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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对商科的挑战与机遇

魏    航1,  郑迎迎
1,  陈    静2

（1. 上海财经大学 商学院, 上海 200433；2. 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9）

摘　要： ChatGPT是由OpenAI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基于GPT3.5、GPT4架构

大型语言模型，通过文字的方式实现人机交互。2022年11月底，ChatGPT一经推出，迅速在社交

媒体上走红，也为整个教育系统带来巨大颠覆。特别地，对于商科而言，ChatGPT的推出会带来

怎样的挑战和机遇？本文认为，ChatGPT突破了时间、空间、能力三个方面的限制，将对商科教

育传统的“教学”“研究”“实践”三大职能带来重大变化。此外，传统的商科教学缺乏实践性和反

馈性，传统商科研究模式、研究能力、研究成果和研究出版也受到ChatGPT等新技术的冲击。然

而，ChatGPT的出现也将为商科教学搭建实践和互动场景，并推动商科研究面向“真实践”“真

问题”“真价值”。本文通过探讨ChatGPT对传统商科教育的挑战和机遇，旨在增进人工智能对

商科教学研究和实践的影响，并试图为商科教育未来的转型发展提供全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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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2022年11月底，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推出，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走红。短短5天，注

册用户数就超过100万（Baidoo-Anu和Owusu，2023），而仅在两个月后，这一数据已经突破1亿，

成为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应用。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甚至表示，这项技术诞生的意义

不亚于互联网或个人电脑的诞生。马斯克在使用ChatGPT后的感受是“好到吓人”，甚至称“我
们离强大到危险的AI不远了”。ChatGPT，全称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chat generative pre-
trained transformer），是由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AI推出，OpenAI是在2015年由连续创业家

埃隆•马斯克、美国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总裁阿尔特曼、全球在线支付平台PayPal联合创

始人彼得•蒂尔等人联合创立，主要目标包括制造“通用”机器人和使用自然语言的聊天机器人

（Metz，2022；Mhlanga，2023）。ChatGPT使用基于GPT-3.5、GPT-4架构的大型语言模型并以强

化学习训练，通过文字语言的方式实现人机交互，凭借强大的算力、算法和数据库为机器赋予

人的智慧，ChatGPT可以是可靠高效的文本翻译工具，可以是优质有趣的智能聊天工具，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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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高质量自动化的写作工具，总之，ChatGPT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颠覆性创新。

在ChatGPT爆火两个月中，整个教育系统似乎都被颠覆了（陈禹同，2023）。学生用得不亦

乐乎，而老师们迫不得已，纷纷打响了ChatGPT反击战，甚至通过没收手机、关闭网络等极端方

式进行应对（Lim等，2023）。在美国，许多大学教授、系主任和管理人员，都在对课堂进行大规

模的调整，以应对ChatGPT对教学活动造成的巨大冲击。为此，有很多大学开始起草针对学术

诚信政策的修订方案，让剽窃的定义包括“使用生成式AI”。
但是，另有很多教育工作者对ChatGPT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认为ChatGPT将能够解放很

多教育工作者的工作，使其可以专注于更多有利于学生长远发展的工作上。上海市教委副主任

倪闽景认为“ChatGPT出现，应该是教育自身改革的一次重大机会，因为如果传统的教育方式

不改变，教育是不可能靠屏蔽ChatGPT来维持下去的。”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吴永和表示“虽然

ChatGPT面临诸多问题，但是就像最开始互联网诞生一样，极大降低了普通人获取知识和信息

的成本。在教育领域，ChatGPT并不会颠覆现有的教育系统，且利大于弊。”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商科愈发受到青睐与重视，为金融、经济与管理等

相关行业输送了大量的高质量人才，对国家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

而，新工业革命颠覆了现有的商业模式，也加快传统商科教育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的转型，培

养新时代理论与应用兼优的复合型人才迫在眉睫，ChatGPT的出现既是对传统商科教育的挑

战，更是构建新商科教学、研究与实践的重要契机。那么，ChatGPT对于商科教育来说，会是怎

样的一种情形？会对商科教育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吗？商科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新

技术？

二、  商科教育的窘境与困境

要了解商科教育目前面临的窘境与困境，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商科以及什么是商科教育，商

