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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情报方法论相关研究为理论支撑，提取情报方法的属性及相互关系，分析情报方法应用的一般

过程，在此基础上构建情报方法的概念模型，设计情报方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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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ttribute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methods are extracted and the general process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ce method is analyzed on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methodology, 

based on which the conceptual model describing intelligence method is constructed and the method base is 

de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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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断适应情报工作的新变化，情报方法也

在不断发展。一方面，文献计量法等情报学专门

的研究方法的外延在不断拓展，方法实施的客体

由文献数据向网络数据拓展；另一方面，情景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等其他学科的方法也被不断引入情

报工作中，充实了情报方法体系。随着情报方法

体系的不断扩充和方法数量的增加，在情报研究

和服务中，哪些方法可以达到研究和服务的目标，

这些方法有哪些功能，如何实施，对数据和实施

人员等外部资源有怎样的要求，有哪些局限性，

怎么弥补这些局限性等，是情报工作人员在选择

方法中常常遇到的问题。除了方法的功能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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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数据、方法之间的兼容或者互斥关系也分别

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目前，情报方法选用更多地

依赖于情报人员的经验和研究习惯，方法是否适

用只能通过经验判断或者不断尝试，造成了时间

的延误和资源的浪费。

本文以情报方法论相关研究成果为理论支撑，

提取了情报方法的属性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分析

了情报方法应用的一般过程，构建了描述情报方

法的概念模型，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情报方法库，

用于对情报方法进行组织、存储和检索。

1 相关研究

方法库是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将方法汇集起

来，以便于方法的组织、检索和调用。在决策支

持系统中，方法库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方法的

运行效率，实现决策过程中的资源共享，同时方

便进行方法扩展，从而使计算过程可以根据决策

需要从方法库中选择方法，从数据库中选择数据，

然后将结果输出，方法库因此成为决策支持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 [1]，并已经在成本估算、多目标

优化、工业设计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2,3]。方法库

一般由方法库管理系统、方法库和方法字典库三

部分构成。方法库管理系统的负责对库中管理的

各种方法进行集中控制，功能包括方法命名、分类、

合成、执行等；方法库负责对方法数据进行存储

和调用；方法库字典则集中管理方法信息，包括

对方法类别、方法功能、方法使用范围、调用形式、

参数等内容的描述 [4]。

方法库作为方法数据存储和组织的一种形式，

在数据挖掘领域得到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数据挖

掘方法的不断丰富、发展和广泛应用，国内外学

者尝试使用本体对数据挖掘方法进行组织，其

中有代表性的有 OntoDM、EXPO、DAMON、

KDDONTO、KD ontology 等 [5,6]。 数 据 挖 掘 本

体 在 复 用 Basic Formal Ontology（BFO）、OBO 

Relation Ontology（RO）等成熟本体基础上将数

据挖掘涉及的数据类型、算法、执行过程等要素

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抽象和组织，为数据挖掘方法

的组织、查询、使用、扩展奠定了基础 [7,8]。

决策支持系统中的方法库和数据挖掘方法本

体等相关研究为情报方法库的研究和设计提供了

很好的借鉴。然而与决策支持系统和数据挖掘系

统中的方法不同，情报方法来源更加广泛，不仅

有定量方法，同时也有大量定性方法，这些方法

同样需要有序的组织和存储。与此同时，由于情

报需求的多样性、情报方法来源的广泛性及情报

研究人员自身的研究水平和研究习惯等原因，造

成当前情报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和不规范性，情报方法库的建设将对以上现象的

改善发挥积极作用。

2 情报方法的属性及相互关系

方法论研究作为情报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一直以来是情报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内容集中在情报方法研究的范围、情报方法的形

成和发展过程、情报方法的来源、情报方法体系

的结构、情报方法的表现形式等方面。情报方法

由哪些属性构成，方法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是

对情报方法进行数据建模必须要回答的两个关键

问题，本文试图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提取情报方

法的构成要素和影响因素。

2.1 情报方法的属性

属性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及与其他事

物之间的关系 [9]。情报研究方法论是关于情报研

究方法的知识体系，其研究内容主要围绕方法品

质、性能、特点、适用范围、实施过程、注意事项、

优缺点、来源及方法之间的关系展开 [10-12]。以上

内容作为情报方法的固有性质，体现了方法之间

的主要区别，在具体研究中，也成为方法分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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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划分的主要标准以及情报方法选择的主要依

