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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情报 3.0 背景下科技情报工作面临的挑战，对情报 3.0 环境下的科技情报工作进行

了思考。本文认为，情报 3.0 环境下，科技情报工作应转变情报工作思路，更新科技情报观念、紧密

围绕判读这一情报核心业务，不断优化科技情报工作流程，拓展科技情报服务范畴，大力推进技术的

应用以提高科技情报生产效率与精准程度，提高情报人员情报判读能力和科技情报服务水平，促使情

报 3.0 环境下的科技情报工作向智能化、大众化、去领域化方向发展，实现科技情报从支撑科学研究

向支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一更高的层面转变。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hallenges of intelligence work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ce 3.0 

and proposed some reflection o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work based on Intelligence 3.0. This 

paper argued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work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ce 3.0 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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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ideas, update the in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ncept, focu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ake it as the core business of information work. Moreover, we also suggest that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work should constantly optimize the work process, broaden the service areas, 

vigorously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to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promote the 

intelligence interpretation ability and service of the personnel, and advance the information work to intelligent, 

de-domain-oriented and popular. Meanwhile, it is also need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unction from 

support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o a higher level to support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driven strategy.

Keywords：Intelligence 3.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work, thought

进入 21 世纪，互联网的兴起与计算机技术

在情报领域的运用，传统科技情报的内涵、组

织模式与应用发生了不同形式的变化，科技情

报工作已由传统的以文献服务、知识服务为标

注的情报 1.0、2.0 时代，进入了以智能服务为

标志的情报 3.0 时代 [1]。情报 3.0 是对互联网新

技术与科技情报生产各环节要素相互作用、共

同演化推进情报服务发展新形态的高度概括。

在科技情报理念和工作模式不断变化的时代背

景下，如何更好地发挥科技情报 “ 为各领域的

重要战略决策和顶层设计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坚

实的情报支撑 ” [2]，需要重新梳理情报 3.0 环境

下的科技情报工作面临的挑战及相应的工作思

路。

1  情报3.0背景下科技情报工作面
临的挑战

大数据推动着情报匮乏时代快速向情报大

众化时代转向，并逐步向情报的全息化时代迈

进。在数据驱动型社会背景下，情报工作逐步

由事实型情报收集、综述型情报分析向计算型

情报研究乃至智能型情报发展，进入了情报 3.0

时代。传统的科技情报工作思路已不适应时代

变化发展，数据密集范式使大数据背景下的科

技情报生产、加工、传递及应用在基础理论和

方法体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大数据的发展

推动着科技情报工作逐步向数字化、网络化、

大数据化方向发展。情报 3.0 背景下，科技情

报工作面临着诸多挑战，具体如下。

1.1  传统科技情报工作思路落后于大数

据时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科技文献以及科

技信息资源不断增长和积累，并向非结构化和

碎片化方向发展，给科技情报工作带来了一定

的挑战。传统科技情报工作优势一方面在于其

特有的数据资源，另一方面是建立在特有数据

资源基础上的检索方法和策略。因此，传统的

科技情报工作注重科技文献的收集、存储、分

析和整理。这种科技情报工作思路可以满足上

个世纪中叶文献与信息匮乏时代的社会需求，

但已不能满足互联网 + 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

呈爆炸式增长情况下的科技情报需求。在这种

背景下，科技情报分析思路和方法必须随着情

报来源和载体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在传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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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工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背景下，重

