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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应用面临的拦路虎
葛广

作为 AI 应用者，尤其是 AI 应用的创业者们未

来会面临什么样的拦路虎？笔者试着从 AI 应用可

预见的发展路径角度加以解读，见仁见智，供读者

参考。

第一只拦路虎：

同维度竞争对手。很明显能预见的、不远的未

来，在每一个细分领域，都会出现大量的竞争者，

如同算法界的百模大战一样，每一个细分领域都会

变成百 X 大战，最终存活下来的只会有寥寥几家，

绝大部分都会死去。

因此，那些只能看到眼前赚钱，但是看不远的

创业者，风险会是巨大的。

第二只拦路虎：

算 法 厂 商。 最 典 型 的 就 是 目 前 的 领 先 者

OpenAI，那些最赚钱的空间巨大的应用领域，它一

定会去做，比如面向短视频领域的 AI 视频编辑和

分发等应用，都已经推出了。大量创业者正在做的

事情，突然某一天发现 OpenAI 已经做了，自己一

下失去了竞争力。

国内的 IT 界，在做应用这方面是世界最强的，

AI 算法领域也会如此，预期 2024 年就会出现很多

能够帮助用户实现大幅度降本增效的应用。国内算

法厂商们即使算法不如 OpenAI 等海外领先者，但

是也有足够的自信能够获得成功，在应用上做得比

谁都好就是底气所在。

普通的 AI 应用创业者，你做好了应对了吗？

第三只拦路虎：

你所依赖的平台。大量的 AI 应用，都会利用

机器人账户去工作，帮助自己的主人降本增效。而

平台方，无论是国内的微信、拼多多、淘宝和抖音，

还是国外的 Meta 亚马逊，一定会下大力气去剿灭

第三方机器人账户。

例如马斯克的 X 平台，已经在想尽各种办法驱

除机器人账户。其他平台也都会如此去做，只是时

间问题。每个平台都不会容许自己的流量逻辑被侵

犯，自己的地盘被人白用。

第四只拦路虎：

大厂。想想早年的大厂，它无需自己去创新，

只需看看那些创业者，谁做的应用赚钱，它就去抄

谁的应用；它抄了谁的应用，谁就只有死路一条。

想想当年有很多创新者是怎么死的，就这么被大厂

抄死的。

这一幕必然会在 AI 行业重演。各路大厂都在

虎视眈眈，一旦发现了哪个创业者做得好，它就有

相当的概率去抄。当然极少数跑得快的，预期死不

掉的，会被多个大厂投资，但是想想，你的护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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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儿呢？如果没有护城河，就算被大厂投资，风

险也极高，参考前些年的共享单车。大部分能初步

做成功的，结局大概率是被某大厂收购，当然这也

很好，但是很多创业者都会面临壮志未酬的遗憾。

最终，那些能吃肉的应用领域，大概率会变成大厂

们之间的竞争。创业者只能在一些狭窄的缝隙里喝

点儿汤。

第五只拦路虎：

政策。国内的政策是鼓励创新的，很多地方也

会推出各种扶持政策。但是，对于一些大创新，尤

其是颠覆性的创新，即使上边的政策没问题，但是

如果下边的某个官员的政绩可能会受损，也会被阻

拦。

在 AI 领域，国外创业者面临的限制就比国内

少多了，比如可以使用最先进的算法，可以在 to C

端自由发展用户等，但是在国内就不行。

还有，国内在数据层面，是禁止数据出境的，

如果你的业务涉及到跨境，这部分也会被卡脖子。

即使你在技术上做到了极高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水准，估计也无法出境，没有得到许可，你技术上

做得再到位也没办法。等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

得到政策许可了，机会也没有了。

另外，可能还需要办理各种许可证，哪一块没

有事先做到位，轻则延误时间，重则直接被卡死。

同样，海外的政策也不是省油的灯，各国对先

进技术、对数据、对隐私、对国家安全相关的领域，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大国竞争带来的各种制裁、

卡脖子事件，也需要应对。

第六只拦路虎：

产权。如果你很幸运，前边的五只老虎都没

拦住你，闯到这一关了，那么，你的用户的包括

数据在内的各种数字资产，你是让大厂替用户保

管，还是你的公司直接替用户保管，还是用户自

己保管？

如果是让大厂替你的用户保管，那么，你依

然很危险。就算用户都是你的私域用户，只要是

大厂在维护你的私域用户的数据（比如在微信群

里），你也有可能哪一天被封禁，从此跟你的用

户天各一方。当年特朗普的 Twitter 账户被封就是

前车之鉴。

如果是你的公司直接替用户保管，用户会更不

放心，相比而言还是大厂让人更踏实一些。毕竟创

业公司风险大，不知道哪天就关门歇业了，用户会

突然失去自己的数字资产，这个风险无法承受。

那就只有最后一条路了，你要让用户能自己保

管自己的数字资产，不依赖于任何第三方。除此之

外，安全级别要非常高，要做到无法被病毒木马黑

客攻击盗取。更重要的，要方便用户随时使用自己

的数据，方便用户能够不断积累自己的数据价值，

方便用户能更好地实现数据变现。只有做到这一条，

创业公司才能真正具备抗衡大厂的底气。

第七只拦路虎：

激励。能够跨越第六关的创业者们，都是高手，

就要在这一关比拼了。

你能否让自己的系统内，始终保持依靠竞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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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演化的机制？只有真正的系统内部竞争，也就

