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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工程要持续激发增强型业务

人类正面临一个增强型业务实时涌现时代。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工作环境，软硬件都在加速

更新进步，为处置问题、临场决策提供了越来越

好的条件。现代以电子信息通信技术（ICT）为

代表的科技进步如此之快，以至于一些建设项目

或工程在完成之际，就必须考虑有关配置需要升

级换代的问题。于是，增强型资源、增强型手段、

增强型功能等正成为许多新业务系统必须予以充

分考虑的事项。有些数据型组织更愿意把 AI 称之

为增强型智能（Augmented Intelligence），强

调有别于过去的人工智能，更加体现了人们对增

强型功能演进的偏好。人们在设计之初预留的空

间就包含有对增强型业务的考量。这种考量愈是

充分深入，新事物系统的生命周期就会愈长久。

但人们面对诸多新情况、新问题，还是预感到应

对能力、抗风险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因为

现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因素的整体联通性超过已往

任何历史阶段，即便是已预想到的风险、已处置

过的问题，也会在显现的方式、内容、规模、融

合性、波及面、次生反应等层面产生全新的挑战。

增强型业务正规模化地进入到组织体系的顶层设

计当中，它随时准备为应对可能的“需求 +”、“风

险 +”或“问题 +”而发挥应有的作用。

情报业务或工程是一个组织体系基础性设置，

即要全方位满足标准业务的需要，更能够针对性

地服务于不断衍生的增强型业务。情报工程、情

报服务应指向组织系统所有的业务，包括未来的、

潜在的业务。在此方面，情报工程不存在标准版、

专业版或增强版的区分。不是说，未来因为有更

多的增强型业务需求，我们再来设计开发增强型

的情报工程。所以我们主张，现代情报工程从一

开始就要准备涵盖增强型业务需求。但问题在于，

情报先行的逻辑又要求情报工程或业务在组织还

没有完全明了增强型业务框架之前，就要预先充

分考虑到未来的业务场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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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们还需要明白两个事情。其一，越

来越多的增强型业务，不是附加式、备胎式、防

火装备式的设置，也不是“几合一”那种的简单

的组合，而是内生内置于组织系统之中；其二，

一个组织系统功能的升级演变，就是其老的增强

型业务转变为标配业务，又不断开发新的增强型

业务的过程。情报工程必须能够应付这种转变过

程。如果转变是组织的宿命，情报工程应该主导

或引领这类转变。

只有应付还是不够的，情报工程还要能够激

发、引领、甚至孵化新的增强型业务。人类社会中，

新事物涌现有其自然属性一面，更有其人为选择

一面。一个群体组织的情报能力需要为这种人为

选择提供必要的引导力。现在的“大数据 + 情报”

架构已激发、孵化了诸如增强型分析、增强型图谱、

增强型数据管理、增强型词库、增强型算法库等

系列的新方法或手段，籍此已将数据作为服务、

分析作为服务、算法作为服务等业态推向实用化、

场景化轨道，同时还在不断激发出许多新型业务

板块。特别是进入到创新驱动、数据驱动时代，

许多引领型业务就源自情报业务的先行探索。

本期共收录 10 篇论文，大家会领略到情报

工程对增强型业务的观照。其中情报学博士生论

坛专题稿件 3 篇，分别从微博用户兴趣差异识别、

海外网络用户新闻评论机制、大数据与创新双驱

动的知识创新服务等视角，着力分析了用户的兴

趣点、评论行为和需求，探索情报分析和信息服

务的可行之径。其他收录的论文分别就颠覆性技

术识别预测、供应链风险识别、学者兴趣标签识别、

微信用户信息共享行为影响因素、中国国际科研

合作现状、技术竞争情报研究现状、图书情报领

域研究热点等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并提出新的

论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研究对于新时

期情报分析提供了借鉴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