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108 2017 年第 3 卷   第 1 期  

我国情报学硕士研究生竞争情报教育
现状分析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Education for the Graduate 
Student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绵阳　621010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China

张妍妍    余波    温亮明

ZHANG YanYan    YU Bo    WEN LiangMing

通过网站调研我国情报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从高校数量、高校层次、地区差异、分布院系、

有无开展竞争情报教育实践五个方面概览当前我国情报学硕士研究生群体中竞争情报教育现状。调研

发现当前我国竞争情报教育整体表现为：院校数量稀少，层次分布不均，地区差异明显，院系分布混

乱以及教学实践缺失等。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master training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through 

website, and over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five aspects: the number of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level,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distribution of faculties, and whether the units carried out the practice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educa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education in China presented few 

characters: the scarce of university numbers, uneven distributi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un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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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竞 争 情 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CI）

起源于二战中的军事情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后，在全球商业竞争加剧的环境下，传统的情

报活动和市场已很难满足这种需求，以 “ 竞争 ”

为主题的情报活动被推上了历史舞台。20 世纪

80 年代，为谋求竞争优势，国家和企业针对竞

争环境和竞争对手而展开了信息搜集、甄别和

分析活动，竞争情报随之发展起来，在欧美、

日本等国家被广泛应用，也带动了竞争情报教

育工作的逐步发展。进入 21 世纪，北美洲、大

洋洲、欧洲等地区对竞争情报专业人才的需求

迅速增加，竞争情报教育蓬勃发展，逐步形成

了本科、硕士、博士及职业培训等不同层次的

人才教育体系 [1]。

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影响下，近年来竞争情

报教育逐步向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发展

中国家拓展，也带动了我国竞争情报理论和教

育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国内竞争

情报人才培养和专业教育问题逐步被提及，南

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

等一批高校先后开始对情报学硕博士研究生进

行竞争情报课程教育。2000 年以后，黑龙江大

学、北京城市学院、河北运东职业技术学院等

高校还开设了竞争情报本科专业教育。通过近

30 年的努力，我国不仅有开设图书情报专业的

高校在开展竞争情报教育，而且一些财经、师

distribution of faculties and lack of teaching practice. In view of above problems, we put forward some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future. 

Keywords：Intelligence science, post-graduat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education

范、理工类院校也结合自身特色开展了竞争情

报教育，出现了竞争情报专业教育（Specialized 

Education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SECI），

成为国内高校情报学教育体系中的新兴方向。

但与蓬勃的竞争情报发展现状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国内高校培养的竞争情报专业人才并

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有学者通过对

2005-2014 年间竞争情报方向毕业生的调查发

现：我国高校培养的竞争情报专业人才毕业后

仅有极少数的学生能进入高校或情报（信息）

机构，大约 40% 以上的学生从事与本专业无关

的工作，而企业的情报工作岗位大多又需要具

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较强信息搜集、分析能力

的人才，因此，高校培养的竞争情报人才在情

报工作和专业适应性等方面并不具备优势 [2]。

一方面企业由于招聘不到竞争情报人才而导致

竞争情报功能缺失，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遭遇

反倾销诉讼和关键技术封锁等现实问题，另一

方面高校培养的竞争情报人才大多只会从事理

论研究而无法适应企业竞争情报实际需求的尴

尬局面。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竞

争情报教育存在理论教育与实际应用相脱节的

问题，挫伤了高校开展竞争情报教育的积极性，

造成竞争情报教育工作长期无法得到社会认可。

为此，笔者在调查国外高校关于竞争情报教育

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情报学硕士研究生

培养单位中竞争情报教育现状进行分析，力图

发现问题，找出差距，期望对建立完善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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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教育体系有所帮助。

