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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R 理论视阈下应急响应中的情报失误成因探析 
——以国内A市突发事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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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情报是影响应急响应效能的重要因素之一，情报失误往往也是造成应急响应不及时和决策偏差的

主要因素。因此，研究情报失误的成因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 过程 ] 首先，分析了情报失误的内涵及定义。其次，基

于 WSR 理论，深入剖析了情报失误的成因，构建了情报主导的应急响应模型，概述了情报失误的规避方法。最后，通

过案例诠释如何提升情报在突发事件中的响应效能。[ 结果 / 结论 ] 造成情报失误的原因（物理、事理和人理）贯穿于

情报链的各个环节。规避情报失误应“对症下药”，才能提升应急管理效能和水平。构建相互嵌套融合的情报服务体系

是保障应急响应效能的重要路径。为避免或减少情报失误，唯有持续探索和发现情报失误的规律，才有助于提高情报分

析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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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Intelligen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mergency response, 

and intelligence failure is often the main factor that cause untimely emergency response and decision-making deviation.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intelligence failures. [Methods/Processes] Firs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definition of intelligence failures. Secondl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intelligence failures and con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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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lligence-oriented emergency response model based on the WSR theory, then briefly outline the methods of avoiding 

intelligence failures. Lastly, explains how to improve the response efficiency of intelligence in unexpected disaster events through 

case studies. [Results/Conclusions]The causes of intelligence failures run through all aspects of intelligence chain. Only by 

finding specific ways to solve problems can the intelligence failures be avoided. Building a nested and integrated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emergency response. In order to avoid or reduce intelligence 

failures, the only way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 is to sustainably explore and find the law of 

intelligence fail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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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的主要资源 [1]。在现代应急管理工作追求全过

程、动态化、综合化和专业化的模式背景下 [2]，

情报不仅是应急管理的重要依据和手段 [3]，还

是应急响应的“千里眼”“顺风耳”[4]，缺失情

报的应急管理如同无源之水 [5]，是导致应急响

应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在当前的大数据

时代，面向应急管理的情报获取与应用并非难

事，但在现实场域中，导致近年各类突发公共

事件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却是情报获取的“非

充分性”[6]。此外，研究表明，目前参与应急管

理中的情报工作多作为一种辅助性手段或者仅

为单一案例服务 [7]，极易导致情报服务的机械

性和被动性的产生，进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

效。因此，即使应急决策者已掌握足够多的情

报，也不能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 [8]。究其实质，

在应急管理工作中，供给者的努力固然重要，

但需求侧（领导用户决策群体）的制度设计才

是关键。为此，剖析应急响应中情报失误的影

响因素，目的不仅在于强调情报支持应急管理

行为，还寄期情报工作能在应急管理中真正实

现“超前预防”“耳聪目明”和“精准施策”。 

情报失误是永恒的情报研究主题 [8]。几十

年来，国内外对情报失误的研究层出不穷。但

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局限在国家安全和军事战争

等相关少数领域，如基于情报预警流程视角分

析军事行动中的情报预警失误 [9,10]，通过探究美

国突发事件，探讨情报机构在事前预警及事中

反应过程中的情报预警失误成因等 [11,12]。遗憾

的是，在安全情报学领域开展的情报失误研究

却较少涉及。尤其缺少对如何规避情报失误的

确切答案和比较深入的研究 [13]，使得本应在突

发危机治理场域中实现风险抵御功能的情报却

孳生出诸多风险湍流 [14]。深入剖析面向突发事

件防控的情报失误问题，将有助于打好面向如

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这类重大疫情防控的“情

报战”，进而规避或降低风险带来的伤害 [15]。

综上所述，学界尽管已对情报失误问题逐

渐重视和讨论，但以下议题仍有研究空间：   

①没有深入探讨嵌入式协同情报在应急管理中

的权责，未能较好地从嵌入式协同角度回应危

机预警和应急响应的情报失误问题；②现有研

究较少从反面出发审视情报失误过程，尤其缺

少以新冠肺炎疫情这类高度复杂性非常规突发

事件为例进行系统梳理，亟待以情报学协同管

理学理论角度进行补充。鉴于此，本文结合情

报学相关理论（如安全情报认识论、安全情报

组织理论等），综合运用 WSR 理论和案例分析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4.003



WSR 理论视阈下应急响应中的情报失误成因探析——以国内 A 市突发事件为例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3 年·第 9 卷·第 4 期 031

