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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系统工程的情报研究工作管理体系的探讨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沈阳　110015

梁春华　刘红霞　索德军　 孙明霞　刘殿春

为了提高情报研究工作管理的效果，以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为例，引入系统工程管理思

想，构建以情报需求为输入，以产品需求子体系、技术操作子体系、产品层次子体系为核心，以技术

保障子体系和综合保障子体系为保障，以情报产品为输出，以使命和愿景为目标的情报工作管理体系。

本体系将对解决情报研究人员正确地做正确的事的问题提供指导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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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lligence analysis management system is important for inhibiting role and value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 work. Taking AECC Sheng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as example, the intelligence 

analysis management system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system engineering principle and approach and 

using input-activity-output process. The management system took the mission as the goal, us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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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报研究工作是融合科研主专业、情报专

业等多专业的且以知识、技能和智力劳动为基

础的创造性劳动，作用非常明显且地位特别重

要。为了更好地发挥“智囊、参谋、尖兵、耳

目”等情报研究工作的固有作用，中国情报研

究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探讨和研究将系统

工程思想引入情报研究工作中。20世纪 80年代，

王鹤祥 [1]、徐刚 [2]、都小健 [3]、周化南 [4]、刘

诗章 [5] 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系统工程在情报和

情报研究工作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与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钱学森同志在谈科技情报工作中

指出，高级一点的情报研究工作要用系统与系

统工程的方法，为我们指明了科技情报研究的

科学方法 [6]。21 世纪初，宫宏光 [7]、贺德方 [8]、

唐晓波 [9]、史竹青 [10] 、唐晓波 [11]、杨兴兵 [12]、

李辉 [13-14]、乔晓东 [15] 等对情报工程和情报系统

工程进行了一些探讨与研究。本研究以中国航

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为例，从情报研究工作管

理系统方面探索建立引入系统工程思想的更高

效的情报工作管理体系，以优质高效开展情报

研究工作，更好地发挥情报工作固有作用，履

行情报工作固有使命。

intelligence requirement as input, took the requirement subsystem, operation subsystem, product level 

subsystem as the core, the technology support system and logical support system as the auxiliary, took 

the intelligence product as output. The system can provide the specification guide for intelligence analysis 

work.

Keywords：Intelligence analysis work; system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ystem; intelligence system

2  基于系统工程的情报研究工作管

理体系的定义

2.1  系统工程

系统工程是系统和工程的组合，包括采用

系统的观点和方法完成工程和采用工程的方法

构建系统 2 个方面。对系统工程的内涵和外延，

很多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到目前也没有达

成统一，并在不断地发展和扩延。其中影响较

大的思想和方法包括：美国系统工程专家霍尔

（A.D.Hall）提出的三维结构体系、美军标准

MIL-STD-499A/B 和国际系统工程协会的系统

工程思想和方法等。

2.1.1  传统系统工程思想—霍尔三维结构模型

霍尔三维结构模型是霍尔于 1969 年提出的

一种系统工程方法论。其是研究和探索大型复

杂系统的规划、组织、管理问题的一般方法和

总体框架，是思考和处理 ( 复杂 ) 系统问题的一

般规律和途径，具有系统化、综合化、最优化、

程序化和标准化等特点。

霍尔三维结构模型将系统工程各项工作内

容建立在时间维、逻辑维和知识维的 1 个三维

空间结构上。时间维，是系统工程活动从开始

到结束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紧密衔接的7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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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系统规划、方案拟定、系统研制、产品