是要持续奖励员工、合作方不断提升能力、提升服

务水准以及降本增效，惩罚各种可能的负面因素，

这样才更可能突围而出。对了，包括算法、机器人

等在内的机器本身也要被激励。要有良好的可持续

的自身也能不断演化的激励机制。

第八只拦路虎：

成本效率激励机制如果都没问题的竞争者，就

需要直接比拼各自的成本效率了，这本质上其实就

是技术和商业路线的比拼，在早期阶段用户规模还

小的时候，可能这方面还不是问题，但是等到用户

规模足够大的时候，尤其是到了竞争的后期阶段，

这个因素就会越来越起决定性作用。

当前特别典型的就是拼多多跟阿里、京东的竞

争。阿里和京东都是基于搜索算法起家的，搜索算

法需要满足用户输入什么关键字都能找到所需要

的东西，也就是需要海量信息，这个导向就会出

现巨量的商品 SKU。而拼多多的推荐算法做的是匹

配，推荐商品给消费者，这样只需要做到结构性丰

富就行，SKU 方面可以主打爆品精品，不需要太多

SKU。SKU 少了，规模效应就足够大，因此运营成

本明显就低了。而且，这个运营成本不仅仅是平台

本身的运营成本低了，平台内的各个商家的运营成

本也降低了，SKU 少了就不需要花淘宝、京东上那

么大的价钱去推广。

竞争到了中后期阶段，成本效率往往就会起很

大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因此，从一开始，就

要考虑自己的商业路线和技术路线，是不是在未来

能够做到理论上最低的成本，以及最高的效率？这

一点对于想做成独角兽的创业者来说，非常重要，

虽然一开始可能不重要。

第九只拦路虎：

协作。能够过成本效率关的创业者，那都是绝

顶高手。

AI 时代的创业跟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最大区别，

是创业者之间的协作。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顶级成功

者的标志之一，就是运营着一个 APP Store。APP

之间各自为政，不存在 APP 之间的协作。

但是 AI 时代的应用，就不一样了。AI 时代的

应用，要做到在网络节点层面，能够跟其他厂商的

应用之间开展紧密协作，完成一个相对复杂的任务。

简单的任务比如被 AI 赋能了的跑步手表，就可以

在用户跑步的过程中，调集 A 厂的 AI 跑步教练、B

厂的 AI 健康宝、C 厂的 AI 急救师（做到万一发生

心脏骤停能够在2分钟内有AED和急救者到场急救）

共同为跑者提供服务，ABC 三个厂的系统需要共同

协作，有一些数据需要共同分享。复杂的任务比如

创作一部电影，需要的协作参与方就很多，协作复

杂度也很高。

如果某个创业者的应用如果无法做到跟其他应

用的高度协作，那么竞争力就小了，也会很危险。

第十只拦路虎：

共享。AI 时代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充分的共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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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是市场发展的趋势之一，在 AI 时代

会达到顶峰，能做到几乎每一个网络节点，实体经

济中几乎每一个生产 / 服务设备，都能做到高度的

共享。

AI 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数据，必然是能

够在脱敏和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实现充分的共享，

必然会有高度发达的数据交易市场。成功的AI应用，

都会支持自己的用户能通过交易市场实现自身数据

价值最大化。

不仅仅是数据，AI 应用内的每一个网络节点，

都得能够跟其他应用的网络节点，组合成异构的智

能体来为用户提供服务，这样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

共享。

以车为例来做个思想实验。现在的车（类比同

构智能体）：所有的零配件都得同一个公司组装出

来，用户买了之后，所有的零配件也都归这个用户

了，车辆归用户长期支配，可能会长时间闲置，闲

置也就闲置了。

AI 时代的虚拟车（异构智能体） ：所有的零

配件根据用户需求（奥托还是劳斯劳斯？），网

络调度系统会匹配最合适的不同厂商的零配件，

瞬时组装出来，用户可买可租，不过零配件都是

租的，没必要买。车辆使用期间，零配件都归这

辆车所用。车辆不用的时候，就暂时解散了，零

配件们都去为别的车辆服务了，等主人再次用车

的时候，发个指令，最匹配的零配件们又来了，

可能不会全是上次的那批零配件（有的正在工作

无法过来），但是这辆车还是这个主人的，无论

是买的或者租用的。

由于最大限度实现了共享，因此 AI 时代对用

户来说，这辆车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了（因为无需买

零件），没有闲置也就没有浪费，社会资源效用最

大化。而且，车辆也永远是最新的，能跟随技术不

断升级。

现在做的应用，要想在 AI 时代立足，就必然

需要不仅在数据和算力等 AI 要素层面实现充分的

共享，还需要能够成为有竞争力的“零部件”，去

跟其他“零部件”一起协作完成复杂的任务。

做不到这点，结果也会是消亡。

第十一只拦路虎：

标准。首先需要在一个有机会成为全球底层标

准的协议上开发自己的应用系统。互联网的 TCP/IP

协议，生物的基因结构就是类似的底层标准。针对

AI 产业也会有类似的底层协议。这样的协议，可以

让你的用户的数字资产保持长久的稳定和可用性，

也降低你的系统上第三方开发者的开发运维成本，

避免折腾他们。

其次，应用层要遵循大多数人认可的协议，要

实现协作和共享，标准化协议必不可少。如果还没

有，你要最大限度成为自己这个细分领域的标准制

定者。

第十二只拦路虎：

去中心化。AI 时代的后期，数据的控制权，将

会从现在的大厂手里，转移到每一个用户手里。这

种情况下，全球网络的去中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

想做 AI 时代大厂的创业者，这一关就必须要

跨过去，要考虑到自身的业务，是不是能支持去

中心化模式，或者是不是能平滑过渡到去中心化

模式。

第十三只拦路虎：

全自动化。终局形态的 AI 时代的应用，必然

是能够实现全方位的全自动化运营的，最终整个社

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流通，几乎都是全自动化的。

具体不展开了。

现在的创业者能走到这个阶段，必然是最终的

胜出者，是 AI 时代的大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