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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主编寄语

八十年代，张爱萍将军在参观某部科技情报工作时曾指出 :“科技情报工作要

参与决策，当好参谋”。“参谋”就是综合各种信息，辅助决策。如今，产业发

展突飞猛进、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经济建设已经成为大国之间竞争的主战场。政

府和企业在全球化浪潮中，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与合作，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各

个环节，比以往更加需要快速、精准的竞争情报“参谋”，来辅助决策。

一般来说，竞争情报工作会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承担图书馆的职责，

这时尚未建立起正式的情报流程或情报网络，以收集和管理各类信息为主；第二

阶段，逐步建立起正式的组织和网络，开始注重情报分析方法，提供各类情报产品；

第三阶段，建立起高度正规化的工作流程和情报网络，提供标准情报产品；到了

第四阶段，情报流程得以制度化，拥有世界范围的情报网络并同时具有快速的反

应能力，能够持续不断地提供高质量情报产品，快速、精准地满足决策主体的需求。

根据调查，目前有 7%左右的机构已经达到了第四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情报

工程化阶段。

情报工程化阶段对情报分析方法、情报处理技术平台、信息资源加工、情报

组织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这四个方面协调一致，才能快速持

续产出高质量的情报产品。本期主要围绕着上述的四个方面，组织了一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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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方法方面，继续连载了治部女士专门撰写的药物研发评价指标体系。这种

评价体系与传统的引文分析方法不同，它结合了药物研发流程（研究、临床、审批、

上市等各个阶段），利用不同阶段的详实数据，重新建立了药物研发的评价指标

体系，帮助机构制定战略规划和政策。实体识别、关系抽取、简写识别等都是对

信息资源进行深度加工处理的关键技术点，模块化、可重用的语义计算工具包则

是构建情报快速响应体系的基础工具。各级情报所是我国科技情报组织体系中重

要组成部分，本期我们推荐了他们在北京智能交通、太阳能光热发电等方面的研

究报告。在大数据和科技创新环境下，每一位有责任感的科技情报工作者都在认

真思考当前工作的定位、方向和实现途径。本期刊出几位作者对这些热点问题的

思考、探索，以期引发更多业内专家的共鸣。

我们身处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大数据、工业 4.0、精准医疗、互联网 +、众

创空间等一个个热点层出不穷。“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或许是情报工作者

在这个时代能够安身立命、成长壮大的秘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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