方法，以新冠肺炎疫情非常规突发事件为例，

阐释面向应急管理的情报失误的内涵与原因，

进而提出情报失误模型，以期为规避应急管理

中情报失误提供有效依据，从而彰显情报在支

持应急管理中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1　应急响应中的情报失误内涵

尽管自 1941 年美国珍珠港事件后，“情报

失误”的研究热度就不断增温。但至今为止，

对于情报失误的概念却没有统一。笔者认为，

如果想真正了解情报失误的内涵，就必须先理

解情报本身的意义，进而才能总结出情报失误

的内涵。为更加贴近情报失误的缘起，这里引

用《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的解释，“在信息

搜集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思考、甄别、重组

获得解决特定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谋略的科学

研究活动”。换言之，情报的价值是依据所提

供的知识和谋略是否真正能解决特定问题。但

外部环境和自身综合素养的变化及差别，使情

报失误注定从一开始就不可完全避免。美国众

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麦可·特纳斯曾指出 [16]，情

报失误可能出现在情报流程的每一环节，可能

因搜集工作出现问题（如数量不足、不及时等）、

也可能出现在分析问题（如情报人员的综合素

养、认知等），还可能出现在分发问题（如情

报组织问题、情报制度问题等）。

从情报视角来看，情报失误的发生既涉及

情报的生产阶段（如搜集、分析、处理等），

也存在于情报的吸收与转化阶段（如传递、利

用）以及反馈等环节 [17]。从实践来看，情报失

误具有多元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特征。那么，

也就是说情报失误归因可能源于体制机制问题，

也可归因于情报政治化等深层次因素，还可能

源于情报对象的反情报因素等。

情报失误界定的困难源于研究角度的多样

化，使得从不同视角探究情报失误的概念各有

差别。但基于普遍共识，情报失误可发生在情

报工作的各个环节。基于这一认识，许多学者

借助“情报流程”“事件周期”等术语解释情

报现象，并以此作为识别情报失误的工具 [18]。

一语以蔽之，结合安全科学与情报科学相关学

术概念，本文将应急响应中的情报失误定义如

下：在危机管理全过程中，未能做到全面准确

地收集、严谨科学地分析、稳定精准地传达、

及时果断地使用情报，导致应急管理失败（如

发生灾害性事件）的现象 [19]。为了有效规避情

报失误及其导致的突发事件应急决策失误的情

况出现，提高情报工作质量，必须首先明确应

急响应中的情报失误成因。

2　应急响应中的情报失误成因框架

2.1　应急响应情报失误原因

面向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响应的情报活动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人力、物力、财力等要

素的相互协调和融合。需具备“懂物理、明事理、

通人理”的系统框架，这是构建突发事件快速

响应情报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落脚点 [20]，即

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情报体系中，情报作为

最主要的要素，不仅仅要研究情报本身，更要

研究情报运行过程中相关的“人、事、物”[21]，

进而形成情报（决策产品）。

CAUSE ANALYSIS OF INTELLIGENCE FAILURES IN EMERGENCY RESPONS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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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事理—人理（Wuli-Shili-Renli Sys-

tem  Approach，WSR）系统方法论是具有中国

特色的系统科学思维，在社会经济、评价管理

及突发事件等重大复杂问题方面都有广泛应用
[22]。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情报活动需要在考

虑内外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分层管理，而 WSR 方

法论在解决问题时强调“先整体认识，再分层

研究，最后综合解决”，两者具有一定的相似

性 [23,24]，并形成了一定的对应关系。

从 WSR 方法论角度来看，物理表示情

报自身层面的因素，即情报资源、情报方法

和信息技术系统等；事理是解决如何快速响

应的问题，指组织间的协同配合机制和服务

方式等；人理表示快速应急情报体系中人员

（决策人员、领域专家、情报人员）的各方

面素质，包括专业技能、思维方式和文化素

养等，是解决如何获取并分析情报的问题。

由此，可将 WSR 方法论与情报服务嵌套融

合，进而形成应急响应情报失误主要原因（见

表 1）。

表 1　基于“WSR系统方法论”的应急响应情报失误主要原因 [25,7]