生产、产品安装、产品运行、产品更新等 7 个

阶段。在时间维，考虑每一阶段的管理内容和

管理目标。逻辑维是系统工程活动中应遵循的

逻辑思维程序，包括明确问题、确定目标、系

统综合、系统分析、系统优化、系统决策、系

统实施等 7 个步骤，要尽可能地应用到时间维

的 7 个阶段中。其核心是系统工程过程 [16]，具

体应用包括瀑布模型、螺旋模型、V 形模型等。

知识维是为完成这些阶段和步骤的活动所需要

运用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在知识维，提供各种

方法和技术，分析、发现系统每一阶段、每一

步骤中可能出现的关键问题，把问题和可用的

技术联系起来，求得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而高效、

有序地完成工作中每一阶段、每一步骤的任务。

2.1.2  现代系统工程思想

国际系统工程协会（INCOSE）对系统工程

的定义 [17]：系统工程是成功交付系统的一种跨

学科的方法和手段，考虑所有用户的业务和技

术需求，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优质产品。其专

注于：在研制周期的早期阶段，就定义客户需

求和所需要的功能，将这些需求以文件形式表

达；对在使用、成本、进度、性能、培训、保障、

试验、制造和退出等所有阶段出现的所有问题

进行设计综合和系统确认。这意味着在传统系

统工程的基础上，在知识维中更加明确或强调

了项目管理、项目使能管理和协议管理等工作

的重要性。

2.2  基于系统工程的情报研究工作管理体系

情报研究工作管理体系，是为了实现情报

研究工作目标，基于先进管理思想和工具，把

情报研究工作目标、情报需求、情报研究活动、

使能系统、控制系统、情报产品等不同的管理

子系统按作用和层次合理且有效地整合在一个

架构下运行的一个管理体系。

基于系统工程的情报研究工作管理体系，

就是将传统系统工程的霍尔三维结构模型和现

代系统工程的思想和理念应用到情报研究工作

管理体系中，使整个情报研究工作运行更加优

质高效的体系。基于霍尔三维结构模型的情报

工作体系如图 1 所示。基于 INCOSE 系统工程

的情报工作体系如图 2 所示。

图 1  情报研究工作的霍尔三维结构模型

3  基于系统工程的情报研究工作管

理体系的构建

以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为例，本研

究按照所的发展战略和统一部署，借鉴如图 1

和图 2 所示的情报研究工作体系，构建以使命

和愿景为目标，以情报需求为输入，以产品需

求体系、技术操作体系、产品层次体系为核心，

以支撑体系为保障，以情报产品为输出的创新

的情报工作管理体系，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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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INCOSE 系统工程的情报工作体系

图 3  情报工作管理体系

3.1　以统帅发展为目的，确定情报工作的使

命与愿景

情报研究工作的使命和情报机构的愿景，

以科学、健康、持续为目标，以统帅发展为目的，

用于为开展各项工作提供指南，从战略上解决

“做正确的事”的问题。

使命是一个组织 / 一项工作存在的理由和

依据，是一个组织 / 一项工作在社会进步和发

展中所承担的重大任务和责任，是其价值所在。

确定情报研究机构的使命，需要从情报研究工

作的本源出发。梁春华等 [18] 通过对 191 个情报

定义的采样进行内容统计分析得出了比较全面

和相对准确的情报定义；通过对 27 个定义采样

进行统计分析和研究，得出了比较全面和相对

准确的情报研究的定义。情报研究是情报研究

机构或情报研究人员根据特定任务或情报要求

（用户需求），采取文献调查和实情调查等手

段，广快精准地搜集与积累用户所需的多源信

息，并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对比、推理、判断、

评估，总结事物内在的变化规律、与周围有关

事物的联系和目前发展现状、预测其未来发展

趋势，提出有事实、有分析、有启示的新观点

和新建议，并形成包括这些新情报的情报产品，

并以一定的载体形式提供给用户用于管理决策

和技术支持。也就是说，从情报的本源来说，

情报研究是对过去的回顾和总结，对现在的总

结与把握，对未来的预测与前瞻，是信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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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创造性、服务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结合目前发展现状，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

所情报机构的使命确定为：围绕所航空发动机

和燃气轮机管理决策、预先研究、型号研制和

研保条件建设等方面的情报需求，开展情报研

究工作，发挥“耳目、尖兵、参谋、智囊”作用，

实现“引领科研进步，支撑管理决策”的目标。

愿景是一个组织对指导和引领员工前进的

未来前景和发展方向的高度概括，是一个组织

的理想目标和永恒追求。一个组织的理想目标 :

