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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机敏演进”创业理论及方法研究
张瑞华

（陕西公开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随着大学生创新创业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创新创业理论方法也逐渐鲜明，这不仅给大学生带来了无限生机，更重要的是锻炼

了大学生敢于创新尝试的勇气。积极倡导大学生创新创业是新时期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抓住十四五规划契机，为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

创造强国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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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野机敏演进冶创业理论
“机敏演进”创业理论和方法，是延续西方经济学派思想架构、

结合精益创业、以及中国经验的“机敏演进”哲学。它有体系地帮助

创业者找到适合自己缘起的创业方向，实现“从 0到 1的新品类创
业”突破。那么，为什么不存在一种绝对正确的创业理论呢？

1.1 创业的反身性理论
反身性理论的前提是：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天生就不完整、因自

我本身就是市场参与者。其核心就是存在着有限理性认知和矛盾。

1.2 创业思维中的先验与后验争议
贝叶斯派，是把先验分布解释为在抽样前就有的先验信息的概

率表述，先验分布不必有客观的依据，它可以部分地或完全地基于

主观信念。频率学派，是指坚持概率的频率解释的统计学家形成的

学派。

贝叶斯学派认为先验分布可以是主观的，它没有也不需要有频

率解释。而频率学派则认为，只有在先验分布有一种不依赖主观的

意义，且能根据适当的理论或以往的经验决定时，才允许在统计推

断中使用先验分布，否则就会丧失客观性。

贝叶斯学派认为任何合理的优良性准则必然是相应于一定先

验分布的贝叶斯准则，现实中的统计无意识地成为“贝叶斯主义

者”。频率学派表面上不使用先验分布，但所得到的解也还是某种先

验分布下的贝叶斯解，而这一潜在的先验分布，可能比经过慎重选

定的主观先验分布更不合理。

贝叶斯方法对统计推断和决策问题给出程式化的解不需要频

率解释，因而即使在一次使用下也有意义。反之，根据概率的频率解

释而提供的解，则只有在大量次数使用之下才有意义，而这常常不

符合应用的实际。

1.3 创业思维的枷锁-“窄化”
“窄化”是指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对事物的躯体感知、认识。其思