WSR方法论要素 研究焦点 分析目的 情报失误原因 内涵注解

物理（W） 是什么 追求真相 情报自身因素 情报的滞后性、模糊性、文化差异等

事理（S） 怎样做 提升效率 情报环境因素 机制缺失、制度不完善、环境混乱等

人理（R） 如何更好去做 危机意识 情报人员因素 主观意识、思维误区、技术能力等

2.2　应急响应情报失误致因模型

例如，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演变过程中，以

情报为主导的应急管理工作往往很难发挥出理想

的作用（如未能严谨科学地分析、未能稳定精准

地传达等等），且发生失误的原因复杂多样，进

而导致应急决策部署接连“失灵”。尤其像新冠

疫情（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这类高度不确定性

的非常规突发事件，更是“突破”了危机管理三

阶段理论，从而出现了突发事件的引发期和演化

期。应对该类突发事件，须将情报工作环节与突

发事件应急决策过程进行匹配。例如，首先要明

确事件的风险要素（性质、成因等），进而制定

应急管理目标，即风险是什么（物理方面），如

何处理风险（事理方面）和怎样做到最好（人理

方面）。然而实践中，情报未能起到先知（情报

先导）、资源序化（情报聚合）、辅助决策（情

报预警）等作用，主要因为突发事件中的情报体

系在“懂物理（安全情报属性）、明事理（安全

情报环境）、通人理（情报人员综合素养）”三

方面的缺失（见图 1）。

基于上述认识，只有明晰突发事件应急管

理中的情报失误成因、影响及演化的关键要素，

才能在实际治理中有的放矢。

1）自身（物理）层面。在应急响应中的情

报往往具有滞后性、模糊性等特点，使得情报

失误在所难免。只有“鲜活”的情报才是真正

具有价值的。突发事件发生时，往往伴随着海

量的安全数据和情报征候，情报人员如何从这

些信息中快速、准确地挖掘潜在的“风险 /危机”，

进而形成高价值情报产品，是应急决策正确与

否的必要前提。例如，在情报采集阶段，任何

一个事件可能都是“情报”，却不能单独构成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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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感知的支撑要素。因为对是否出现风险需

要依托足够的数据和主动的发现（如安全情报

感知）。也就是说，情报人员唯有对事件发展

态势有了一定了解，且相关征候已显现，才有

可能对危机因素进行搜集与分析。此外，某些

突发事件的征候隐匿性较强，又掺杂在一些无

用的信息之中，往往将情报异化，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情报搜集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进而导致

失误的发生。可见，情报自身因素导致的情报

失误是应急管理工作中的“硬伤”之一。

潜伏期 诱发期 爆发期 演化期 恢复期

突发事件
（以公共卫生事件为

例）

WSR方法论 物理 事理 人理

情报失误因素

懂物理 明事理 通人理

自身因素
滞后性

模糊性

…
环境因素

官僚主义

协同机制

…
人员因素

综合素养不足

认知闭合

…

应急管理结果

缓报和瞒报

应急响应不及时

…

分析与评估失误

陷入思维误区

…

预警监测失败

影响决策部署

…

事件危机要素 物理

要素

有害信息

信息强度

…

事理

要素

制度政策

沟通渠道

…

人理

要素

知识结构

业务能力

…

图 1　应急响应情报失误逻辑

2）环境（事理）层面。情报机构所处的

大环境对情报的获取、分析存在巨大影响，理

性和客观的运行环境是情报发挥应有价值的必

要保障。在实际工作中，情报人员往往受情报

机构的指派开展工作，并向情报机构提供情报

产品，以此支撑安全管理的实施 [26]。受应急管

理部门官僚主义及组织管理失误等影响，情报

提供者很可能制造出符合决策者胃口的情报，

也就失去了理性客观的运行环境，这不仅会阻

碍防灾减灾决策的快速响应，失误概率也会增

加。同时，我国虽也颁布了《中国人民共和国

国家情报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使情报

主导的国家社会安全与防控减灾工作逐步法制

化，但仍不是很健全。尤其在重特大突发事件

中暴露出一些漏洞，如应急管理工作存在“一

刀切”“领导思维”现象，这类问题也从侧面

影响了突发事件中的情报共享与利用，成为法

制保障不足导致情报失误的重要因素。例如，

在新冠病毒快速传染期间，数据被分布在不同

部门、不同领域，亦正如此，不同省市、不同

CAUSE ANALYSIS OF INTELLIGENCE FAILURES IN EMERGENCY RESPONS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WULI-SHILI- RENLI SYSTEM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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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不同部门的数据采集类型、采集标准、