据 [13-16]，因而这些内容构成了情报方法的基本属

性。

2.2 情报方法之间的关系

情报方法体系对情报方法的研究范围和内容

进行了界定，探讨了不同来源、不同应用的研究

方法。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

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1，不少学者对方法之间

的联系进行了探讨，然而更多关于联系的研究焦

点在情报方法之间的类目关系方面，混合方法的

引入丰富了情报方法体系研究中方法之间联系的

类型和内容。除类目关系外，从混合方法研究目

的中可以看出，方法之间的联系至少还包括：三

角互证、互补、发展、验证和扩展 [17]。然而在方

法的实施过程中，方法之间的融合常常出现在研

究的某个过程或阶段，方法之间的混合也并非是

多个方法从整体上存在并行或顺序的关系，会出

现不同方法各个步骤之间的混合使用。例如在多

种方法的实施过程中，资料和数据的采集阶段都

可能会使用到问卷或访谈中的多个步骤。

尽管情报方法创新仍在不断加快，业已成熟

的情报方法，包括情报研究特有方法和其他学科

引进方法以及不依赖具体学科的一般方法，仍然

是情报研究和实践中的主流，并且已经通过大量

实践进行了检验。因此，情报方法研究的重心应

该逐渐从方法个体研究向方法之间关系的研究进

行转变，通过方法之间关系的揭示，综合、规范

的运用多种方法解决实际的情报问题，进一步提

高方法选用的规范性和方法实施的效率。

3 情报方法实施的一般过程

为使用灵活，并体现方法实施的一般性，本

文将方法定义为可以独立解决某一问题的思路、

途径、方式和程序。情报方法的应用需经历定义

任务、选择方法、实施方法和评估方法四个基本

过程（图 1）。

1 莫衡等 . 当代汉语词典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

图 1  方法实施的基本过程

情报方法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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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任务定义

情报方法是面向具体业务问题的，任何问题

的提出都有可能触发方法的选择和使用，这里的

问题从范围来看有可能是面向整个研究的整体问

题，也有可能是在研究过程中某个环节面临的阶

段性问题；从形式来看有可能是一段描述，也有

可能是几项要点。但无论是哪种范围或者形式，

都需要将这些问题经过概念化和操作化处理后，

转化为一组任务，以明确方法实施的目标。在此

阶段，输入内容为问题描述或研究目标，具体处

理过程是对问题或研究目标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

处理，最后形成一组任务列表，作为方法选择和

效果评估的依据以及方法实施的目标。

3.2 方法选择

当明确研究任务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如何

选择适当的方法去完成这些任务。方法的选择通

常受到方法自身属性、任务要求以及外部条件三

方面因素的影响。

（1）方法属性

客观来说，方法本身的属性及其与任务要求

相契合的程度是影响方法选择最关键的要素。常

见的方法属性包括方法能够解决的主要问题，方

法的适用条件，应用方法应满足的假设，方法的

局限性，方法对数据的要求等等。

（2）任务要求

首先是不同的任务类型对方法的要求，从任

务本身来看，包括描述型、探索型、解释验证型、

预测型、评价型、规划设计型 [17] 五种类型；从情

报研究的社会研究属性来看，情报方法解决的任

务包含解释型和描述型。无论何种划分方法，每

种类型都有其自身的特征以及对方法的要求，是

方法选择的重要依据之一。

（3）外部条件

方法选择过程中的外部条件是指除方法的属

性和任务以外，其他影响方法选择的元素。例如

评价研究中，如果数据完整、质量较高，同时任

务相关概念的界限清晰，能够进行较为精确的数

学描述，并且专家资源完备，这时可以考虑德尔

菲法结合层次分析的方法解决相关问题；如果任

务相关指标具有较强的模糊性，专家资源可获得

性较差，则应优先考虑模糊综合评判结合客观性

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

3.3 方法实施

方法实施是将任务定义、方法选择过程获得

的诸多要素，包括任务列表、任务要求、外部条

件、方法属性等内容作为输入，经过一系列处理，

形成能够满足任务要求的输出的过程。

（1）方法实施中的要素

方法在实施过程中包含两类要素，分别是数

据（DS）和针对数据的操作（OP）（图 2）。从

总体上来看，方法实施的基本步骤是得到输入数

据，对输出数据进行操作，得到操作后的输出数

据（图 1）。具体来说，操作过程是一系列输入

数据经过处理，得到输出数据的过程的总和（图

2）。此处提及的数据可能是定性或者定量数据，

也有可能是混合类型的数据，是所有作为方法处

理对象的资料或者信息的统称。

在方法的实施过程中，任何操作过程都可以

被分解为若干处理步骤，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中，

操作是指有明确的输入数据和输出目标的一次性

处理过程。这里所指的一次性处理，是指一个明

确研究方法、思维方法、计算公式、算法的调用。

例如在个案研究中，资料的收集是其中一个必要

的步骤，在该步骤中，对个案研究所要解决的问

题的描述指标是该步骤的输入，调查研究或其他

非介入性方法是该步骤的处理过程，指标对应的

数据即输出数据。如此构成一个完整的处理过程。

情报工程 第 1 卷   第 1 期 201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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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方法实施的过程

