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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主编寄语

回望“情报”初心

看到特约稿“情报 VS 信息：让数字说话”，

又联想到 60 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变

迁、情报学界对这两个词的关切，以及新近出台

的国家情报法和全社会对“初心”一词的关注，

我想，时常回望一下由科技情报界始创的广义“情

报”之初心，肯定有其所值。

回望“情报”初心，须反思情报的本义。正

确的时间、空间、事件；恰当的时机、渠道、方

式，始终是情报本体的核心要素。每个盛行于世

的术语，其应有之意总是涵及这个词的渊源、经

历、指涉和命数。统计物理学有个著名的设定——

各态历经假说（Ergodic Hypothesis）——启发

我们，只要时间足够长，一个粒子都可以经历所

有可能的物理状态。情报这个词已经展示出了强

大的生命力，激发出了很多事业线。每次新科技

和产业变革、重大的历史社会事件，都在开辟情

报事业发展的新空间。我深信，不断进步的人类

情报 / 智慧（Intelligence）事业，足以应对未来

众多可能的应用场景。

回望“情报”初心，须科学谋划情报的功能

定位。情报的功能旨在维系主体的主动性存在。

情报的生命就在于对情报功能、情报工具的活学

活用。今天的情报已经上升为组织的一种本能， 2017 年 12 月 于北京

一种配置，甚或一种使命。在创业时，我们常说，

科技情报对科研或科技人员要发挥出“耳目”、

“尖兵”、“参谋”的经典功能。在今天万物联通、

信息泛在的新互联网时代，情报的触角无处不在。

由于大数据、云计算的深入发展，情报已不仅仅

取决于传统的感知手段，还在越来越密切的程度

上决定于情报分析框架、算法和呈现方式。但数

据 / 信息愈加丰富，情报愈加稀释或稀缺的趋势

更让人堪忧。在一个充满并行的竞争与合作、动

态的不确定性、高频互动反馈的社会里，我们必

须学会利用一切可能的理论、工具和模式，去开

发时代所需的“新耳目”、“新尖兵”和“新参谋”；

而且，既能做有形的、也能做无形的；既能做高

大上的，也能做平常的、大众的。

回望“情报”初心，须面向新时代树立高质

量的情报事业观。不论现在以及今后数据信息以

多么大的规模、体量继续膨胀，情报事业必须始

终秉承精准、时效的理念，必须坚守“正确、恰当”

的内在要求。情报工程是情报学研究成果的体系

化平台化应用，就是要通过工程化手段反映情报

的初心和内在属性，以全谱系的情报业务，满足

当下各方面对全要素、全方位、全过程分析考量

的要求，以融会贯通的方法手段来深化情报服务，

从而高质量地满足多种业务融合发展的需求，最

为重要的是要更充分地支撑多场景学习、研究、

运筹、决策等高层次需求。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

时代思想体系、基本方略和重大任务部署，各方

面的情报工程、情报事业必须主动而为，为伟大

事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梦想的实施和

实现担当起应有的使命和责任。

总之，万事之举，情报先驱；万物之立，情

报维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