完成好所承担的各项工作；把握好专业发展方

向；带领好人才与团队；保持和谐向上环境。

相应地，一个情报机构的愿景：完成了情报机

构的各项工作；把握好情报专业发展方向和背

景专业的发展热点与趋势；带领好情报人才与

团队；保持情报机构的和谐向上。为此，中国

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情报机构的愿景确定为：

全面建设“自主领先”的工作（产品）一流、

专业（技术体系）一流、队伍一流、环境一流

的中国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情报中心。

3.2  以输入需求为目的，构建情报需求体系

把握科研与管理人员的脉搏，想用户之所

想、急用户之所急、做用户之所需、解用户之

所难，是情报研究工作的生命线。情报需求体

系基于用户对情报的要求，是来自于科研院所

的研发体系的显性和隐性需求，是情报研究工

作的输入，以实现“需求牵引”和“牵引需求”

相结合为目的，旨在实现中心的愿景与使命，

解决“做正确的事”的问题。

情报需求体系分为背景专业和情报专业 2

个体系。情报需求体系可以按任务流建立，也

可根据专业领域层次建立。

3.2.1  背景专业情报需求体系

背景专业情报需求体系按专业领域层级设

置。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的背景专业情

报需求体系示意如图 4 所示。

图 4  沈阳发动机研究所背景专业情报需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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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情报专业情报需求体系

情报专业的核心研究内容包括基础（理论）

层（情报理论基础；情报基础理论）、技术（中

间）层（情报技术研究；情报方法研究）和应

用（实践）层（情报应用（科研与管理）研究）。

基层科研院所情报机构应该重点开展应用层的

研究。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的情报专业情

报需求体系如图 5 所示。

图 5  情报专业情报需求体系

3.3  以规范指导为目的，构建情报研究技术

操作体系

情报研究技术操作体系是情报研究工作内

部经验的积累和外部经验的借鉴，是情报研究

人员的基本遵循和工作规范，旨在使情报工作

标准化、规范化和流程化，以更好地服务于中

心的愿景和使命，解决“正确地做事”的问题。

情报研究技术操作体系分为背景专业和情

报专业 2 个体系。情报研究技术操作体系以霍

尔三维结构模型的时间维与逻辑维为基础构建。

本研究采用的情报研究工作的时间维包括 P1 方

案论证与确认、P2 报告撰写与验证、P3 产品评

价与研究 3 个阶段，包括 O1 需求搜集与研究、

O2 课题选择与确定、O3 信息检索与搜集、O4

资料鉴定与整理、O5 情报分析与集成、O6 情

报编辑与出版、O7 产品评价与研究等 7 个子阶

段 [19]，包括搜集准备、搜集实施、搜集统计、

搜集研究、课题提出、课题分析等 20 多个工作

单元。7 个子阶段由流程、标准 / 规范 / 制度、

作业指导书、检查单、模板、案例、数据库等

技术操作体系文件构成。情报研究技术操作体

系的逻辑维，引入系统工程过程的 V 字模型，

如图 6 所示。这一体系要融入科研院所研发体

系，以确保情报研究工作对科研工作及时反映。

3.4  以输出产品为目的，构建情报产品层次

体系

产品层次体系立足目前，着眼长远，是产

品规划的宏观构架和重要组成部分，既实现情

报机构的愿景与情报工作的使命，又满足特定

时期、特定人群的需求，能实现人才成长牵引，

从战术上解决“做正确的事”的问题。

产品层次体系基于需求，包括原始情报、

动态情报、编译情报、基本情报、预测情报、

对策情报等 6 类 5 级情报研究产品的内涵和外

延、工作流程、工作要求和模板等。

3.5  以综合保障为目的，构建情报支撑体系

情报支撑体系是工作要求和行为规范，基

于制度，以保障产品和技术体系的实现为目标，

解决“正确地做成正确的事”的问题。其主要

类似于霍尔三维结构模型中的知识维，类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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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SE 中的项目流程、项目使能流程和协议流 程。其具体包括技术支撑体系和综合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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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第三级情报报告大纲
B4第四级情报报告大纲

