我们对其存在的多样性还不够清晰。此外，虽然既有研究已从理论角度推导了

AI对绩效的影响机制，但实际数据验证和中介机制的深入理解仍需进一步研究。最后，随着企

业的生态特征变得更加复杂（McIntyre和Srinivasan，2017；Shaikh和Levina，2019），AI与绩效间

的关系也呈现出更多互动和反馈效应，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充分关注。

（六）AI对创业治理的挑战

创业治理是一种管理和监督创业企业运营的实践，旨在确保企业目标的实现并管理潜在

的风险（Obschonka和Fisch，2022；Taeihagh，2021）。关于AI与创业治理的研究还相对较少，部分

研究关注了AI所带来的创业治理问题（Chalmers等，2021；Taeihagh，2021）。具体来说，由于

AI逐渐具有了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行行动的能力（Baird和Maruping，2021），这引发了

关于其过度自主决策和偏见的担忧（Kaplan和Haenlein，2019）。例如，亚马逊的候选人推荐算法

具有性别偏见。另外，新创企业可能利用AI进行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如操纵潜在的现有客户，

使其对某些产品产生依赖甚至上瘾等，以及利用AI从隐私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以获得巨
 

72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7卷第4期）



大的利益（Chalmers等，2021）。同时，许多创业者可能还未完全意识到AI所带来的潜在伦理问

题和危害（Obschonka和Fisch，2022）。因此，部分学者开始强调企业必须将负责任地使用数据

和确保AI功能的可解释性视为其核心战略，避免出现诸如数据隐私侵犯和不可解释的机器行

为的意外后果等问题；同时呼吁创业者需要监控和影响AI，并设置相应的管理方式

（Shepherd和Majchrzak，2022）。
综上，研究较少关注AI与创业治理的关系，特别是初创企业如何管理AI使用，如何避免违

反相关法律和伦理风险等尚缺乏明确的指导。此外，由于AI既是治理工具又是治理对象（禹信

和崔之元，2020），初创企业需要同时运用AI来进行企业治理，并实时监测其治理方式的合规

性，这意味着初创企业需要构建AI治理能力，然而当前研究对这一方面尚未充分关注。

（七）AI驱动创业研究中的预测和测量

当前使用AI的创业研究主要包括了预测和测量两方面。首先，有研究使用机器学习对各

类创业结果进行预测。例如，Schade和Schuhmacher（2023）使用来自99个国家1 192 818个人的

全球创业观察数据集，利用机器学习技术评估创业活动的可预测性，并且比较不同的监督式机

器学习在预测方面的表现。研究发现，通过不同的机器学习预测机会驱动的创业的总体准确率

在70.1%至91.2%之间，并且极端梯度提升树预测的准确率最高；Koumbarakis和Volery（2023）
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来预测新业务孕育的前五年公司诞生和放弃的可能性，并比较了传统的

逻辑回归与多种机器学习在预测方面的表现，同样发现极端梯度提升树的预测整体性能最佳。

Antretter等（2019）使用了253家新创企业Twitter账号中的18.7万多条推文内容，基于随机森林

和梯度提升树分类模型两种机器学习算法预测了新创企业五年内的生存率，发现预测的准确

率高达76%。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使用AI技术对创业绩效（Sabahi和Parast，2020）、创业公司估

值（Garkavenko等，2023）、中小企业违约（Altman等，2023）和地区创业率（Obschonka等，2020）
等进行预测研究。

其次，部分研究利用机器学习这一工具来测量相关构念。例如，Mansouri和Momtaz（2022）
探究了初创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属性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为更准确地测量

ESG属性，作者根据机器学习算法，创建了一个网页的应用程序，该程序从文本内容中自动计

算出初创企业的ESG属性得分。Williamson等（2022）在探究创业者失望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时，

为更准确地测量创业者的抑郁程度，使用了机器学习算法检测27 906篇创业论坛在线帖子，从

在线帖子使用的单词和词性中自动检测文本中的抑郁程度；Oo等（2023）基于对28 000个众筹

活动的网页叙述进行有监督机器学习训练，来高效测量叙事中的言语行为，发现了个人言语行

为与筹资成功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同时，Freiberg和Matz（2023）基于47 521位推特用户发表的

文本内容，利用了机器学习算法训练出的模型来测量大五人格，揭示了大五人格得分与四类新

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说，AI技术，特别是机器学习，为创业研究提供了预测复杂创业事件，并有效测量

相关构念的新方式。这些技术不仅扩大了研究者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的能力，还有助于发现数

