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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主编寄语

科技智库亟需提升情报工程化水平

智库是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组织。科技智库在

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方面，非常强调宏观与微观、

综合与分析、定量与定性三个方面的平衡。同时，

科技智库还需要保持三个方面足够的张力：一是在

知和行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科技智库不仅要发

声，有思想有观点，还有义务在实践中引导社会前

进或变革；二是在专与博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科技智库必须“专”，专题性研究、专业化发展，

也必须“博”，博闻博览，广为其用；三是在政与

众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科技智库既要主动地支

持决策、支持治理、支持政党，更要积极地面向社

会、面向市场、面向大众。保持必要的张力，智库

的研究与咨询就是要统筹各层面认知，系统地设计

行动方案，但又不失重点和针对性。需要明确一点，

能让智库在上述诸方面都能保持平衡和张力的业务，

就是智库自身的情报工程化建设。

情报工程化是一个组织情报观念、情报素养、

情报规划、情报研究、情报应用、情报管理等内容

在组织业务上的集约体现。情报工程化可以展现智

库视野和组织理念，理顺情报研究与应用的关系，

确定信息或情报采集的要点、加工规范、运转流程

和监测机制，让情报方法和工具自主运用到情报资

源之上，让充分的信息情报围绕管理或决策目标快

速运转起来，让管理主体的在情报方面的参与、干

预和治理都进退有据。当今世界，在智库的知识生产、

决策咨询及发挥其影响力的过程中，情报的比重和

份量越来越大，并且还会渗透到公共政策和决策的

各个环节。如果我们希望情报发挥出整体性作用，

而不只是碎片化地显示存在，那么提升智库的情报

工程化水平就是性价比极高的直接选项。情报工程 2018 年 8 月 于北京

化应是智库长期性的基础工作，智库在业务模式设

计和能力建设上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投入。

情报工程化是管理和决策业务经历网络化、数

字化、智能化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传统的情报业

务告别作坊模式的升级版。为此，智库的情报管理转

型升级面临着诸多新难题，只有加快情报工程化节奏

才能应对越来越多的技术挑战。我国建设发展中的很

多科技智库，其智库的功能是后来才规划设计的，原

有的建制、技术、情报能力难以满足新的要求。这是

我国许多智库在情报管理方面面临的急迫课题。当然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数据开放获取、网络搜

索、数据集成或知识组织平台等技术措施可以从外部

赋能给智库，但如果没有足够的情报工程化水平或系

统的情报整合能力、运用能力，这些外部的技术和平

台只会在信息、计算、关联等诸方面给组织带来大量

的冗余、重复、过载或过度，带来新的系统性风险。

所以，建设中国特色的智库亟需提升情报工程化水平。

让我们从科技智库开始。

推进智库的情报工程化是一带有挑战性的工作。

因为智库所需要和使用的情报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变量复杂、动态随机度高等特点；且应用情报解决问

题、谋划方案时还需要因人因事因地制宜。面向这类

问题的情报工程建设一般都采取演进升级的策略，从

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从科技智库开始，探索建立多

个专题的情报工程化模块，在此之上再进行系统化、

平台化处置，这会成为有益的尝试。鉴于科技情报体

系长期的积累、大量情报方法和工具的开发应用，结

合科技智库所专注的主题或任务，我们完全可以在科

技智库情报工程化建设方面走得快一些。

本期科技创新与智库建设特邀专题 3 篇，面对

科技创新发展及经济转型升级需求，分别从新动能

培育、科技智库功能定位与能力建设、中国智库发

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与阐释。本期 2 篇探索科

技情报工作与服务的文章，分别讨论科技情报机构

转型科技智库、助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问题。探

索与研究板块 5 篇文章，分别从查询专指度与检索

多样化关系、基于文本挖掘的技术路线图构建、国

内外大数据研究的可视化图谱分析、中美氢燃料电

池领域对比、中国专利发展态势等方面进行研究。

机构案例 2 篇文章内容是借鉴合肥与青岛经验对济

南市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发展、以中国航发沈阳发动

机研究所为例构建情报研究工作管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