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ITORIAL 主编寄语

情报工程就是把数据驱动贯彻到底

2016 杭州 G20 峰会发出了“G20 数字经济发

展与合作倡议”，“数字中国”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2017年，中国又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接下来，数字经济、智能社会成为两年来的跨界热词。

有的研究认为中国已进入数字经济的“全盛时代”，

正在开启新的智能时代。研究归研究，结论也可讨论，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世界正加速迈入数字经济、

智能社会，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数据资源化、资本化，

正成为科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组

织的核心管理或治理议题。

数据资源化、资本化还只是 1.0 阶段的问题，

接下就是数据驱动的管理过程、业务模式开始豋堂

入室。数据驱动在软件或网络系统开发、运行中是

很好描述和理解的一件事。但对于现实的业务机制，

数据驱动若真是操作起来，将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

系列可能的颠覆性后果。因为数据驱动意味着，只

要数据到位，将会自动引发设计好的系统行为，以

即时的反应来搜索、获取、处理、传播数据，进而

实现系统的目标功能，甚至可让系统自动巡航、自

动迭代、自主纠错、自适应运行。对于一个组织而言，

数据驱动会启动和引导既定的业务模式来实现组织

目标、创造收益。我们原有的组织机制常常是以手

动档来驱动组织系统，即一旦达到相应指标就更换 2018 年 10 月 于北京

一档。而数据驱动将把系统或组织运行推入无级变

速时代。当然，数据驱动作为一种技术体系也必须

为人类整体目标服务，但个体则必须适应数据驱动

所带来的新变化新挑战，因为未来整个的组织都要

适应这种变革。不适应的，自然被颠覆掉、淘汰掉。

面向数字经济、智能社会众多发展议题，情报

工程将迎来可以大有作为的良好时机。当今在数据

资源、算法资源、场景资源日益丰富的时代，情报

的价值愈加凸显。情报以数据驱动触发信息不对称、

决策和行为反应方面的作用更是无从替代。这也是

情报的功能性定义：可触发信息不对称、决策和行

动事物的即为情报，可以是符号、数据、信息、知识、

器物等。由此来看，情报工程的作用就是通过系统的、

严谨的、人性的工程化设计来保障数据驱动的整体

性、一致性、有效性。一句话，就是在新型的组织

系统内把数据驱动贯彻到底。因为数据驱动不仅是

理念、是原则、是技术方案，而是人机融合的方式。

主张数据驱动不是为了被数据牵着走，而是通过情

报工程这样的系统设计，想方设法让有所指向的数

据在指定时间以指定的形式出现在指定场所。只有

这样，任何组织在大数据时代才能运用好大数据、

治理好大数据。

知识组织和知识服务是情报工程的基础性业务。

提高面向数据驱动、体现数据驱动要求的知识组织

和知识服务，应成为情报工程设计近期重点关注的

方向和内容。希望业内能更深入地面向各种知识对

象体悟数据或大数据的意义，能认知和运用数据驱

动的技术规律、价值规律，升级相关的知识服务水

平和能力，面向数据驱动的知识组织和表征、数据

驱动的过程管理、数据驱动的创新创业、数据驱动

的科技服务、数据驱动的决策和执行、数据驱动的

政策与治理等重点方向业务做好针对性的知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