科是指教育体系中对商业有关科目的总称，包括经济、商业、会计、市场学、管理、财务、统计学

等，试图用学科去解释现今市场的情况，分析商界会用的宏观策略。商科教育则是以职能为导

向，以强调业务素质为主要内容，培养满足行业需求的商科人才。商科教育主要包含商科教学、

商科研究和社会服务实践三个方面，合格的商科教育一定具备三种要素，即完善先进的理论知

识体系、科学有效的教学研究方法和产教协同的社会实践。商科教育逻辑关系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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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上，徐淑英老师发出了让商学院教授

们大为震动的演讲：“商学院教授们，别躲在象牙塔里”。在演讲中，徐淑英教授谈到，目前的商

科“研究的科学严谨性其实是退步了，因为是象牙塔研究，不跟企业打交道，不去采访企业，实

践连带性越来越退步了”。徐淑英老师提出“我们应该真正了解企业，去企业中研究到底它面临

什么困难，然后再抽出它们的逻辑，提出一个核心的理论，再去验证这个理论，重复地去验证这

个理论，不对的把它推翻，对的就留下来继续地去验证，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进而，上海

交通大学安泰商学院的陈方若院长，在2018年12月8日推动成立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行

业研究院所确立的行业研究新模式，将重新建立起对学术的认识，通过将行业作为载体，研究

行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未来趋势，打破学科之间的分割，建立起多元的价值体系。

显然，从徐淑英教授的演讲和陈方若院长的推动中都可以看到，大家对于目前商科发展中

商科教学与研究脱离实践的担忧。为什么商学院的教授们会愈发脱离实践呢？很多学者对此进

行了很多研究并给出各种解释。比较主流的如徐淑英教授所谈到的：“学者们的薪酬、职称聘用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学术发表，而到底他们有没有创造帮助企业成长或者造福企业的

知识，这个倒不是最重要的”“学院的声誉或认证指标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学术发表数量，取

决于在一系列的期刊上发表了多少文章，而到底这个学院对研究的哪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作出了什么贡献，这个也是其次的”。这样，“学术发表”就成为了商学院教授们的核心任务，而

且决定是否能够发表的人也是商学院教授。自此，商学院教授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封闭的”
“自我欣赏式”的学术发表闭环，这样的闭环不用考虑社会的反应，不用考虑企业家的态度，不

用考虑实践的有用性（谢陶和梁宏亮，2022）。
尽管自2018年开始徐淑英教授和陈方若院长在推动实践上要么大声疾呼，要么积极行动，

但是收效甚微，传统的评价指标、学科评估、人才帽子等等，都或明或暗地指向“学术发表”，甚
至愈演愈烈、越来越卷。

三、  ChatGPT将改变商科教学

（一）商学院教学的基本路径

一般而言，传统商科以“专业职能教育”为主。商科教育是以培养商业经营管理人才基本素

质为目的的教育类型，它涵盖范围广、涉及专业多以FAME（金融、会计、管理、经济学）四大类

为代表。

传统商科教学，尤其是商学院的“学校教育”有自己的一种模式，这样的模式主要由时间、

空间、能力（简称“时空力”）三个要素组成，即同一群学生、在同一个时间里、在同一个地点、听

取同一个老师进行知识传授、讲解、训练等。传统商科教育中，教师会通过使用教材讲解、案例

讨论、方法训练、PPT展示、沙盘模拟、计算机模拟、实践调研、课后作业等方式对商科知识进行

传授，学生也主要通过以上的方式进行学习（白长虹，2022）。“时空力”逻辑关系见图2。
显然，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这样的教育受到了极大的“时空力”的限制约束，即教育局限在

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由同一个老师完成。过去的教育为改变“时空力”的限制做了大量的

创新和尝试。比如广播电视上的课程改变了“时空”，MOOC也通过互联网改变了“时空”。但是，

这些教育创新没有改变“力”，即授课教师能力的变化，商科教育也是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二）商学院教学的挑战

搞清楚ChatGPT对商科教育挑战的第一步是明晰教育的含义。根据百度百科，教育

（education）狭义上指专门组织的学校教育，广义上指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拉丁

语educare是西方“教育”一词的来源，意思是“引出”。“教育者按照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根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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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条件和职称，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心智发展进行教化培育，以现有的经

