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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工程与战略信息管理的互动发展

随着数字化转型、大数据时代的加速发展，

让曾经热过一阵子的战略信息管理及现在的战略

数据管理进入管理热点框架之中。一方面，历经

多年发展累积，信息及数据资产已然成为组织竞

争力的新优势所在，而且信息及数据资产的累积、

折旧、使用、再生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的有形

资产，其管理需要新方法；另一方面，新一代信

息及数据技术在影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乃

至人类群体行为方面，正在超乎寻常地拓展新方

式、新渠道、新空间，很多事物都在通过信息及

数据技术来放大曾经有过的影响。信息及数据以

及相关的技术、平台、机制、内容等等，正在被

赋予越来越高的战略权重。由此，战略信息（数据）

管理得到了各方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这是情

报工程嵌入到当代管理体系当中必须给予关注的

新趋势，情报工程需要在适应新趋势中实现与战

略信息管理的互动发展。

实现这一互动发展，需要充分认识并明确情

报工程作为战略信息管理的基础性地位。战略离

不开情报，战略管理体系必须有自身适宜的情报

工程。战略信息管理是战略管理在数据或信息维

度的集中体现，其关键是情报的生成和利用。情

报工程是产生元数据、元信息、元内容的重要生

成体。一旦围绕数据或信息的战略管理确定了目

标、主题、取向，情报工程就能够赋予大数据以

意义，并生成有针对性、有价值的信息。有了高

质量、强大的情报工程基础，全局性、长期性、

稳定性的战略管理才能得以设计和实施。

实现这一互动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战略信息

/数据管理对情报工程的牵引作用。情报工程是带 2019 年 4 月 于北京

有通用性、服务共性需求的业务体系，但需要引

擎和方向盘、导航性质的装置给予适时的、临场

的指导。所以在互动发展中，战略信息管理是对

情报工程起牵引作用的主导力量。围绕战略设计、

战略统筹、战略实施、战略督导等不同的环节和

业务，对应着不同的数据或信息管理要求，这就

需要情报工程必须全面对接信息或数据管理业务

模式，才能使情报工程做到有的放矢，因应而动，

高效运行。

实现这一互动发展，需要精心打造面向战略

管理的情报工程体系。就像一些器官加总起来并

不等于生命的功能系统，情报工程不是也不可能

替代职能化的数据或信息系统。数据或信息可以

隐含情报，但并不等于直接就是情报。情报生成

于个人或组织智能。当代情报工程在获取、分析、

处置、生成、推送、控制、再利用等方面已经形

成了有自身规律的工作模式，有自己的技术体系

和运转流程，再不是单单的小工作室或小团体行

为，需要通过有效的战略信息管理同组织的各项

业务适时对接、联动运行，由此才能真正发挥出

情报的关键性作用。

实现这一互动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情报

驱动战略信息管理的机制。不论是数据驱动、还

是信息驱动，对于使命性组织而言本质上只有情

报驱动。只有让情报而不是泛泛的信息数据发挥

出正当作用来，好的战略才会修成正果。构建并

持续完善情报驱动机制，既是一个组织战略视、

情报观的体现，也是驾驭及治理大数据、信息化、

智能化等发展趋势能力的体现。

本期“富媒体开放基金”特约专题收录论文

4 篇，集中展示“富媒体数字出版内容组织与知

识服务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成果，研

究了文本之间、文本与语音之间、文本与学者之

间的关联，实现了揭示图书馆与读者关联的跨媒

体的问答服务系统。探索与研究栏目主要包括计

量分析和仿真分析两类，前者包括校企合作分析、

我国双一流高效材料科学学科竞争力分析以及中

美 CRISPR/Cas 技术对比分析，后者探索科学数

据服务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发掘其中的重要因素，

意在促进数据共享利用等服务水平提升。机构案

例栏目覆盖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评价、协同发展融

合、科技创新等国民经济和科学发展重要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