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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特约专题是军民融合。军民融合正成

为当今大国科技创新和军品民品生产的一个显著

潮流，这是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民生

等各种力量共同发展使然。我国也正在加强军民

融合的创新体系建设，那么（科技）情报工程能

为此做些什么？

首先，“融合”是事物和组织发展的一个重

要维度。大家看到不只是军民两大体系在融合，

我们还可以举出 N 多的技术、产品、方案、组织、

产业、市场、城市、区域等都在走向融合，只不

过军民融合被投以更多的关注和期望。我们确信，

军民融合要化解的问题是单从“军”或“民”两

方面都难以解决的问题，要实现远大于“1+1”

的效果。因为融合成功意味着新体系、新功能、

新价值、新力量的生成。分析和揭示这些“新”

的涵义和价值就是情报工程的首要事项。

其次，信息融合、知识整合是技术产品或组

织融合的前提条件之一。两个体系融合，其中有

相当部分的模块要结构一致、运转协同、输出同

步，所以相应的信息融合和知识整合要走在前面。

这就是情报工程特别是科技信息模块可以发挥引

导和基础作用的地方，也是开展军民融合工程或

工作的重要切入点之一。虽然从科技和产业的知

识体系上讲，专家及用户们基本用的是相同或相

近的术语或分类标准，但是由于应用场景不同、

适配条件不同、目标要求不同、管控过程不同、

参与主体不同等因素，导致两个体系从研发、创

新到生产等多个方面、多个环节上存在着许多信

息不对称的地方。为此，情报工程、信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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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手段必将大显身手。

再次，通过分析先行信息给双方都带来进一

步创新发展的启示。受“一战”、“二战”的影

响波及，过去我们较长期关注的是，科技在军事

上的超前发展给在和平时期生产利用方面所带来

的启示。所以关注军事科技动态和相关情报，总

是科技情报工作的一个制高点。今天我们还是需

要做好这类的科技情报工作，因为各国在这方面

的投入和成果依然是其创新体系中重中之重的部

分。但另一方面，长期的和平大环境以及广义的

安全观念，正在将民用领域的技术探索、技术趋势、

技术体系反向作用于军事或各种名义的安全应用。

如在锦标比赛、拉力赛、对抗赛中新材料、新技术、

新软件及竞争博弈方案的应用，其中就有的创新可

以给国防应用带来启示。而且这些常年的赛事会加

速技术创新的迭代，这也是当今的军事活动不可比

拟的地方。广义的安全观，必将使更多、更广、更

深刻、更复杂的因素纳入人们的视野。这就需要建

设大数据、云计算的情报工程予以应对。

总之，越是需要融合的地方，越是需要快精

准的情报工程。这是任何创新体系、生产体系都

离不开的基础性工作。本期亮点是关于科技情报

与军民深度融合的系列文章，军民融合发展是我

国安全和发展相统一的战略需求，是战争形态信

息化、技术形态军民通用化、经济形态高度市场

化的时代条件紧密结合的产物，它对于破解诸多

发展难题、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和深远。

本期共收录 12 篇论文。其中特约专题 4 篇，

分别从科技信息或情报工作、军事装备预研、武器

装备采购以及商业航天科技等视角，对军民融合发

展、两用技术趋势进行了深度解读。其他收录的论

文着重在地方科技创新的支持政策、京津冀科技资

源的数字地图服务、航空航天技术发展态势、科研

绩效评估，以及图情领域的文献挖掘、文本可视化

应用、深度学习、科学数据管理模式等议题上给出

了新的研究和论述。仔细研读，定会有所收获，情

报工程的天地就这样渐行渐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