本文采用网络调查法、文献分析法和对比

分析法 3 种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在中国研究

生招生信息网首页硕士目录查询一栏输入关键

词 “ 竞争情报 ” 进行初步检索，只得到相关高

校 1 所，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其次，基

于竞争情报属于情报学的研究范畴，输入关键

词 “ 情报学 ” 进行二次检索，得到相关高校共

60 所（包括之前检索到的 1 所）；再次，逐一

对这 60 所高校进行详细检索，根据其在硕士研

究生招生中是否注明开设竞争情报研究方向，

剔除不区分研究方向或没有开设竞争情报方向

的高校，统计出明确开设有竞争情报研究的高

校共 21 所；最后，通过 CNKI 数据库，以 “ 竞

争情报教育 ” 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文

献 270 篇。

2  国内外竞争情报教育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竞争情报教育进

行了一定研究。

黄晓斌 [3] 和杨薇薇 [4] 认为在我国开竞争情

报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企业开展竞争情报活

动、高校情报学科发展以及新环境下竞争情报

工作发展的需要；彭靖里 [5] 等通过调查发现，

我国当前竞争情报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目

标定位与人才社会需求间存在较大偏差、教学

内容与竞争情报实践严重脱节、课程设置与竞

争情报发展趋势存在差距。孙成陆 [6] 通过具体

实例，介绍了美国国家竞争情报教育的开展与

应用，欧洲（法国、英国、瑞典）竞争情报教

育的发展以及亚、美洲（澳大利亚、巴西、日

本）国家的竞争情报教育课程开设与应用；彭

靖里 [7] 等从教育目标和要求、课程定位与教学

模式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比较分析了中外竞争

情报专业教育的发展状况，并比较分析了美国、

日本、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竞争情报

的发展概况 [8]。孙志梅 [9] 提出了我国高校开展

竞争情报普及教育的措施：扩大竞争情报受教

育主体、整合学科课程、确立合理的课程体系、

确定合理的教学内容和分阶段实施的教学方法；

韩玺 [10] 等以竞争情报通识教育为出发点，提出

竞争情报专业研究人员支持、多途径充实师资

队伍、完善改革教学内容、编写竞争情报通识

教材的建议对策；刘昆雄 [11] 提出了一种新的竞

争情报人才协同培养模式：面向企业需求。

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

发展的全球化程度较高且市场体系完善，竞争

情报 ( 或战略情报 ) 研究与发展被看作是一门新

兴的应用型交叉学科，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和重视 [12]，人们常常把竞争情报素养和业务能

力视为企业或组织参与竞争的重要技能，因而

竞争情报专业教育发展前景广阔，通常与管理、

工程学科紧密结合，教育目标定位为：“ 培养

能够适应多领域市场竞争要求，具有竞争情报

意识、职业素养和道德规范的情报行业从业者

和应用者 ”。[13] 竞争情报人才教育范围从图书

情报领域扩展到竞争主体的 “ 信息不对称 ” 和

“ 生产率悖论 ” 等现实问题。对于竞争情报人才

的要求分为具备竞争情报背景的中高级管理者、

具备竞争情报理论技术的专业人员和面向公众

的竞争情报知识普及三个层次。例如，瑞典德

隆大学重点培养 “ 具备创新精神的竞争情报顶

级研究人才及管理者 ”[14]。国外高校通常把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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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教育的专业课程定位为三种模式 [15]：高管