据中的潜在模式和看似不相关问题之间的联系（Lévesque等，2022；Obschonka和Audretsch，
2020）。然而，使用机器学习进行预测的研究可能因数据复杂性和独特性而难以复制；使用机器

学习算法来测量文本中的构念需要更多考虑文本所在的具体语境。此外，也很少有研究尝试将

演绎与归纳的研究思路融合，构建新的研究范式。 

五、  研究结论与展望

为便于更清楚地展示AI影响创业的研究具体情况，本文总结了既有研究的核心内容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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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足（详见图6）。针对七个主题的现有研究不足之处，本文从七个方面提出了不同主题下有

价值的研究方向。

（一）探讨不同制度框架下AI技术对创业意向和创业活力的影响机制

关于AI对个体创业意向以及经济系统创业活力的影响尚存在较大争议。例如，一方面，制

度因素促进了被AI替代或补充的劳动力的创业倾向；另一方面，制度因素制约了处于垄断地

位的技术平台在控制创业机会方面的作用。

鉴于此，未来研究应着重考虑在不同制度框架下，AI的发展如何影响不同群体的创业意

向以及整个经济系统的创业活力。虽然AI技术对某些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已十分明显，但在哪

些制度环境下AI能更有效地促进特定群体的创业意向、提升经济系统的创业活力，以及创造

更平等的创业机会，仍是一个待解答的问题。因此，建议将分析的重点从企业层面转移到更宏

观的层面，以期更全面地理解AI经济中创业意向的独特特征（Chalmers等，2021；Obschonka和
Fisch，2022）。未来还应进一步探索并检验不同制度框架下AI发展的影响，包括：（1）AI发展对

面临失业风险员工的创业意向的影响；（2）AI发展对经济系统创业活力的影响；（3）不同类型

的AI发展（如破坏性和变革性）（Fossen和Sorgner，2021）对不同类型创业意向（如机会型和生存

型）（Choi和Kang，2019）的影响。

（二）构建基于AI的机会发现观和机会创造观

当前研究已经揭示了AI在协助创业者识别和利用创业机会方面的关键作用。然而，这一

发现还应当在更复杂的背景下理解，即并非所有的创业机会都基于数据，因为创业者仍需要依

赖效果推理（Sarasvathy，2001）、创业拼凑（Baker和Nelson，2005）等传统行为识别和开发机会。

鉴于此，首先需要探索的问题是：何种类型的创业机会更适合由AI辅助识别或验证？创业者应

如何有效利用AI，最大化其在创业机会发现过程中的价值？

其次，现有研究尚未对不同的AI（如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及其理论框架（包括符号主

义、连接主义）进行细致区分（李修全，2021；Shepherd和Majchrzak，2022）。未来研究应更加深

入地分析不同类型的AI如何影响特定类型的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发展。理解这些技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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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题4：AI重塑创业决策

