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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工程作为服务

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时代，

多源、多目标正成为各项业务展开的一个常态化

特征，国际国内莫不如此。我国当前在国际上推

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这是将多个国家和地

区发展战略和目标融贯起来的尝试，就需要多源

多目标的信息情报服务。在国内，面向“五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践行“五

大发展理念”系列化政策举措，更需要一揽子的

同时又是能够适时面向各个战略议题的综合信息

与情报工程服务。

在大数据、云计算、富媒体时代，数据信息

情报都是多源的，来自多渠道，同时还有着多种

载体形式、多种展现方式。情报工程作为服务，

首先要实现多源数据信息情报的汇聚，提供一站

式业务整合平台，在一个界面实现数据信息情报

之间、业务之间、主体之间的交互融合。多源的

信息汇聚及业务整合是情报工程的前端。当代工

程哲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前端的问题要着眼于

后端使用来设计解决，即“最先一公里”的问题

要从“最后一公里”找答案；反之亦然。如果单

纯注重汇聚和整合，那么情报工程也只是在重复

搜索平台或数据仓储的功能，而情报工程的初衷

是想给业务流程中关键性信息提供快速定位和描

述框架，即准备在信息空间里做出 GPS 或北斗导

航系统。现在人们看到的结果是赛伯空间确实比

实体空间难做得多。尽管如此，有关工作已开始

起步。

不单是汇聚和整合，情报工程作为服务，还

需要能够有效展现所获得的数据信息情报。不仅 2019 年 2 月 于北京

能够原生态地展现，更需要能够根据决策需求适

时针对性地展现；不仅可以高像素、全景式、系

列化地展现，还可以高亮度、模式化、场景化地

展现其关键部分。情报工程通过融合相关技术、

APP、AI 算法等手段，可像智能手机终端那样实

现信息获取、识别、整理、分析、展现、意义揭

示等环节一体化处置，将来甚至还可以实现更先

进、更为复杂的功能。为此，情报工程一定会同

正在兴起的增强现实或混合现实技术体系，以及

核心的或辅助的业务智能系统融为一体。未来没

有情报工程的参与，增强现实或混合现实技术、

业务智能系统不可能得到有深度的、广泛的和高

增值的应用。

情报工程作为服务，还要学会借鉴其他现代

技术工程的强势功能和优秀成果。过去受技术、

资源、渠道、组织模式、行政体制机制等影响，

当时的信息情报业务只能是就事论事，仅在单项

目标、单一需求处置上面可以有出色表现。同过

去的雷达技术一样，只能追踪极有限目标，对复

杂任务进行分割处置。随着当代科技的快速进步，

我们看到，现在的雷达技术体系可做到在指定的

空间范围内同时搜索追踪多个目标，并根据需要

对其中的若干目标实施精准测控打击。最新的技

术已实现察打一体化。在自动驾驶领域，多个雷

达和传感器并行操作，共同服务于安全行驶目标。

这样的科技进步启发人们，高阶的情报工程必须

面向复杂情况发展并实现有效服务多个目标、多

个需求的能力，着眼于复杂任务能够进行跨界面

贯通、并行处置、精准投放、自适应调整等功能，

能够与业务共升级、与组织共成长、与时代共进步。

本期共收录 10 篇论文，其中面向区域经济

发展和金融行业分析的特约专题 3 篇，聚焦“一

带一路”的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我国外资利用

规模及结构、金融行业的规模特征和发展水平

等热点研究课题，以经济研究新思路对其深入

探讨。收录的其他论文分别在中医典籍命名实

体识别、军事领域的英文实体关系抽取、元数

据语义建模、基于用户响应的推荐、创新型城

市的创新竞争力评价、知识图谱和国内外智慧

养老院、图书情报领域研究团队结构及成因等

主题上进行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