验、学识授人，为其解释各种现象、问题或行为，以提高实践能力，其根本是以人的一种相对成

熟或理性的思维来认知对待事物。”同时，“教育又是一种思维的传授，而人因为其自身的意识

形态，又有着别样的思维走势。所以，教育当以最客观、最公正的意识思维教化于人。教育也是

一种教书育人的过程，可将一种最客观的理解教予他人，而后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到自己所

认为的价值观。教育，是一种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实践活动。”显然，“现有的”“客观的”“传授式

的”是传统教育中非常核心的要素。

那么，为什么ChatGPT对“学校教育”的教学活动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为什么引起教育界

的如此不安，甚至恐惧呢？显然，ChatGPT通过自己的深度学习，已经超越了几乎任何教师已有

知识和能力的边界。因此，ChatGPT从拥有的教育能力来说，突破了“时空力”三个方面的限制，

将毫无意外地改变目前的教育模式。重复性的、技术性的、概念性的、记忆性的知识教育，将会

在不远的将来被基于ChatGPT的智能教育平台所取代（Peres等，2023）。
一方面，目前的商科教育严重缺乏实践场景和应用，以至于商学院教授讲得头头是道，商

学院学生听得云里雾里（陈春花和吕力，2017；白长虹，2021）。商科教育是一个场景式的知识传

授、知识学习、方法训练、价值塑造的过程，这样的场景常见的是教室、实验室、工厂、企业等。显

然，教育不是一个靠文本式知识提供就可以完成的过程，教育需要有场景化的构建，需要提供

给学生符合传授知识的场景，才能够让学生更好地对知识产生兴趣，对所学知识有更好的理解

和掌握。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学生的有效反馈，教师对于学生的掌握情况很难掌握，以至于很难为

每一个学生进行定制化的教育培养方案。商科教育是针对学生个体的教育，其具有标准化知识

的部分，但是同时还有针对每个学生的非标准化知识的部分。这些非标准化的部分，可以是一

部分的课程知识、习题、书籍，也可以是一些专门的实践等。因此，如何进一步结合每一个学生

的个体差异，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定制化的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训练等方案，做到“千人千

面”，将促进“每个学生”发展和成长作为核心内容。同时，对于学习的效果，如何进行及时反馈，

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而现有手段主要是靠做作业来完成。

（三）商学院教学的机遇

正是因为商科教育需要突破场景限制、突破能力限制、突破反馈限制，而当前的ChatGPT
将为能力突破和反馈突破提供极其强大的力量（Eloundou等，2023），同时，Meta元宇宙，又为构

储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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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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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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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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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时空力”逻辑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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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场景提供技术基础。因此，未来ChatGPT+Meta的模式，将完全改变商科教育中实践场景缺

乏、实践场景多变的问题，商学院将可以积极利用“ChatGPT+Meta模式”，开发具有商科理论的

相关课程，用场景式、沉浸式、游戏式的方式，进行商科教育（Pham和Sampson，2022）。在这样的

“ChatGPT+Meta模式”下，学生将面对类真实公司场景，学习商科理论、方法和技术，并及时地

将这些理论、方法和技术应用到公司的真实场景中。这样的“ChatGPT+Meta模式”学习方式，可

以将理论知识分段化、标准化、定制化，并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反馈学习效果，进行诊

断，并进一步设计定制化学习方案，进行学习加强。

商学院教师教学职责一：课程设计，理论讨论。因为有了人工智能，大部分课程的“标准版

内容”已经不需要教师进行实地实时的课程教学了。但是，标准版的内容并不能保证学生能够

完全掌握管理理论，且标准版内容还缺乏多样性。一方面，管理是一种科学，科学部分的模型、

技术和方法，可以通过课程学习进行训练。另一方面，管理还是一种艺术，艺术部分的沟通、协

调、组织，是无法完全通过课程学习就可以掌握的。因此，“新型商学院教授”应该具备与学生进

行深入课程内容讨论的机会和时间，同时需要为此专门设计讨论内容。这样的“新型讨论课程”
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以核心管理知识点为中心，深入讨论核心知识点的应用场景、应用