C1第一级情报进展报告
C2第二级情报进展报告
C3第三级情报进展报告
C4第四级情报进展报告

D1第一级情报最终报告
D2第二级情报最终报告
D3第三级情报最终报告
D4第四级情报最终报告

O1需求搜集与研究
O2课题选择与确定
O3信息检索与搜集
O4资料鉴定与整理
O5情报分析与集成
O6情报编辑与出版
O7产品评价与研究

P1方案论证与确认
P2报告撰写与验证
P3产品评价与研究

O1 需求搜集与研究
O2 课题选择与确定
O3 信息检索与搜集
O4 资料鉴定与整理
O5 情报分析与集成
O6 情报编辑与出版
O7 产品评价与研究

图 6  情报研究技术操作体系

技术支撑体系包括背景专业知识与技能的

支撑、情报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支撑和项目管理

知识与技能的支撑。项目管理支撑包括具体项

目管理、项目使能管理和协议管理。背景专业

知识与技能包括航空发动机专业、燃气轮机专

业及其相关的诸多子专业等。情报专业知识与

技能包括情报专业，翻译专业、编辑专业、语

言专业、计算机专业等。具体项目管理又包括

规划管理、计划管理、评审与控制、决策管理、

风险管理、技术状态管理、信息管理产品成熟

度管理；项目使能管理支撑包括项目群管理、

情报研究生命期模型管理、资源与设备管理、

产品质量管理等；协议管理包括采办管理和供

应管理。

综合支撑体系包括文化与环境、人才与团

队管理、资源与平台、安全与保密管理等。通

过制订并实施中心文化理念、考核与利益分配、

管理人员选聘任用、中心评先选优标准与程序、

6S 管理等制度，中心工作例会制度、加强管理

文化与环境建设，提升中心的文化与领导力。

在人才与团队方面，通过引进情报专业与背景

专业人才，优化专业配置，加强培养∏型情报

专业人才；通过构建基于背景知识、背景技能、

情报知识、情报技能和产品知识与技能的 5 维

人才成长模型，造就“志向高远，工作精细”

国内一流的情报专业带头人和复合型领军人才；

通过编制中心管理人员与职责、中心管理人员

选聘任用暂行办法、中心“师傅带徒弟”管理

办法、中心青年工作制度、科技分会工作制度、

中心技术学习和技术培训规定、中心技术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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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员晋级暂行管理办法等，培育“精诚团结，

攻坚克难”的精神与品质，建立真正的、富有

竞争力的、英勇卓越的“狼性”团队。通过引

进数字化图书馆、互联网信息采集和辅助翻译、

辅助编辑出版、先进照排出版平台等，加强资

源与平台建设，提升工作质量与效率。通过编

制了中心安全与治安组织制度、保密工作制度、

中心设备使用与管理等，加强中心的安全与保

密建设。

4　结语

引入系统工程思想的情报研究工作管理体

系，以使命和愿景为目标，以情报需求为输入，

以产品需求体系、技术操作体系、产品层次体

系为核心，以情报产品为输出，以支撑体系为

保障，为情报研究实践提供了考虑全部利益相

关者、全过程、全要素的集成工作模式。其创

新构建了管理体系构架、6 类 5 级情报产品层

级结构、5 维 5 级情报人才成长模型等，并在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得到了较好的应用，

在科研院所管理决策、技术预研、型号研制和

条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解决情

报研究人员正确地做正确的事的问题提供了指

导与借鉴。但是，该体系目前处于初步探索和

验证阶段，在体系要素、工作流程、工作规范、

作业指导书等方面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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