情报背景教学模式、竞争情报专家教学模式和

行业领域竞争情报通识教育模式。某些高校结

合市场营销特点，在市场研究课程中讲授竞争

情报收集方法，在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中如何应

用倾听方法获取有价值情报等 [16]。按照不同层

次专业人才的定位需要，国外高校将 9-18 个细

化的内容模块分为竞争情报基础课程、竞争情

报核心知识和竞争情报提高技术三大部分 [17]。

FLESHER 指出竞争情报人才必须具有敏锐的观

察能力和前瞻性意识，能够将情报搜集和分析

工作与企业战略管理、技术风险评估等业务相

结合，有效帮助 CEO 及时做出正确决策 [18]；

PARKER 明确要求学生能够 “ 将竞争情报知识

与技能很好地应用到国际贸易和技术研发及商

业化竞争中去 ”，在招生条件上要求接受 SE 竞

争情报的学生应当具备经济学、管理学或理工

科等本科以上学历，或者具有从事过企业管理

或技术研发的实践经历 [19]。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竞争情报教育研究的概

览，可以明确：目前国内外对于竞争情报教育

的研究方向主要聚集于：竞争情报教育现状思

考、国外竞争情报教育态势分析、竞争情报教

育发展建议等，这些文章或者注重分析竞争情

报教育现状，或者过于介绍国外经验，或者仅

是简单论述就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但是鲜有文

章对竞争情报教育将这些零散点结合起来，本

文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3  竞争情报教育现状分析

下文将从高校数量、高校层次、地区差异、

院系分布以及有无开展竞争情报教育实践五个

方面对开设有竞争情报教育研究方向的高校进

行具体分析。

3.1  高校数量分析

截至 2015 年，全国设有情报学硕士培养点

的高校共 60 所（由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也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任务，因此本文亦将其

划分在高校之列），逐一对这 60 所高校进行检

索，记录其在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中是否注明

设置竞争情报研究方向。剔除不区分研究方向

或没有设置竞争情报方向的机构，统计出明确

开设有竞争情报研究的高校共 21 所，分别是：

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

学、四川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大学、南

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福州

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山西财经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山东理工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西南科技大学。设置有竞争情

报研究方向的高校分别在情报学硕士培养机构、

普通高等本科院校（1236 所）、普通高等学校

（2595 所）中的占比分别为 35%、1.7%、0.8%。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竞争情报就已经

进入我国，并且相应的从理论、方法、技术、

应用等层面的探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但通

过以上检索数据我们发现，竞争情报教育尚未

引起高等院校的足够重视，实际上开展全国范

围内的竞争情报教育任重而道远。

3.2  高校层次分析

对 21 所开设有竞争情报研究方向的高校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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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985 高校、211 高校（此处不包含 985 高校）、

一般高校（非 985、211 高校）三个层次进行区分。

共有 15 所 985 高校开设有情报学专业，但设置

有竞争情报研究方向的有 5 所；共有 14 所 211

高校开设有情报学专业，仅有 7 所设置有竞争

情报研究方向；一般高校中设有竞争情报研究

方向的有 9 所，而实际上共 31 所普通高校开设

有情报学专业。各高校具体情况见表 1。

表1  竞争情报教育高校分布层次及研究方向

高校层次 高校名称 ming’chenming’chenimngcheng 研究方向

985 高校

南开大学 信息系统与竞争情报

华东师范大学 竞争情报

南京大学 竞争情报研究

武汉大学 竞争情报与管理咨询

四川大学 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

211 高校

华东理工大学 竞争情报

上海大学 工商（竞争）情报

南京理工大学 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

河海大学 企业竞争情报

南京农业大学 竞争情报

福州大学 产业与技术竞争情报

华南师范大学 企业竞争情报管理

一般高校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企业竞争情报、产业竞争情报、技术竞争情报

河北大学 战略情报、学科情报与企业情报分析

山西财经大学 企业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

天津师范大学 企业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

山东科技大学 竞争情报

青岛科技大学 竞争情报与管理咨询

山东理工大学 竞争情报

广西民族大学 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

西南科技大学
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

统计资料来源：http://yz.chsi.com.cn/

根据表 1 可知，目前我国竞争情报教育培

养呈现如下特点：

其一，高校对竞争情报教育重视程度不

够。在全国开设有情报学硕士培养点的 985 中，

仅有三分之一的高校设置有竞争情报研究方

向；211 高校相对重视竞争情报教育，有一半

以上的高校明确设置有竞争情报研究方向；

另外，有情报学硕士培养点的一般高校中，

不足三分之一的高校开设有竞争情报研究方

向。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竞争情报教育

并未得到这些高校的充分重视，这无法满足

当下社会对竞争情报人才的巨大需求，高校

要想获得全面提升，重视竞争情报教育是可

行之路。

其二，高校所属背景大多为理工院校。众

所周知，情报学是一门兼文理综合的社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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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融合了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教