方式。（2）以管理理论的多样性为中心，深入讨论不同管理理论的差异，讨论不同管理理论的原

始逻辑，讨论不同管理理论的特色特点。因此，如何在基于人工智能的“标准版课程内容”之外，

互补式地设计“新型讨论课程”，将会是未来“新型商学院教授”的第一个核心任务。

商学院教师教学职责二：实践领导，调查研究。因为有了人工智能，传统的案例教学必须进

行改变，内嵌于相应的课程内容中，以理论结合“虚拟场景”进行实践应用，用游戏式的方式让

学生对学习的理论、方法、技术在“虚拟场景”中进行应用（王鹏，2023）。但是，“虚拟场景”的应

用毕竟无法替代“真实实践场景”。因此，如何在“虚拟实践场景”之外，互补式地设计“真实实践

场景”，进行真实的商业场景的实验，以及对已有商科理论进行检验，将会是未来“新型商学院

教授”的第二个核心任务（Cooper，2023）。
商学院教师教学职责三：道德强化，价值塑造。因为有了人工智能，商学院的教授、学生不

需要被限定于教室中进行授课，不需要被限制在一个简单的空间中。通过人工智能和虚拟现

实，商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下进行学习、交流、互动。同时，“标准版课程内

容”又解放了商学院教授大量的授课时间。尤其是目前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面临

多重危机，因此，如何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塑造新的商业价值体系、商

学院教授和学生成为新的使命。基于新使命，如何在“专业知识”之外，互补式地设计“管理价值

伦理”，将会是未来“新型商学院教授”的第三个核心任务。

商学院教师教学职责四：知识展望，思想思辨。因为有了人工智能，商学院的教授解放了大

量的授课时间，商学院的教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研究工作。同时，倒逼商学院教授的是，

ChatGPT对已有的专业知识及专业能力的掌握可能都超过一般的商学院教授。那么，商学院的

教授们，应该拥有的是“未知”的知识，是“探索中”的知识，是“未来型”的知识展望（万力勇等，

2023）。这些“未知”“探索中”“未来型”的知识，都需要商学院教授结合实践、深入研究，在研究

中理解“未知”、研究中理解“探索”、研究中理解“未来”。同时，管理理论不仅是一种简单知识的

堆砌，还是一种“智慧”。这就需要商学院的教授，对已有知识进行提炼，形成管理“智慧”。因此，

如何在“已有知识”之外，互补式地探索“未知知识”、提炼“管理智慧”，将会是未来“新型商学院

教授”的第四个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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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ChatGPT将改变商科研究

（一）商学院研究的基本路径

一般而言，传统商科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从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到关注

“人”在管理中的作用的社会人时代，到现代管理理论，大多数都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泰勒的“搬运生铁试验”、哈佛大学梅奥教授的“霍桑实验”等等，都是以现

实企业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的管理学研究（胡国栋和王天娇，2019；王永贵等，2021）。然而，正像

徐淑英教授所谈到的一样“从1990年开始，商学院的研究又有转变了，变得越来越严谨了，退回

到象牙塔里面去了，开始做很宏大的理论研究，慢慢离实践越来越远了。”对此，很多教授和学

者都进行了很多解释，包括评估、评价方式，以及管理学在理科面前缺乏自信，等等。

ChatGPT未来也将逐步具备一定的重复式、模拟式、试错式研究的能力，而商科的研究，无论是

目前的实证研究、优化研究、实验研究、模拟研究等研究范式，将会逐渐被ChatGPT所掌握，而

且，它将会比人类目前的研究人员算得更快、试错的能力更强、模拟的情况更多。那么，人类的

研究不能被替代的东西在哪里（Thorp，2023）？需要目前的商科教授们进一步思考。也许，教授

们未来的工作是“思考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因为很多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可能还刚刚出现一些

现象，只有人类才可以捕捉到；是“思考如何把研究结果价值化”，因为人工智能做了很多研究，

但是很多结果如何使用才有价值，可能需要人类去判断，等等（Stokel-Walker和Van Noorden，
2023）。当然这些都还是设想。但是，无论哪种，都将改变商科教授，都将需要商学院的教授更加

贴近实践。

与此同时，对于商科研究者来说，研究创新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传统的试错式、模拟式、