新思考新时代背景下的科技情报工作显得尤为

必要。

1.2  信息爆炸与科技信息采集能力之间

的鸿沟越来越大

数据全息化时代，开源性情报数量越来越

大，网络日志数据、过程行为数据、移动终端

数据、视频数据等多来源、多格式数据呈现爆

炸性增长态势，图像、语音、视频、文档和纸

质材料等不同格式与类型的数据加大了数据收

集、存储、尤其是数据组织与有效关联分析的

难度。信息爆炸与科技信息采集能力之间的鸿

沟使得科技情报领域对新技术、新工具和新方

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情报服务主体必须改变

数据处理的理念和方式，不断提高信息数据处

理与判读的技术手段 [3]。

在这种形式下，科技情报工作者面临着诸

多技术难题：一方面是如何采集与存储 “ 全信

源 ” 数据。在多维度、多来源的多元信息背景下，

如何实现数据与信息的融合与存储，这是科技

情报搜集面临的首要技术难题。另一方面是如

何解决庞大的数据量与有限的个体阅读量之间

的矛盾。科技情报工作要考量如何通过特定的

技术手段和工具，将海量数据转换为可人性化

阅读与分析的 “ 小数据 ”。另外，数据信息分析

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与数据采集的数量与质

量密切相关。因此，如何解决数据收集的完备

性与数据的可抛弃性之间的矛盾，去除大数据

收集过程中形成的数据噪音（noisy data），在

最短的时间里找出最有价值的信息、去除不必

要的数据信息，从而保证数据质量的最优化，

这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科技情报工作必须要解

决的重要难题。

1.3  情报需求的大众化、专业化、快速

化与传统科技情报方法与技术落后之间

的矛盾越来越明显

随着互联网 + 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现代人

的科技情报需求越来越高，对科技情报时效性

要求越来越高，对科技情报领域范围要求也不

断扩大，对科技情报专业性需求越来越强，这

使得科技情报需求与科技情报供应之间的矛盾

越来越突出，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方面是科技情报需求的大众化向传统科

技情报机构的科技情报供给能力提出了挑战。

随着知讯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情报需求主体

从以前的有限群体转变成社会主体知识化的大

众化需求。在科技情报需求大众化趋势日益明

显的同时，传统科技情报机构的科技情报供应

能力并未明显提高。

二是科技情报需求的专业化对科技情报从

业人员的业务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社会

分工细化，科技情报工作涉及的专业领域急剧

增多，经济社会领域分类急剧增加使得科技情

报领域以百甚至以千计，其中的许多新兴领域

又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而传统科技情报

机构仅仅针对几个、十几个领域以专项小组长

期收集领域情报的模式，明显已不能适应新形

势对情报的需要。传统科技情报研究机构所能

覆盖的领域与社会需要的科技情报支持领域已

日益构成矛盾，传统的情报人员按领域划分组

建科技情报工作小组的工作方式已满足不了社

会的科技情报需求。科技情报生产的专业化、

关于情报 3.0 环境下科技情报工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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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化需求与日俱增，这对科技情报从业人员