既有研究

增强：AI对创业者决策的增强作用

协同：AI与创业者协同合作，实现能力互补，

进而有效制定创业决策

群体智能：增强创业者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

构建出人工群体智能

研究不足

忽视了创业者的决策逻辑和风格

对人机协同决策的研究关注不够

忽视了影响创业者决策的情境因素

很少有研究强调不同AI技术之间的差异

研究主题5：AI对创业绩效的多维影响

既有研究

绩效类型：AI对不同类型绩效的影响作用

AI企业：AI等高科技企业的绩效影响因素

研究不足

缺少对AI与绩效的边界条件的探讨

忽视了AI与绩效之间的中介机制

少有研究关注AI与绩效间的复杂关系

研究主题3：AI对创业资源的多维影响

既有研究

获取：AI可以帮助企业获取财务资源

生成：AI可以帮助企业生成文本资源

利用：AI可以帮助企业更高效地利用手头资源

数据：数据资源对于AI企业能力提升和快速成

长至关重要

研究不足

忽视了AI生成资源的弱点

缺少对数据要素获取机制的关注

缺少对数据资源的可访问性问题的关注

对AI能力的关注不足
研究主题2：AI赋能创业机会的发现和创造

既有研究

新手段：利用AI来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新目的：利用AI来发现新的客户需求

检测机会假设：利用AI来验证机会的合理性，

进而修正或改进机会

匹配：利用AI使机会识别者和利用者之间实现

精准匹配

研究不足

较少探究人机的互动和协作机制

忽视了AI在机会识别、检测和匹配时的劣势

不清楚创业者的一些行动在AI时代发挥的具

体作用

研究主题1：AI对创业意向的双重影响

既有研究

宏观创业活力：AI影响区域的创业意向

微观创业意向：AI影响不同群体的创业意向

研究不足

研究发现存在不一致

对制度因素的关注还相对较少

忽视了AI技术可能带来的新产业机会

对不同文化与经济背景下的群体差异关注不足
研究主题6：AI对创业治理的挑战

既有研究

治理问题：AI带来的创业治理问题

研究不足

对AI与创业治理的关注较少

不清楚初创企业应如何治理AI

缺少对AI治理能力的关注

研究主题7：AI驱动创业研究中的预测和测量

既有研究

预测：使用AI技术对创业结果进行预测

测量：利用AI技术来测量相关构念

研究不足

预测研究很难复刻

测量研究难以结合文本的具体语境

少有研究将演绎与归纳的研究思路融合

 
图 6    AI影响创业的当前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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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助于创业企业更加精确地选择和应用AI，以解决特定的商业挑战。

最后，目前的研究通常基于一个核心假设：在创业决策环境中，“搜索”扮演着重要角色。然

而，机会创造理论和效果推理理论都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Alvarez和Barney（2007）强调创业

者并不是在搜索已存在的机会，而是通过行动和市场反应来创造机会。因此，未来研究应该超

越传统的创业理论争议，更全面地探索AI如何塑造机会的发现和创造过程。特别是，AI作为一

个外部使能者如何与创业行为相互作用，应对不确定性以便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将是一个具有

前瞻性的研究方向。

（三）关注AI能力的形成与组织嵌入机制

目前，数据资源已被视为新创企业培养和利用AI能力的关键因素（Bessen等，2022；
Mikalef和Gupta，2021），但是如何有效地获取这些关键数据资源，其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的解

析。因此，首先需要探究以下问题：何种类型的企业更易于获取所需的数据资源？哪些因素影响

新创企业获取这些关键资源？目前关于AI与创业资源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AI能力的重

要性，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关注：（1）探究AI能力在不同情境下对企业资源利用的影响，揭示其

资源利用的机制；（2）比较初创企业的AI能力对资源获取的具体影响。

其次，理解AI能力的微观基础至关重要。现有研究已经在动态能力的微观基础方面做出

了贡献（Helfat和Peteraf，2015），但尚未深入探讨AI能力的微观基础问题。未来研究需基于创业

者的认知和能力，探究构成AI能力的微观要素，并围绕“个体—结构—过程”框架深入揭示AI能
力的形成机制（李炜文等，2021）。最后，情景AI理论（Kemp，2024）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即如何将

AI嵌入企业的战略能力中，并形成竞争优势。因此，未来研究在探讨AI的战略能力时需要考

虑：如何更有效地将AI融入创业企业的组织结构（包括AI的学习机制、知识保护策略、企业惯

例与流程的适应性变革等）？

（四）探究AI与创业者的混合决策机制及其结果

近期研究揭示了AI在辅助创业者决策和提升创业绩效方面的显著作用（Jarrahi，2018；
Schiavone等，2023）。尽管这些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但是在不同AI技术之间的差异方面，尚

存在一定的探索空间。例如，不同的机器学习算法在预测准确性上存在显著差异（Schade和
Schuhmacher，2023），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其在辅助决策时产生不同的结果。此外，创业者的认知

能力和决策技巧也会影响AI决策支持的效果。因此，首先需要更深入地探索创业者如何结合

AI的不同功能进行复杂情景下的决策，以及创业者在与ChatGPT等AI共同制定决策时，其提问

能力对决策效果的影响。

其次，人机协同决策对个体决策过程的影响也值得研究。Moldoveanu（2019）指出，算法可

以在解决问题之前协助战略管理者提出和评估问题，定义“足够好的解决方案”，并优化解决问

题的方式。Jia等（2024）发现，虽然AI的协助可以提升高技能员工的创造力，但会导致低技能员

工的负面情绪。因此，未来应探究在人机协同工作中，创业者的哪些决策效率会得到提升或降

低，以及长期协同后，创业者的决策自信水平如何变化。例如，Dell'Acqua等（2023）发现，使用高

质量AI的招聘人员可能变得依赖AI，导致决策能力下降。未来需关注这种人机混合决策机制

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平衡人机协同的利弊。

最后，目前只有少量研究聚焦于人工群体智能，但是其在创业生态系统中的潜在作用不容

忽视。已经有研究指出，AI会影响创业生态系统中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方式（Shepherd和
Majchrzak，2022），未来可以进一步采用人工群体智能，探索其对创业生态系统活力、繁荣和演

化的具体机制，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人工群体智能促进创业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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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探索AI与企业绩效的共演机制