简单交叉式的创新将被大量替代。传统的研究者将面临明显的“窘境”，甚至是“困境”。一般来

说，传统的研究者存在一定的基本要求，这就是“有理论、会方法、熟文献、能写作”。目前，商学

院对于博士生的训练，也基本上按照这样的套路。首先，学习本领域的经典教材，对已有的理论

进行熟练掌握；其次，进行研究方法训练，比如：管理科学方法、计量经济学、博弈论、田野调查

方法、行为实验方法、计算机模拟方法等等；然后，进行研究领域的文献阅读，通过大量阅读本

领域的经典文献、最新文献，掌握研究动态；最后，由于研究工作还需要通过文字的形式进行表

达，还需要学会运用专业语言进行写作的能力。显然，以上四个方面“有理论、会方法、熟文献、

能写作”对于ChatGPT这样的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来说，是完全可以掌握的（Ouyang等，2022）。
尽管这样的掌握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训练，短时间内不会立刻对我们的研究者们产生替代。但

是，ChatGPT具备“有理论、会方法、熟文献、能写作”专业能力的时代一定会到来。那么，对于商

学院的研究者们来说，是否会面临着很难做研究的窘境，甚至到了无法做研究的困境呢？

（二）商学院研究的挑战

这就需要从研究的本源开始寻找。那么，什么是研究？研究就是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

律等。英文research=re+search，也就是反反复复寻找的意思。因此，研究指人对事物真相、性质、

规律等进行的无穷尽的积极探索，由不知变为知，由知少变为知多。简单地说，研究是认真提出

问题，并以系统的方法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因此，传统的研究范式为：想问题、建模型、找方

法、验结果、构理论。显然，若是对比GPT的能力，其中的“找方法”可能是GPT最具有能力的部

分，也是目前大部分博士生、青年学者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进行的“脏活、苦活”。同时，由于

大量的研究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方法寻找、结果验证上，导致研究者在研究问题上缺乏思想

性，构建理论成为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正如徐淑英教授谈到的，目前的商科“研究的科学严谨

性其实是退步了，因为是象牙塔研究，不跟企业打交道，不去采访企业，实践连带性越来越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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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中可见，商科的研究，离“实践”越来越远，离“认真的提出问题”渐行渐远。

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智能具备的特殊科研能力，过去的研究范式、研究能力、研究发表，需

要进行重构，甚至被颠覆。挑战1：研究模式。过去的研究处于“中间大两头小”的模式，就是想问

题的时间少、做问题的时间多、实践问题的时间更少。未来的研究将改变为“中间小两头大”的
模式，就是想问题的时间多、做问题的时间少、实践问题的时间多。挑战2：研究能力。目前，大量

的博士生工作、研究助理的工作、似是而非的一些商科研究、自编自演的研究等等，都将不可避

免地被替代。挑战3：研究成果。由于有了这样的快速研究工具，使得过去需要一定的“有理论、

会方法、熟文献、能写作”才能够写出学术论文的能力瓶颈一下子被打破，导致人人都可以成为

专家，人人都可以做研究，“灌水”型的论文突然大量涌现（Lund等，2023）。挑战4：研究出版。过

去的研究出版，需要通过各种复杂评审之后才能够出版，也许不远的将来，变成了“自媒体”公
开网站式的论文张贴，通过市场、同行、企业、政府等来检验论文的学术性、有效性。

（三）商学院研究的机遇

可见，面对新的因为人工智能带来的颠覆与推动，将会让传统的商学院研究面对一种尴尬

的“窘境”和“困境”。如何面对研究中的“窘境”，并进一步走出“困境”？笔者认为，应该回到商科

自身的特点上来，那就是商科不仅具有科学性，还具有实践性。简单的科学性的方法、理论、手

段，将不可避免地被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所取代，若是不进行重构以及迭代，商科教授的研

究将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窘境”，并进一步走近“困境”。商科教授的研究脱离这样的“窘境”甚
至“困境”，其核心是深入“真实践”、凝练“真问题”、创造“真价值”、创新“真研究”，具体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开展：

商学院教师研究新职责一：观察现象，凝练问题。当实践在不断进行中时，问题就会随之并

存。但是，如何敏锐地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凝练问题，也许是未来研究者们需要去做

的第一件事情。也许，对于所有的商科教授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之前的商科教授，

由于种种原因，多久居于象牙塔，与实践脱离。大量的学术论文都是从“论文到论文”的研究，很

多研究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只是为了完成工作量或者为了晋升而自己“编造”的研究，而不