育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是一门交叉性的边缘

学科。基于情报学的这一特殊学科背景，高校

开展竞争情报教育也应具有针对性。从表 1 来

看，各高校并非把研究仅局限在竞争情报理论

上，实际还融合当下信息时代的大背景开设了

某一细致的研究，如：南开大学结合了信息系

统的研究，四川大学融合了知识管理的研究，

还有许多高校专门开设有关企业竞争情报的研

究等 [20]。

3.3  地区差异分析

对这 21 所高校所处地理区域进行划分。其

中，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均有 9 所高校设置有

竞争情报研究方向，西南地区共有 3 所高校开

设有竞争情报研究方向，而东北地区和西北地

区目前还没有相关高校开展有关竞争情报方向

的研究。详见表 2 所示。

表2  高校地区分布

地区分布 高校名称

华北地区
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山西财经大学

东北地区 无

华东地区
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山东理工大学、
福州大学

西北地区 无

西南地区 四川大学、西南科技大学、广西民族大学

由表 2 可知，开展竞争情报的高校所在地

区正是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这也说明了

经济发展与文化教育发展的相辅相成关系。华

北和华东地区目前是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

发展中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这两

个地区有更多的高校开展竞争情报教育。由上

图 2 可看到，大约有 86% 设置有竞争情报方向

的高校都聚集于这两个地区，这表明竞争情报

作为生产力发挥了推动企业发展的实际作用，

相应的，地区经济发展也为高校提供了更多的

教育资源，加之这两个地区文化底蕴较为深厚，

高校云集，学科之间也在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因而能更加有利的推动竞争情报事业在这一地

区的蓬勃发展 [21]。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东北

和西北地区，这两个地区均没有高校从事竞争

情报研究。东北地区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

有众多重型企业云集于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

下，企业对竞争情报的需求是巨大的，而这一

地区却少有高校输出专门的竞争情报人才；另

外，西北地区近年来虽然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

扶持，科研院所不断兴起，但没有专门的院校

开展竞争情报的研究，这应该引起两个地区的

高校尤其是情报学硕士培养机构的反思。此外，

西南地区也有少量高校开展竞争情报研究，但

与华北和华东地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要想获

得长足发展，唯情报教育先行，所以，相关高

校应该有所觉悟。如何将竞争情报具备的耳目、

尖兵、参谋职能充分实现，不仅是高校的职责，

也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

3.4  所属院系分析

要想真正开展竞争情报教育，首先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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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其所属的学科领域。研招网的检索结果显

示，竞争情报所属情报学专业，而情报学专

业是隶属于管理学大类下的一门分支学科。

对 21 所高校按其将竞争情报教育归入的院系

进行统计，得到 8 个不同类别的划分，分别是：

商学院、管理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信息

科学技术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图书馆、

图情档系以及不区分院系。其中，有 10 所高

校将竞争情报研究归入管理学院，3 所高校

归入科技信息研究所，3 所高校归入商学院，

剩余 5 所高校分别归入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图书馆、图情档系以

及不区分院系。具体院系分布情况如下表 3

所示。

表3  竞争情报所在院系分布

所在院系 高校名称

商学院 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海河大学

管理学院
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广西民
族大学、西南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

科技信息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山东理工大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山东科技大学

图书馆 福州大学

图情档系 上海大学

不区分院系 山西财经大学

这些设置结果与对竞争情报的定位有关。

目前对竞争情报学科较为认同的一种定位是：

竞争情报属于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下的

三级学科 , 是情报学专业中的一类重要分支。

这种定位并不是出于对竞争情报学科领域基本

属性的思考 , 而是源于竞争情报是由科技情报

界首先引入国内以及社会民众对 “ 情报 ” 二字

的理解这一事实 , 从而造成了竞争情报教学内

容和培养方式、竞争情报服务所需要的知识结

构和能力不想匹配等问题 , 学位教育与社会实

践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 [22]。

将科技信息研究所、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三个院系合并归入信息学

院，图书馆、图情档系合并归入图书情报系，

得到 5 大类院系，再根据表 3 数据得到柱状图，

如图 1 所示。

图1  竞争情报所属院系分布

由图 1 可知，将竞争情报教育纳入管理学

院的高校共 10 所，放在信息学院的有 5 所，归

入商学院的有 3 所，仅 2 所划归图书情报系，

还有 1 所高校尚未将竞争情报归入任何院系。

总体而言，我国高校对竞争情报有较为明确的

认识，设置上相对规范、合理。情报学属于管

理学大类下的一门分支学科，将竞争情报放在

管理学院有其自身的合理性。竞争情报是图书

情报的分支研究方向，置于图书情报系也有其

合理性。竞争情报主要成果运用于企业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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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制定，因此置于商学院也有一定道理。某