采集方式等存在较大差异，这也成为公共服务

应用系统实现畅通的较大的障碍。同时，政府

部门、情报机构、行业企业间的数据流通共享

制度也尚不完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尚不健全，

导致政府间安全信息协同与联合管控难以实现，

获取的“危机情报（如数据）”难以实现其价值，

从而造成了本应由情报引导的防控工作多次错

失最佳时机。

3）情报人员（人理）层面。美国中央情报

局分析专家小理查兹·霍耶尔认为，人类思维并

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有效应对内在和外在的不确

定性 [27]。即便情报人员能够警惕偏见，也很难

对不确定性事物做出有效的应对，情报人员需

要借助特定的方法及技巧，才可能帮助自己提

升更高层次的批判性思维，进而更科学地分析

那些缺乏翔实信息且时常被故意扭曲的复杂问

题 [28]。这种批判性思维的目的在于审视情报分

析人员的思维过程，确保不同观点不被忽视，

从而减少认知错误 [29]。因为错误的思维模式如

果发生在初始阶段，不管后期如何努力，都无

法规避情报失误的发生，从而影响应急决策。

例如，在某些城市的情报传递过程中，情报受

到“权威”声音或“团体思维”影响，掩盖了

事件的真实状况，碍于权威的研判和“团体思维”

的一致性压力，很多情报“研判”选择了妥协

或沉默从众的消极做法，使得决策者获得的决

策依据（如情报产品）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

情报人员的动态情报（安全）感知和研判应融

入不断变化发展的时间中，以此作为判断的“思

考食粮”，强化的思维能力亦是危机预警和防

范事件及后果扩大的有效方式之一。尽管情报

人员的警戒（预警等级）不可超过专业人员的

警戒范围，情报人员的追踪工作则必须超过专

业人员，这是合理的“社会冲突”。

3　案例分析：灾害性突发事件应急
响应中情报失误的实例分析

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事件本身更具有

突然性、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特点，其一旦

爆发往往会严重威胁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因

此备受关注。基于此，本文选取国内 A 市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事件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注：时间、

个别事件存在变异）。该事件不仅是典型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且属于应急管理的范畴。以

其作为实例分析，不仅能清晰发现“情报失误”

的根源，更能诠释如何提升情报在灾害性突发

事件中的支撑效能。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预警作为危机管理

的“前哨”，其对预测可能发生的危机及其危

害程度，督促社会工作做好应急准备，启动应

急响应行动等发挥了重要功效。及时的预警可

最大限度地降低危机所导致的损失，为有效应

对危机赢得宝贵时间。因此，这也是下文选取

新冠疫情危机预警中情报失误的源起。

2020 年 10 月 8 日，A 市出现了第一名不明

原因肺炎患者，10 月 18 日，该市卫健委发布《关

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

就不明原因肺炎情况发布通报。随后 A 市卫健

委发布突发事件知识问答，指出尚未发现明确

人传人的证据。10 月 20 日，S 医院出现了医护

人员感染病例。10 月 23 日，为尽快查清病源，

消除社会恐慌和保障人民安全，A 市委托信息

机构和疾病防控中心等，分别着手收集如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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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生活史、交通史等易被忽视但又易导致病

毒快速传染传播的征候情报。11 月 4 日，A 市

卫健委发布消息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而

此时的情报人员虽已尽力对焦致病的各种信息，

但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这类“未知之未知”

的突发事件，安全感知仍难以准确及时监测到

诱发风险的征候。直至 11 月 18 日，某重要媒

体发布了源引呼吸内科专家的判断：此次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存在人传人的现象。但因为前期

的情报“失误”，进而导致危机决策的滞后和

混乱，未能将灾害性事件削弱和有效控制事件

的传播和危害范围。通过总结评估经验，笔者

认为，A 市情报所在危机预警情报方面，主要

体现出以下方面的失误（见表 2）。

表 2　基于WSR方法论的情报失误

WSR方法论 情报主要工作 研究焦点 失误主要阶段 失误主要原因 严重后果

物理
各类情报资源（数据库、案例库

等），突出信源的全面性
是什么 潜伏期

信息过载且失真、
情报工作滞后…

监测不到风险
情报

事理
构建危机预警情报体系（围绕疫情
现场信息、防疫基础保障信息、防

控决策信息）
如何做 引发期

官僚主义、应急机
制缺失…

危机预警难以发
布、决策失误

人理
预警快速应急响应（突出人员主
体的知识、能力、任务和利益结

构等）
最好怎么做 爆发期

综合能力不足、个
人思维误区…

难以获取价情
报、情报失真

3.1　疫情潜伏期的情报失误

非医疗领域背景的情报人员警戒范围的“缺

席”导致信源采集的“模糊”和“随意”成为

情报搜集的起点，使得情报机构对这种模糊的

收集任务无从下手，即情报人员“无从知道”