是将一个真问题做成真研究。因此，研究者们需要更多地去贴近实践，观察实践，并从实践中获

取“灵感”，提出研究问题。

商学院教师研究新职责二：设计模型，检验结果。在完成现象观察和问题提出之后，如何能

够将这样的问题进行结构化、抽象化，形成科学的语言，构建科学的模型，可能是未来的研究者

们主要重点关注的领域。当然，在构建模型中，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对已有研究进行总结，提供

模型构建的参考方式。但是，如何能够精确构建与科学问题贴切的模型，还是需要研究者们自

己深入思考，浓缩提炼的科学工作。特别地，人工智能可以利用其强大的计算能力和试错能力，

从方法论上对模型进行试错式、模拟式的试验，大大加快了过去人工计算、试错的成本和时间，

极大地提高研究的效率。同时，对于人工智能获得的结果，可能还需要研究人员进行正确性、合

理性、科学性的检验。

商学院教师研究新职责三：价值判断，实践应用。目前对于商科的研究，存在巨大的弊端，

这样的弊端主要体现在“研究结果不具有重复性”和“研究结果不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样的

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期刊标准造成，另一方面由于大学晋升方式导致。然而，当研究者们从繁重

的研究推导中脱离出来，对于研究结果的价值判断以及实践应用就成为需要考虑的核心工作

了。如何能够体现“你”的研究工作的价值？如何能够体现“你”的研究结论的应用性？都将是未

来研究者们需要改变和推动的新工作、新任务。

商学院教师研究新职责四：综合集成，构建理论。目前，大量的研究工作都是在一些细枝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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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上的研究，甚至是自我虚构的问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就导致了大量的研究者只

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是“海市蜃楼”。因此，除了在某些方向上进行深入研究之外，还需要对已

有理论进行集成，形成和构建这一领域的理论集成。

总之，GPT的出现，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进行快速试错式、模拟式的研究的能力，使得

大量的研究人员可以从繁重的“体力式”研究工作中脱离出来，以“实践”为核心，推动商科研究

面向“真实践”、“真问题”、“真价值”。只有这样，商学院研究者才有更多的时间去贴近实践、提

出问题，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成果的应用价值，有更多时间把理论进行集成。显然，旧的商科研究

必定会面对“窘境”甚至“困境”。这样的颠覆与推动必将到来，需要商学院的研究者，改变旧思

路、冲破旧藩篱，从“书斋”为核心走向以“企业”为核心，深入“真实践”、凝练“真问题”、创造“真
价值”、创新“真研究”。

五、  ChatGPT将改变商科实践

显然，GPT将逐步拥有过去商学院教授具备的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也正是因为GPT拥有

了这些能力，将迫使商学院教授进行改变。这样的改变就是“贴近实践、拥抱实践、热爱实践”。
只有以实践为核心，商学院教授才能够继续拥有GPT所无法拥有的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对

此，核心准则将是“源于实践、高于实践、用于实践”。
源于实践。科学研究源于实践，课程设计需要源于实践。深入实践，观察现象，提出问题。当

实践在不断进行中时，问题就会随之并存。但是，如何敏锐地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凝

练问题，也许是未来研究者们需要去做的第一件事情。同时，深入实践，观察实践，可以将实践

的场景应用于课程设计和教学实践，让学生可以尽快了解和知晓一线企业的商业实践，能够让

学生在毕业后快速理解企业实践，而不至脱节（张国平等，2022）。高于实践。科学研究需要高于

实践，课程设计需要高于实践。只有深入实践，在实践中观察了问题，提出了问题，才能够进行

研究。这样的研究需要进行凝练和提炼，总结成为一种相对规范的理论体系，这就需要“高于实

践”。同样，这样规范的理论体系，可以应用于课程教学中，成为“高于实践”的课程内容，能够为

学生未来面对实践问题提供框架性的知识结构。用于实践。科学研究应用于实践，课程知识需

要用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商科的知识、商科的研

究，更加不例外。对于在“源于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的问题，以及在“高于实践”的标准下形