维模式和趋势是向某一焦点高度集中，使其所涉及的标的越来越受

到限制的过程。通常的“窄化”受感觉认知、信念思维、情感意识、等

的影响。因此，“窄化”的演进是一个构建和破灭的过程。若对被“窄

化”的标的认知是有益的，则“窄化”就会指导我们的发展；相反就会

因“窄化”而缺失必要的感知，使得结论出现偏差。如“窄化”与应急

障碍、人格障碍、疾病等，无不体现“窄化”在思维、认知中的障碍。

2 机敏创业者的心智修炼
心智模式通常是通过个人的认知、信念、行为来影响自身的观

察、思考和行动的。不同的心智模式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机敏心

智不仅能做出如何理解世界的思维，更是走向成功的灯塔。心智决

定思维，思维决定行为。

2.1 改变创业者偏执
首先，向批判者、失败者学习。批判者的意见更重要，认真找到

批判者反对的要点，一定能发现特别的视角或启迪式的价值。失败

者的心得告诉我们去思考别人如何失败。《大败局》给我们提供了无

尽的深思和借鉴。其次，提高鉴别幸运者偏执的能力。江湖骗局的成

功，都是因为幸运者的偏执。所有的成功者其实都是幸运者。科学地

抛掉那些没有代表性的认知，全面系统的了解才能矫正系统的偏

差。最后，创建科学严谨的逻辑思维方法。一次成功是运气。再次成

功必须是基于科学严谨的逻辑思维和战略思考。要想真正成功就必

须对整个运营规律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

可见，成熟的商业理论就是创业的逻辑谬误，支持创业的理论

是探索学习的过程，是不断尝试、演进的过程。创业失败的企业就没

有遭遇过商业理论的大规模检验，所以无论法律专业水平多扎实，

得出的结论都是错的。所以统计学高手也不一定体现在专业水准

上，而是体现在高超的职业判断和丰富的综合能力。

2.2 初心正念，建树事业念力
创业者应确认自己的创业缘起，放空自己固有的商业思维；初

心正念，破除创业者自己的虚妄之心。确立事业愿景目标，以诚信为

本建树成人达己之价值取向。创建商道与现代企业管理、组织结构、

市场细分、风险决策、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的融合，实现自我价值。

2.3 观势洞察、不断探索
创业者的观势能力和客户本源痛点洞察能力，即洞观消费者价

值。面对当今消费者，最担心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是什么。

所以通过科学的观察洞觉，获取需求侧变化认知，深刻洞穿所处品

类消费者的市场变化，发现新的消费者价值机会。

2.4 机敏玉成、反哺传道
在创业实战中训练创业者的机敏本能，不断创新不断求得胜

利，从而走向事业的成功。反哺、正哺和互哺，拓展了创新创业空间，

赋予了创新创业新的意义。创业者反哺社会，在社会中传递反哺社

会的商道，创业才会立于不败。

3 基于野机敏演进冶理论体系的创业方法
3.1“机敏演进”创业理论体系及风险控制
创就是缘起，即团队基因、天资、禀赋、擅长等。业就是新品类或

者是有人尝试过但未成功。创与业的结合才是新品类诞生的缘起。

社会环境迭代、需求生态演进、创业者心智演进、产品与服务演进

等，共同构成了“机敏演进”理论体系，它不仅给创新创业带来了无

限生机，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风险。那么创新创业风险如何控制呢？

产品风险控制。此风险需解决好：产品是不是最简可迭代产品

设计；是否有无法逾越和实现的技术困难；是否组织供应链上有巨

大挑战；是否经济实力难于实现等问题。

产品客户风险控制。首先研究产品客户对象是不是痛点需求。

其次是否具有两个互相提供网络收益的双边市场和独立用户群体

的经济网络。

产品市场风险控制。准确分析验证创新产品市场：是否在较长

时间内不会消失；是否是长久性产品；市场规模增长是否可持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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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增值部分会不会被取代；大数据增长趋势判断等。

产品增长风险及桥头堡风险。解决好创新产品用户数量增长上

的挑战与障碍、用户数量增长的成本极限等。创新产品是否出现较

高的重复使用率；对新进入者要有无法跟进的商业壁垒，如专利、核

心技术、商业模式、团队等。

3.2“机敏演进”创业方法
机敏创业理论是创业者在市场需求模糊不定、用户需求难以识

别的状态下，开发新品类的产品与服务，获得企业未来的创业。机敏

创业者的创新循环周期短，迭代次数多。通过与用户的接触，逐渐学

习与认知用户需求，而不是迎合用户的奇思妙想；测试、验证猜想、

开发产品与服务，用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满足用户需求，赢得市场份

额。

第一，合理运用“先验”与“后验”的验证思维辩证方法。不断提

高对事物的认知。总结规律、经验，科学地解释世界。用理论指导实

践，用科技、实践改造世界。

第二，修炼初心正念的心智、利他取全的胸怀、崇德广业的格

局。习得大于构建，机敏创业更像一个生命的成长，既不能拔苗助

长，也不能为一杯奶去养一头牛。初创者边学边干边总结不断演进。

不把经验当科学，学会动态瞄准，懂得选择大于努力，把创业风险降

到最低。

第三，少做“价值判断”，多做“事实判断”。习得客观世界的真

相，不预设立场，相信事实；觉察客户的细节和语言背后的行为，洞

见隐藏在现象背后真实的痛点；不迷信所谓的成功经验，避免形成

路径依赖。

第四，打破“窄化”思维，洞见痛点的思路。打破“窄化”禁锢不断

地去我执着自以为是。精准鉴别欲望、需要、需求、刚需、痛点。瞄准

痛点寻找种子用户。

第五，改变机敏创业者心理。首先要把自己当成别人此为忘我。

其次要有爱的胸怀，把别人当成自己。再次是把别人当成别人即为

智慧。最后要把自己当成自己乃为自在。从自身优势和缘起出发，突

破供给侧思维。忘掉红萝卜钓鱼的构建式思维，以空杯的心态同理

到客户痛点。

第六，机敏创业者的学习。创新创业学习是猜想、验证、匹配产

品与服务、建立更深层次市场认知的循环过程。为证实你的产品与

服务是否可以持续被接受，就需要创业者时刻学习。学习竞争对手

的方案，与消费者形成关系型学习方案。看别人模式，寻找自己的机

会。

第七，清晰认识机敏创业理论的五类风险；准确定位创业者的

创业背景，识别和选择创业路径；不断完善创业者心智转变；在实践

上完成种子用户和痛点的匹配；充分运用创新创业工具；正确理解

机敏创业之道。在构建解决方案上，完成互联网时代下由工业化组

织向自组织、液态化组织的转变。

4 结束语
创业是时代的价值，更是人生的意义，无论如何它都会带给你

无价的收获。成功是对行为的肯定，失败是成功的经验之路。未经挫

折的成功算不上是完美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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