到底存在哪些风险，当然更难监测到诱发风险

的信息 / 表象 。因此，作为输入性病毒早期危

机预警的吹哨人（情报），却未能真正发挥其

效用（滞后性）。

例如，当新冠肺炎病例刚出现时，大量关

于新冠病毒的关键情报（如来源、发病病理、

传播方式等）在短时间内都无法被领域专家明

确，导致新冠疫情危机预警情报所需的关键“方

向”和“征候”的疫情情报缺失严重，加之要

对部分安全情报进行保密等客观制约因素，使

得“信息迷雾”加重。此外，一些“未被证实”

的信息在后来被证明是有利于预警的重要危机

情报（如新冠病毒具有人传人特性），也由于

种种原因，未能及时确认、挖掘和利用，导致

了疫情不断扩大蔓延。

3.2　疫情引发期的情报失误

由于忽视了媒体的“监督”和专业领域人

员的“警示”，造成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的

危害性估计不足，那么，危机产生便是偶然中

的必然。但是，本应能在突发事件发展变化中

发出预警的情报，却再次“缺位”。这主要源于，

应急管理决策主体往往位高权重且掌握大量资

源，导致一些情报人员不得不说违心话、一切

按“领导指示办”。也因如此，在 A 市爆发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事件中，情报本应“前移”

的第一道关口错过了，之后用于“预警”的最

后一道大门情报人员依然没能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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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急防控相关情报部门组织协同管理

来看，公安、消防、医疗等相关部门之间的

情报资源共享途径严重缺失，进而导致部门

之间应急响应中的情报资源不同步、协同防

控不顺畅。例如，早期的新冠肺炎患者诊断

和收治之间未能做到无缝衔接，造成了一定

交叉感染 [29]，从而导致被感染者数量不断攀

升。同时，当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夜”，

有个别医生凭借专业素养和职业敏感，及时

向医院上级及外界发出了防护预警（情报），

但却并未引起管理者的高度重视，甚至还出

现了刻意隐瞒恶劣行为，延误了最好的预警

时机，让一次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了一次公

共卫生危机。这或许不仅是情报工作中“无

奈的悲哀”，还有作为处置突发事件防控管

理部门的诸多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3.3　疫情爆发期的情报失误

相关决策人员因个人认知的有限性，过分

依赖程序化思维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这类非

常规事件（如直到呼吸专家判断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病具有人传人特性），进而影响了情报

人员的收集方向和分析方式，造成了严重情报

失误。

在此阶段，从未发现人传人证据，到不能

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再到领域专家确认人

传人，在这不断“变化”的公告下：“能否人

传人”“有限人传人”“能人传人”的边界是

什么……直接影响了情报人员的安全感知。也

正由于情报人员对“安全”情报理解的偏差，

从而未能对新冠疫情事件做出及时防控预警与

有效的应对措施建议，最终导致新冠疫情的全

面爆发（情报失误）。倘若当专业领域专家（如

医疗专家）在做出“能人传人”的判断后，情

报人员能及时准确地将掌握的情报与之前的病

例认定标准（如核酸检测、CT 影像等）、防疫

措施（如治疫方法、药物与疫苗信息等）相关联，

就有可能减少新冠疫情带来的损害。但在疫情

爆发阶段，情报的不可知、不可流、不可用等

问题，让这些理想的情报产品（如危机预警、

防疫措施等）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进而也

就出现了情报失误（如指挥不灵、反应迟钝等）。

这也恰恰印证了合理的“社会冲突”，是对“情

报人员的警戒不可超过专业人员的警戒范围，

情报人员的追踪工作则必须超过专业人员”的

“阐述”。

4　应急响应中情报失误防范对策
探讨

快速响应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核心，而

情报是快速响应的重要依据。在以往的情报服

务中，存在各类情报失误（如情报失真、情报

安全感知失察等故障），使得本应在危机决策

中化解风险的应急情报却孳生更多的情报衍生

和次生风险 [14]。那么，情报人员如何在诸多不

确定性背景下迅速搜集和处理海量数据和信息，

通过供给有效的应急情报产品，为政府部门和

相关组织机构提供决策支撑 [30]，进而打通应急

情报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关键环节，值得业

界深入探讨。因此，本文运用 WSR 方法论，从

疫情防控中的情报属性、情报环境和情报人员

3 个维度出发，构建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防控

中的情报失误规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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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理层面（W）：不断深化对突发事件