些高校偏向于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竞争情报信

息搜集、组织、鉴别等工作，因此会将竞争情

报归入信息学院。但是，不区分院系则表明尚

未对竞争情报教育有足够重视，或是对于竞争

情报的具体学科属性定位不明确，要想真正将

竞争情报教育落实到位，这些高校应该对竞争

情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国竞争情报教育发

展较快，但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竞争情

报教育主要诞生和活跃于图书与情报（信息管

理）学科，其次是经济和管理学学科，而国外

竞争情报教育主要活跃于商学院 [23]。

3.5  有无开展竞争情报实践分析

对 21 所高校进行详细的网站调研，查阅其

网站上情报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说明，发现

大部分高校并未明确规定有进行竞争情报教育

的实践安排，当然，在调查中也发现有部分高

校开展了丰富的竞争情报教育实践环节。如：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在开展竞争情报教育方面

做的比较好，它开设的竞争情报研究方向种类

全面，涉及有企业竞争情报、产业竞争情报、

技术竞争情报、政府竞争情报等，使得该所在

竞争情报教育方面具有极大优势。当前环境下，

竞争情报教育也出现了 “ 马太效应 ”，即：开展

竞争情报教育经验丰富的高校开展竞争情报教

育的形式则愈加多样，而竞争情报教育能力相

对较弱的高校开展竞争情报教育的能力则愈加

弱小，在缺乏有针对性的进行竞争情报实践操

作的教育现状下，攻读情报学硕士研究生在就

业时，面临着无法解决企业实际竞争情报问题

的窘境。

4  关于我国竞争情报教育现状的几
点思考

4.1  积极寻求合作，借鉴成功经验

由表 1 我们看到，无论是综合实力较强的

985 高校还是 211 高校及一般高校，开设竞争情

报研究的比重并不大，而有研究曾表明，当前

我国对竞争情报的专业人才缺口超过 10 万，随

着信息时代的深入发展，这一数目还将持续扩

大，而实际情况是高校每年培养的专业竞争情

报人才仅有几十名 [24]。鉴于此，高校应重视竞

争情报教育，努力扩大竞争情报人才培养比重。

具体而言，有关高校可与竞争情报培养经验丰

富的高校的密切合作，积极吸收、借鉴并发展

其竞争情报教育培养方案，使培养方案日趋成

熟和完善。国内高校积极尝试 “ 走出去 ” 策略，

借鉴国外有益办学经验 [25]。在竞争情报教育的

课程体系建设上，可根据实际工作调整课程，

课程设置应该细致且具有一定针对性，并能够

体现社会发展趋势。

近年来，国内图书情报专业分别派出了优

秀教师到美国访学，他们带回来很多国外高校

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授课方式，促使我国图书情

报教育界正紧追国外在大数据时代下的教学理

念，积极引进海外优质教学资源和课程体系，

推进国内高校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 [26]。例如：

美国高校图书情报专业大多设置课堂实验，并

且课堂实验的分数所占比重较大，占到 20%–

50% 的比例；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术科研项目，

无论是相关机构的项目还是教师的科研课题。

同时对于学生的实习质量要求也较高，具有代

表性的如：匹兹堡大学图书情报教育的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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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环节主要包括课堂实验、参与学术项目和实

际操作技能训练等；再如，雪城大学提供了学

生与教师以及学生与图书馆、信息中心之间的

合作，学生可直接参与图书馆或信息中心的研

究项目，以锻炼其团队协作能力 [27]。国外这些

大学在图书情报专业上的具体做法可以运用到

国内高校开展竞争情报教育的具体环节，并在

开展竞争情报教育实践中进行积极的尝试。

4.2  寻求政府支持，重视层次发展

通过表 2 及图 1 的展示，能够看到华北、

华东作为我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相应的竞争

情报教育受重视程度较高，而西北、东北地区

却相反。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两方面着手：

①积极寻求政府部门的支持，搭建竞争情报教

育长效保障机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地区差异的逐步缩小，相对落后地区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也应该注重文化的发展。②合理整合