专业化情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是在数据的广泛性与 “ 时滞 ” 问题之间

的矛盾面前，传统科技情报工作的情报生产周

期已经不能有力支撑情报业务的快速发展。社

会快速发展要求科技情报的收集、分析、判读

时间极其紧迫。科技情报的及时性、快速化社

会需求要求科技情报工作者不断缩短情报生产

周期。但大众化的搜索引擎已不能满足专业科

技情报机构的业务发展需求。因此，开发和应

用缩短情报生产供应周期的科技情报工具、建

立有机衔接的科技情报生产体系迫在眉睫。

四是情报供给的个体性、差异性与情报生

产的客观化、流程化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情

报人员的知识结构、情报敏感度、价值立场、

尤其是情报判读能力的个体差异，面对同一组

信息、数据或现象，不同的情报人员的判读结

果会体现出因 “ 视界融合 ” 下的个体性与差异

性，而这与情报生产的标准化、流程化存在着

矛盾。如何解决情报分析人员由于专业知识背

景、利益相关远近乃至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

个性化与情报分析专业化、流程化之间的矛盾，

快速进行数据信息搜索并上升到情报判读，需

要依靠科技情报工作人员情报思维的提升训练

和情报工具的辅助方能完成。

2  情报3.0背景下的科技情报工作
思路

科技情报生产过程是科技信息采集、加工

和分析与判读过程的有机结合。完整的科技情

报工作包括四个基本环节：首先是科技情报需

求方提出问题或需求。其次，情报人员对科技

情报需求方的情报需求做出积极响应，进行科

技情报需求分析与反馈，根据需求明确科技情

报工作规划与科技情报行动方案。再次，通过

科技信息采集与加工、信息分析与判读、情报

输出这一科技情报生产线进行情报的生产与输

出。最后，科技情报的推送、应用与反馈以及

情报生产线的优化。情报 3.0 背景下的科技情

报工作流程如图 1 所示。

情报 3.0 背景下，必须转变工作科技情报

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将传统科技情报机构进行

的 “ 图书文献 ” 或 “ 信息工作 ” 切实提升到 “ 情

报 ” 工作，将工作重心由文献、数据和信息的

采集和整理上升到数据和信息的深度分析挖掘

与判读，通过情报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尤其是

人机结合的科技情报分析系统的建设，促进数

据和信息的快速组织、有效分析与应用。

2.1  转变科技情报思维，构建情报3.0方

法论体系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科技情报工作必须更

新情报观念，从任务驱动型思维向数据驱动型

的大数据思维转变，遵循 DIKW 模式的技术路

线，实现科技情报链从数据（D）向信息（I）、

信息向知识（K）、知识向情报（I）转变，遵

循情报生产链条各环节发展规律，推动科技情

报工作的开展。同时，通过情报技术的应用，

不断缩短科技情报生产链条，快速将信息转化

为情报和谋略，及时引导情报用户的战略决策，

“ 更广、更快、更精、更准 ” 地向情报需求方提

供 “ 是什么 ”、“ 为什么 ”、“ 怎么办 ”，并做出 “ 先

知 ” 的预测与判断，为情报需求方提供决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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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充分发挥情报工作的耳目、尖兵和参谋作用。

为此，科技情报工作要不断转换情报思维模式，

从传统情报思维转向 “ 既要全体也要抽样、既

要效率也要精确、既要相关性也要探究因果 ”

的现代情报工作思维模式转变，实现从 “ 样本

思维向总体思维 ”、“ 精确思维向容错思维 ”、“ 因

果思维向相关思维 ”、“ 自然思维向智能思维 ”

的转变 [5]。不但注重数据判读与分析，还要拓

展到注重 “ 数据挖掘 ”（Data Mining）和 “ 数据

耕耘 ”（Data Farming）[6]。通过转变科技情报

思维、构建情报 3.0 方法论体系，促进科技情

报机构由传统的独占信息资源的资源优势发展

到以情报技术为支撑、以情报判读能力为核心

竞争力的 “ 智识 ” 优势。

图1  情报3.0背景下的科技情报工作流程[4]

2.2  大力推进情报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大数据的推进发展和人工智能在情报学领

域的应用能为科技情报工作提供有力的数据处

理分析工具和方法。为提高科技情报生产的效

率与精准性，科技情报工作应不断将人工智能

技术融合进科技情报生产线各环节，应用于信

息的组织、检索、分析、提供与服务等流程，

建构智能化科技情报方法体系，具体内容如下：

2.2.1  建立快速化科技情报搜索工具体系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相关信息分析和挖掘技

术，建立数据采集与信息抓取的情报搜索工具

与方法体系。通过网络搜索与实地田野调查、

访谈、问卷等辅助形式相结合的形式，实现任

意领域数据的广域搜索与快速采集。依靠现代

化情报搜索工具与方法，快速收集海量数据，

并围绕特定主题目标，进行多信息源下的观点

分类、聚类信息挖掘工作。

2.2.2  建立自动化数据信息处理系统

将云计算、并行计算、自然语言处理等技

术手段用于科技情报生产流程，缩短跨媒体信

关于情报 3.0 环境下科技情报工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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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数据资料加工及信息过滤时间，依靠自动化