成的理论研究成果，都需要在最后“用于实践”，在实践中能用于指导实践开展，只有在实践中

创造价值，才能够显示出无论是做的研究工作还是进行的教学工作是具有价值的。

六、  结束语

面对呆在高档、体面、闪亮的商学院里的商学院教授们，尽管已有大量的学者专家，呼吁商

学院教授们“走出象牙塔走进实践”。但是，现实的舒适度和评价体系，却让商学院的教授们无

动于衷。然而，未来已来，改变商学院教授们未来发展方向的不是我们的著名专家们，不是我们

的院长们，也不是我们的主管部门，而是来自于完全不属于商科教育和研究领域的“技术”，这
样的新技术将会毫无情感地将我们推向必须改变的境地。对于商学院的教授们，留给大家的时

间不多了，拥抱技术，拥抱实践，才能够拥抱明天。

同时，作为商科教育过去的三大职能，“教学”“研究”“实践”的内涵，都将发展重大的变化。

“新型商学院教授”的职能将会是“课程内容的讨论者、实践活动的领导者、商业价值的塑造者、

管理思想思辨者”。传统的“教学”功能将会大量弱化，耦合式的、互补式的、多样式的“新型讨论

课程”将需要被大量开发，以与“标准版课程内容”进行耦合与互补。传统的“服务”功能将会大

大改变，新型的“真实实践场景”的实践活动将会大量涌现，以与“标准版课程内容”的理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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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技术进行耦合，形成理论、方法、技术与实践的互动与印证，形成正向反馈。传统的“研究”功
能将会大量强化，由于GPT拥有了巨量的已有知识的集成，对于“未知”“探索中”“未来型”的知

识的研究，将是商学院教授的核心竞争力，这样的“未知型”的知识与已知的知识之间的思维碰

撞，思辨讨论，将是商学院教授未来的一个核心工作。特别地，面对如今全球面临的“多重危

机”，重新塑造有利于长远健康发展的价值观，将成为未来的一个核心命题，这也是商学院教授

们应该积极加强和提升的素养。

相应地，对于“新型商学院教授”的考核，也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样的考核内容可能是，社交

式的“讨论课堂”、田野式的“实践活动”、前沿式的“探索研究”和思辨式的“价值探讨”。这个过

程中，基于GPT的理论学习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商学院教授”如何设计基于GPT的
“讨论课堂”“实践活动”“探索研究”“价值探讨”将是新的命题。当然，如何耦合与协同，如何进

行演变和迭代，可能需要逐步摸索，需要逐步改变，需要逐步试验。面对未来已来的新形势，我

们需要且行且看，且行且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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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ChatGPT for Business

Wei Hang1,  Zheng Yingying1,  Chen Jing2

（1. College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9, China）

Summary: ChatGPT is an AI chatbot program developed by OpenAI, based on the GPT3.5 and
GPT4 architectural large-scale language model, and realize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by means of
text. At the end of November 2022, ChatGPT was launched, and quickly became popular on social
media, and in just two months, the number of registrations had already exceeded 100 million, making it
the fastest growing consumer application in history and bringing about a huge disruption to the entire
education system. For business,  the emergence of  ChatGPT is  not  only a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construct new business teach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What will ChatGPT be like for business education? Will it have a disruptive impact on business
education? How should business educators respond to such new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atGPT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ime, space, and capacity, and
will bring about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three traditional functions of “teach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business education. At present, tradi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business teaching, 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a serious lack of practical scenarios
and applic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absence of effective feedback from students, it is difficult
for teachers to grasp the situation of students.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due to the spe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of AI, the past research paradigms, research capabilities, and research
publications need to be reconstructed or even subverted. However, the emergence of ChatGPT also
brings great opportunities to business education. First, ChatGPT will provide an extremely powerful
force for breakthroughs in the ability and feedback of business teaching, completely changing the
problems of the lack of practical scenarios and the variability of practical scenarios in business
education. Second, ChatGPT changes the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of business teachers, promoting
business research to “true practice”“true problem” and “true value”. Third, ChatGPT changes the ability
of business practice, promoting business teachers to focus on practice and love practice.

By exploring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ChatGPT for tradi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enhance the impact of AI on business teach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and redefine the
functions of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s, who will be “discussers of course content, leaders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shapers of business value, and thinkers of management ideas”. Correspondingly, the
assessment content for the “new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 will be social “discussion class”, field-style
“practical activities”, cutting-edge “exploratory research”, and speculative “value discussion”. How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s design GPT-based “discussion classes” “practical activities” “exploratory
research” and “value discussion” will be a new proposition.

Key words: ChatGPT; business; teaching; research; service; AI
（责任编辑：王　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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