学校和社会的教育资源，制定高层次竞争情报

人才创新激励机制。高校应积极完善并鼓励师

生在竞争情报理论与实践环节的创新，促进学

科之间、院系之间的多方位交流，搭建国际化

竞争情报人才培养和交流的平台，从而培养具

有国际化视野、具有理论水平和实践创新能力

的专业化竞争情报人才。

4.3  明确专业背景，规范专业设置

由图 1 显示，目前我国已开展竞争情报研

究的高校中，并非所有高校都能对竞争情报的

学科属性有明确的认识，部分高校仍然存在认

识偏差。国外开展竞争情报研究早于我国，在

这方面也积累了先进经验，开设竞争情报课程

的学科专业总体分三个类别：信息管理类专业、

工商管理类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 [28]。鉴于此，

我国高校应该规范竞争情报研究工作，所在院

系应发挥先导作用，做到科学、合理有针对性。

具体而言：①根据不同专业、院系允许开设内

容有差别的竞争情报课程。可参考美国高校的

做法：商学院侧重于商业情报及企业竞争策略；

图情类侧重于文献情报、知识产权等；而计算

机类则注重情报技术和情报系统，使课程的设

置在规范的基础上具有特色和针对性 [29]。②通

过基础性、系统化的教材支撑，完善竞争情报

教育体系。这并非要否定各高校 “ 因地制宜 ”

来使用课程教材，而是要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

更加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培养，为后期竞争情

报教育的纵深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实现学科的

可持续性发展。

4.4  创新教学方式，拓展课堂范围

对研究生开展竞争情报教育，不应再像本

科教学那样仅局限于课堂教学。尤其是对于竞

争情报这一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社会学科而

言，需要搭建有培养专业人才的实践基地、实

验中心等基础设施来辅助教学。因此各高校在

开展竞争情报研究工作中，在教学方式上要由

单一的课堂讲授转向 “ 理论 - 实践 - 理论升华 ”

这种灵活、立体、人性化的教学方式 [30]。具体

而言：①高校可密切与图书馆、情报所等机构

的合作。为竞争情报研究方向的学生提供实习、

实践场地，从而营造更加细致、全面、深入的

理论课程和实践环节。②在教学实践中，加强

与地区企业的合作。进行校企联合培养模式，

让学生在面对真实的竞争对手，竞争态势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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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能够学会如何制定相应的竞争策略，逐

步培养其对竞争情报的收集和掌控能力。③将

案例教学引入竞争情报教育课堂。管理学院本

身就具有丰富的案例教学经验，高校在开设竞

争情报课程时，可充分利用精品课程的先进做

法，将案例教学融入竞争情报课堂，以提高研

究生对竞争情报的充分理解，提升教学效率。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我国目前设有情报学硕士点培

养单位进行网络调研，并从多层面分析了竞争情

报教育现状，反思其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应对

策略，既有对现状的梳理，也有对未来的思考，

能为社会、相关培养单位以及情报学研究生提供

一定的借鉴。但是文章对于国外经验的介绍大多

通过文献获得，较少通过网络调查获取；国内调

研所选取的角度有所欠缺，尚不能充分的代表目

前的教育现状；另外现状背后所隐含的问题论述

不够深入，这是今后需深化研究的方向。我国知

名的竞争情报专家张左之先生曾明确指出：现今

企业需求主要集中在战略情报、市场情报和技术

情报三方面 [31]。通过对比国外，尤其是美国的

竞争情报教育实践，我们应该从教材辅导、课程

设置、教育投资等方面改革发展模式 [32]，台湾

地区竞争情报学专业学位教育、竞争情报远程知

识教育、竞争情报在职继续教育培训的竞争情报

教育体系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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