数据信息处理系统，解决原始数据归类难题，

提高信息抽取与处理能力，对全源数据进行综

合、评估、分析和解读，运用分类、聚类等算法，

将低密度信息 “ 提炼 ” 成高密度信息，将人工 “ 不

可把握 ” 的大数据快速变成人工能够解读的 “ 小

数据 ”，缩短情报生产链条。

2.2.3  建立智能化科技情报分析工具系统

大数据背景下，科技情报工作的重要使命

是助推科技决策领域的深刻变革，实现科技决

策的科学化和最优化。在数据 — 信息 — 知识 —

情报 — 决策的现代科技情报链条下，数据对

情报与决策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现代决策

对数据信息的依赖越来越强。因此，科技情报

工作将更多地依赖于数据挖掘为主的人工智能

手段，在系统科学的指导下，通过专家系统发

现关联，找到规律，辅助实现智能化、精准化

决策。可借鉴钱学森提出的 “ 综合集成研讨体

系 ” 等系统科学思想，将情报专家的思路和方

法编码化、程序化，探索建立 “ 事实数据 + 工

具方法 + 专家智慧 ” 的智能化情报分析系统 [7]。

通过智能化情报分析工具系统的应用，实现人

机结合下的智能化 “ 去伪存真型分析、对比分

析型、见微知著型分析、由此及彼型分析、化

零为整型分析 ” [8]，建立智能化决策情报支持

系统。

2.3  不断提升情报判读能力与科技情报

服务水平

科技情报分析是通过将信息转化为科技情

报以满足用户情报需求的过程。其中，情报洞

察力（Insight）和判断力（Judgment）是整个科

技情报链条生产的核心，决定着科技情报服务

能力水平的高低。互联网 +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如何在数据洪流中，在不同格式和不同来源的

数字面包屑（Bread Crumbs）[9] 中找到属性关联、

概念群关联、长程关联等项集联系，通过机器

学习模拟专家思路分析问题并预测问题，从小

数据上升到决策建议，让数据变成洞见，这对

科技情报人员的数据关联与分析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科技情报人员需要通过提升科技情

报产品的时效性、提升科技情报任务的自动处

理能力、丰富科技情报的可视化，提升科技情

报服务水平。

2.3.1  提升科技情报产品的时效性

时效性是情报仅在一定时间段内对情报用

户的决策具有价值的属性。也就是说，在不同

的时间段，同一情报的重要性和价值性有很大

的差异。同理，科技情报价值的大小、科技情

报服务水平的高低与科技情报的时效性密切相

关。如何通过智能化情报系统的运用，提高情

报产品的时效性，提升智能服务能力，是情报 3.0

时代科技情报工作的重要目标。

2.3.2  提升情报任务自动处理能力

建立情报任务自动处理系统是提升任务自

动处理能力的重要途径。情报任务自动处理系

统包括观点的自动整理、自动摘要与自动简报

的生成，采集 — 加工 — 分析 — 输出链条的自

动调转与衔接等方面。以计算机技术应用为核

心，建立自动检索、自动编辑、多种文字自动

翻译与输出为一体的科技情报任务自动处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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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情报任务自动处理系统能大大缩短科技情

报生产的周期，提高情报生产效率。

2.3.3  丰富科技情报的可视化

情报的可视化是应用视觉表征等手段，通

过易于人工判读的方式展示数据、信息间的复

杂关系、潜在信息以及发展趋势。恰当的可视

化形式可协助情报需求方更好地理解、重构和

应用情报信息，从而促进科技情报的传播与应

用。可视化技术目前已应用在情报研究的信息

检索过程、信息组织过程、信息分析过程和信

息服务过程中 [10]，尤其是在情报产品的展示上。

科技情报的可视化领域是情报 3.0 背景下科技

情报工作的重要关注点。 

3  结语

情报 3.0 背景下，科技情报的生产已由传统

的线性生产模式转变为一个多循环、多重反馈

的动态交互式生产过程。科技情报 “ 耳目、尖

兵、参谋 ” 作用的发挥，需要科技情报工作各

环节协调处理、有机配合方能完成。其中，数

据以及相关信息的采集是科技情报工作的基础，

数据信息的处理和加工是科技情报工作的关键，

情报的分析与判读是科技情报工作的核心，情

报的传递与展示是科技情报工作的目标，而影

响需求方的战略决策则是科技情报工作价值的

最终实现。情报 3.0 背景下，科技情报工作应继

续坚持适当原则，将精准的情报以适当的形式、

在适当的时间、送给适当的用户，不断优化科

技情报工作流程，推动大数据时代的科技情报

工作向智能化、大众化、去领域化方向发展。

科技情报工作应紧密围绕判读这一情报工作核

心业务，大力推进情报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提

高情报人员情报判读能力，围绕跟踪与预测科

技及相关产业相关进展、揭示学科乃至产业发

展状况、评估机构与人物创新产出等维度，不

断提升科技情报服务水平与科技决策支持力度，

推动科技情报工作从支撑科学研究向支持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一更高的层面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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