目前文献主要关注AI对各类绩效的提升作用（Lee等，2022；Reis等，2020），探讨其中的影

响机制则相对不足。因此，未来研究需要结合不同理论视角和情境，深入探究AI技术或能力是

如何影响企业的创业绩效的。例如，从以下理论视角出发，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

（1）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视角，探究平台企业如何通过AI能力影响平台用户的价值感

知与获取，进而作用于企业的用户规模和增长率；（2）采用复合基础观（Luo和Child，2015），深
入分析高新技术企业如何通过AI技术推动复杂产品的创新，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3）从数据

的自生长性（generativity）出发，研究特定的AI技术如何助力制造业企业持续获取数据资源，以

改进运营绩效。

此外，AI的核心特征（自主性和互动性）促使组织间的互动更加紧密，企业边界变得模糊，

导致企业逐渐成为商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李修全，2021）。在这个生态系统中，AI与创业绩效

之间的关系存在复杂的反馈机制和增强回路（van Lancker等，2023）。例如，Sjödin等（2021）发
现AI制造商通过提升企业的AI能力，实现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交付和捕获，而企业的商业模

式创新又通过反馈循环进一步扩张企业的AI能力。因此，未来可以探究AI能力与创业企业绩

效之间的交互影响，构建AI能力与企业绩效间的共演机制。

（六）丰富AI时代的创业治理机制

首先，未来研究应深入探讨创业者和创业企业如何应对AI带来的伦理挑战。这包括研究

如何在组织内部有效治理AI，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AI在创业治理中的优势，并避免潜在的风

险。因此，建立系统性的流程、规定和框架对于确保AI合乎道德规范地使用至关重要。同时，应

当鼓励研究者借鉴负责任式创新的理论构建方式（梅亮和陈劲，2015），发展一套完整的负责任

式创业理论框架。

其次，虽然AI给创业治理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但创业企业也能从中受益。例如，AI的民主

能力可以提升企业内部治理的效率（Sjödin等，2021）。同时，这也凸显了创业企业培养其AI治
理能力的重要性。因此，未来研究应探讨AI治理能力的关键要素和结构，以及在资源有限的情

况下，初创企业如何提升这一能力。此外，也应该研究在企业成长过程中哪些AI治理能力能够发挥重要

作用。

（七）深化AI方法在创业研究中的应用

尽管在使用AI进行创业结果预测和变量测量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Freiberg和
Matz，2023；Garkavenko等，2023），但在这两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首先，在结果预测方面，由于

数据和算法的独特性，现有研究成果很难有效复刻。未来应着重公开详细的数据获取、整合和

清洗过程，以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其次，在变量测量方面，大多数研究还局限于使用词频，从

非结构化数据中测量构念，这种方法无法准确地理解文本的具体语境（于晓宇等，2022）。因此，

未来研究应采用更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以提高构念测量的准确性。此外，在管理学和会

计学研究中已经利用机器学习进行因果推断和理论建构（刘景江等，2023），但是在创业研究领

域采用这类方法的研究还很少见。未来研究应更多地利用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结合机器学

习技术，提升因果推断的有效性，更好地预测创业活动的影响因素。

最后，面对大数据和AI技术的快速发展，许多研究已采用归纳推理的方法，即“让数据说

话”。这种方法虽然在产生可操作的实用知识方面具有优势，但在累积理论知识方面存在限制，

并且数据私有权问题也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Johnson等，2019）。因此，探索如何将基于演绎推

理的传统研究范式与基于归纳推理的大数据驱动研究范式相结合，构建既能丰富现有理论又

能有效利用大数据分析的新研究范式，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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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2. School of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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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ince the breakthrough progres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n 2022,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 and entrepreneurship has experienced explosive
growth. However, existing literature still lacks systematic reviews. In light of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70
AI and entrepreneurship-related articles published in authoritative journals, deconstructing seven key
themes based on both research areas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he influence of AI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 and the paradigm shift in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Building on this analysis, we propose seven frontier research topics in the field of entrepreneurship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I: (1)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AI technologies affec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vitality within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2) constructing an AI-
based perspective on opportunity discovery and opportunity creation; (3) focusing on the 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embedding mechanisms of AI capabilities; (4) exploring the hybri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of AI and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outcomes; (5) investigating the co-evolutionary
mechanisms between AI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6) enriching 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the age of AI; (7) advancing the application of AI methods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This paper proposes a preliminary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AI and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revealing the technical attributes of AI as a multi-layere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system (modeling
methods—intelligent technologies—intelligent systems), as well as the key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utonomy and interactivity. It further establishes the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AI and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dentifies research gaps across various subfield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AI;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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