征候情报的认知度。第一，要适应灾害性征候

固有的客观属性，才能提高对灾害与情报征候

的搜集速度，以此不断缩短搜集过程中的时滞；

第二，要强化对突发事件征候情报分析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减少甚至避免因目标不明确或分

析不深入而出现的遗漏或缺失问题；第三，情

报人员需增加对跨文化跨领域的安全情报文化

的摄入，便于做出合理科学的研判。

在事理层面（S）：完善应急管理中情报制

度与组织保障，强化专业领域人员的“警示”

作用。其一，有必要对我国现有的灾害管理协

调机制进行整合，充分实现“传递—协调—共

享—监督”的有效联合机制，在应急管理法律

规范方面，尽快明确情报工作的权责，为快速

应急响应提供一个良好的运行保障环境；其二，

加强各层级、各部门之间的应急响应统筹工作，

合理安排人才资源的配置，不能固步自封 [17]。

此外，还应杜绝官僚主义和简化行政审批流程，

监督部门要落实责任，废除繁琐和僵化的规章

制度，以便优化情报传递环境，实现快速应急

响应，降低发生情报失误的频率。

在人理（R）层面：提升情报人员的综合

素养，打破认知闭塞。首先，情报人员要积极

培养自身跨学科的情报意识，了解处置不同灾

害性事件的战略和措施，并能对不同类别的突

发事件的征候有一定情报感知。其次，不断加

强交流与学习也是提升自身专业技能的一种方

式。再次，在日常情报工作中，需警惕思维误

区（如先入为主、狼来了综合征 [24]），多锻炼

和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理念，在面对复杂

多变的情境时，能独立、理性和客观地收集分

析情报（如征候）。

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的潜伏期，情报人员

可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方式，从中

洞察和捕捉潜伏的各类风险，进而发现差异

性变化，提高收集疫情数据的能力，进而缩

短获取疫情情报的过程。同时，借助相应情

报方法和专家、文献库，筛选甄别出真实有

价信息，也可鉴别疫情相关舆情的真伪。同时，

情报人员应不断通过如技术交流、自我学习

等方式，提升个人的专业技能（如情报收集、

分析能力）。并在日常学习工作中，着重对

情报人员的情报思维和认知闭合误区等进行

专业培训，逐步提升情报人员的全局性动态

思维，以此防止其在疫情工作中受思维误区

的干扰。针对疫情爆发初期安全情报甄别难

度较大的问题，除了强化国内一线医院的疾

病识别和直报系统外，还要接受政府、公众

及媒体的监督，不断完善现有应急管理相关

法律法规中对情报工作权责不清的问题，确

保疫情情报信道的畅通。并在一定程度上赋

予地方政府真实及时公布如新型冠状病毒传

染病疫情事件的权利与义务，也是有效防止

那些潜伏在突发事件前期未被及时发现和利

用的情报被“官僚主义”停滞的重要措施之一。

情报是应急管理的基础，对突发事件尤其

像新冠肺炎疫情这类非常规突发事件的防控治

理研究至关重要。从情报服务视角提升应急管

理和社会综合治理水平，实质就是突出要树立

“情报驱动”（主导）的战略理念和构建“大情报”

导向（指挥）的应急管理格局，以此规避应急

响应中出现的情报失误、指挥不灵、反应迟钝

等基础性缺陷和核心功效不足等问题。

CAUSE ANALYSIS OF INTELLIGENCE FAILURES IN EMERGENCY RESPONS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WULI-SHILI- RENLI SYSTEM APPROACH 



INFORMATION ANALYSIS情报分析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3 年·第 9 卷·第 4 期038

5　结语

作为情报主导的应急管理逐步受到业界关

注，只有明晰应急管理中情报失误的主要因素，

才能有效防控灾害性突发事件的影响，情报失

误致因研究刻不容缓。本文根据情报失误的内

涵重新审视了其定义，分析了情报失误的成因，

构建了情报失误逻辑体系，并从物理、事理、

人理三个层面对情报失误致因展开了深入探讨，

扼要概述了情报失误的规避策略。最后以案例

诠释如何提升情报在灾害性突发事件中的巨大

效能。本文既可为应急管理中的情报服务研究

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也可为以情报主导的应

急管理工作提供实践依据。虽然基于本文研究，

无法给出应对应急响应中情报失误的完美建议

或答案，但首先认识到“错误”（情报失误），

才能尽可能于未来加以注意和避免。人无完人，

事无完事，我们有失误与犯错的权利，也正因

为我们仍不免会再次失误，所以才要继续完善

与研究情报失误的致因和规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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