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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面向新业务的情报工程建设

中国正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新时代。新时

代向人们展示了美好的新愿景。新时代新愿景包

含着新矛盾、新规律，也凸显出众多新目标、新

任务。情报工作将面临并将服务于许多新的业务。

这是情报学研究特别是情报工程创新发展首要面

对的议题。

情报工程化是情报学理论和方法经世致用的

必然取向，在信息化、大数据的今天尤为如此。

面向业务是情报工程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定位。

因为任何一个工程化体系首先要在业务开展空间

里找体系的支点和工作的出发点，情报工程亦不

例外。任何工程化的体系都必须直接而有效地解

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实现人类所设想的功能，这

才会为人所用，才能从业务本身那里获得建设发

展的动力。而这类问题、新的功能都必须从业务

环境、业务体系、业务内容出发。拥有一个优异

的情报工程支撑，对实现各项业务管理的精准定

位、有效交流、协作执行、科学决策、评估监测

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

情报工程是当下生产型、服务型、开发型、管理型、

策略型业务开展的基础性工作。

也由此推而知之，新业务的多样性，必然带

来情报工程建设和发展的多样性。对此，情报工

作的工程化模式选择、情报体系的设计、情报分

析活动的开展都要从新业务那里找支撑点、去发

现“活水之源”。由科技情报、大数据、信息通

信等技术融合发展而来的情报工程，在面向新业

务的多样性方面，需要把握好普遍性和特殊性、

基础性和应用性、平台性和针对性、长期性和时 2017 年 10 月 于北京

效性等关系，延伸“事实数据 + 工具方法 + 专家

智慧”的研究范式，借鉴软件工程面向对象或用

户的指导思想和开发创新经验，结合新业务对象

实际，在应用中前行、在探索中完善、在创新中

发展。面向未来，不仅众多传统业务需要升级版

的情报工程，而且若干新业务，如双创、智库、

供应链、融媒体、物联网、金融科技、文化创意、

监测监管、终端管理、信用管理、智慧社区（城市）、

治理体系等等如此多的新议题新业务，它们更需

要扩充版的情报工程支持，更会给情报工程技术

体系和情报学理论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不远将来，新业务发展必然带来新的情报工

程、情报服务的繁荣期。基于情报工程化能力的情

报外包服务将成为大数据时代知识服务的重要方式。

关键是要迅速而有效地满足新业务发展的需要。但

传统的图情档手段和模式较难适应新业务这种以问

题或目标为中心、主体载体多元化、信息渠道多样性、

以及高不确定性、强时效性和针对性等发展需求。

因为以问题或目标为中心的业务与传统情报强调的

学科门类、事实的描述框架或维度很不一样。还有

新业务往往是实现了对象或技术的新组合甚至新融

合，过去单纯型的情报工程肯定难以适应。这就需

要新的情报工程既能“快速响应”、“快速组合”、“快

速成型”，又能及时因应而变、因事而为。面向学科、

领域、行业的情报工程会接力发展，面向主题、跨界、

融合、共享的新情报工程更会加速探索和创新发展。

本期共收录 13 篇论文，其中面向业务的情报

工程研究特约专题 3 篇，分别从科技情报与科技

智库融合发展、基于业务驱动的科技信息服务模

式、双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下中国高校海外传播影

响力分析等视角，对智库建设、情报分析和信息

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其他收录的论文着重

在撤销会议论文、网络新闻事件分类及本体建模、

科技项目查重数据整合方法及描述模型、科技期

刊论文质量评价、农村电商知识服务需求及制约

因素、中国创新城市格局探析、新时期的科技情

报工作思考、国防科技成果转化、日本首都圈产

学官系统创新生态建设等议题上给出了新的研究

和论述。仔细阅读，对当前的智库建设、创新驱

动发展、新时期信息与情报需求都会有新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