（2）方法实施中步骤之间的关系

在方法实施过程中，步骤之间存在两种关系，

即串联和并联。步骤的串联是方法中前一个步骤

的输出数据为后一个步骤的输入数据，或者是后

一个步骤的输入数据的一部分；步骤的并联是指

一个步骤与其他步骤并行进行，它们有可能共用

同一组输入数据，但是各步骤的输出数据互相不

为输入数据。如图 2 中，OP1.1 与 OPk.1 即为并

联关系，而 OP1.1 与 OP1.2 为串联关系。

3.4 方法评估

情报方法的实施通常不是一次性过程，需要

对方法实施后得到的结果与最初提出的问题进行

对比，以评估方法实施的效果。方法实施的成功

与否，一方面取决于通过方法实施得到的结论是

否能够有效回答需要方法解决的问题，完成问题

概念化后设立的任务列表，另一方面取决于方法

实施的过程，例如方法的选择是否符合方法的基

本属性和方法实施的条件约束，方法的实施过程

是否规范、合理，效度、信度等必要的检验指标

是否达标等。

4 情报方法概念模型

根据情报方法的属性和相互关系，结合方法

应用的一般过程，本文构建了情报方法概念模型，

其中实体有方法、功能、数据、步骤等。情报方

法库的 E-R 模型如图 3 所示。E-R 模型是数据

模型设计的最常用方法，由实体、联系、属性三

个基本部分组成。实体是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客观

事物，也就是要描述的对象，用方框表示；联系

是实体之间的关系，用菱形框表示；实体或联系

的性质称为属性，用椭圆形表示 [18]。

情报方法库研究



100

图 3  情报方法库 E-R 模型

4.1 方法实体

方法实体是情报方法库中的核心实体，其属

性包括对方法的基本描述，包括方法的名称、简称、

别名，已经对方法的简述和方法局限性的描述。

4.2 功能实体

方法的功能是方法能够完成的研究目标，在

实际研究中，与研究任务直接对应，是查找解决

特定任务所需方法的关键检索入口。每项功能都

有一个名称，是一个有物理意义的名字，除此之

外有一段描述，对功能进行详细的解释。一个方

法通常具有一个或多个功能，如数据挖掘中的决

策树，既可用于对历史数据的描述，也可用于对

未来数据的预测；同时，一个功能也有多个方法

可以实现，如完成评估功能既可以使用数据包络

分析，又可以使用模糊综合评判，因此，方法和

功能之间是多对多的关系。

4.3 步骤实体

步骤是方法的核心构成部分，每个步骤都会

有一个物理名称，同时每个步骤都有一个明确的

实施目标，除此之外，每个步骤都对应一个特定

的处理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处

理或计算，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方法的调用。例

如对于评估研究，在指标权重计算所采用的层次

分析法中，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该

步骤是一个矩阵计算的过程；同样，在评估指标

的确定过程中，可能会用到访谈或问卷等方法，

这时相应的步骤应符合访谈或问卷等方法的使用

要求。因此，每个步骤都是方法的组成部分，一

个方法可能由一个或多个步骤组成，同时，步骤

的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对方法进行调用，并且一个

方法可能被多个步骤调用。因此，步骤和方法在

组成和调研关系上均是多对一的关系。

4.4 数据实体

情报方法中数据有不同类型，既包含定量数

据，也有可能是定性数据，方法实施的一个步骤

中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多个数据集，每个数据集

拥有一个确定的名称。通过方法的实施步骤对输

入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后，会输出一个或多个数据

集，可能成为最终结论，也有可能成为其他步骤

情报工程 第 1 卷   第 1 期 201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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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情报方法库结构

的输入。因此步骤和数据在输入和输出关系上均

为多对多的关系。

5 情报方法库的结构

根据情报方法库的概念模型，本文设计了

情报方法库的结构如图 4 所示，情报方法库共

由 7 个 主 要 数 据 表， 其 中 MethodDic、Step、

DataDic、Fuctions、DataType 分别管理情报方法、

方法步骤、方法的输入和输出数据、方法的功能

和数据类型，Method2Function 以及 Step2Data 则

分别管理方法和功能的关系以及数据和方法步骤

的关系。

6 结语

本文在综述情报方法体系研究的基础上，提

取了情报方法的属性和相互关系，将多个来源、

多种类型的情报方法抽象为一个一般化的情报方

法的实施流程，基于此设计了情报方法库数据模

型和结构模型。方法库将方法的功能、数据要求、

局限性和输出结果等数据进行了规范和统一管理，

情报人员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数据的类型、特

点等已知条件，可以对方法进行有效的选择，避

免了方法选择的主观性，同时提高了方法选用的

效率，可以成为情报方法管理、情报方法规范化

使用以及情报方法创新的基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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