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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工程要发挥好整体态势感知优势

人类正在进入全联通时代。云计算、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全方位、全周期、

全客体的整体态势感知提供了新的基础条件。大

规模的情报工程建设开始加速推进。情报工程是

以工程化思维、方法、流程和标准来升级、整合

传统多渠道的情报、信息分析、决策支持业务——

其优势是能够大幅度提升业务处理能力，使业务

规模、范围、层次、内容、针对性、应激能力、

瞬时决策、评估反馈质量都得到超常规的提升。

这使情报工程获得了超出以往的整体态势感知优

势。在一个联通性越来越强的世界，任何一个功

能性实体或组织，要么以自身强劲的整体来生存，

要么实用性地依附更强大的整体以获得生存的机

会。众多数据或信息总是归结成这样一个情报：

一个体系的整体态势感知能力与生存机会识别及

获得是具有强相关关系的。

一个旨在存续性的体系为什么要有整体态势

感知？这主要取决于对“整体”一词的认知定位

和策略功能。整体是体系的原点，是体系与环境

区分的边界，是内部和外部之间反馈机制发生作

用的地方；是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势相互映射

的融通空间。世界就是这样：存在涌现本质，整

体界定本质，关联表现本质。众多的器物、众多

的技术、众多的产品告诉创造它们的人类：越是

能了解整体，就越是能更正确理解细节；越是有

高效能的整体架构，越是能孕育高质量高产出的

局部模块。因为人类就是这样的一类生物：会动

员所有触觉感知觉，以第一反应来告诉自己可能

的认知起点、方位和进路。各类创新主体，在其

国家创新体系或生态发生变革前，已有自己的存

续方式；当创新体系或生态变革后，每个创新主

体都必须尽快弄清整体如何改变，然后才能确定

自己的变革策略。而国家的创新体系或生态的改

变，又是以全球化的变迁为前提的。对于科技创新，

整体态势感知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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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态势感知是情报信息分析升级进化的必

然选项，是情报工程应有之义及系统设计的起点。

先行提供整体态势感知是一个标准情报工程的前

提。值得注意的是：整体态势感知不是要将情报

工程做得越大越复杂越好，也是不追求那种毕其

功于一役的举措；而是要能够明确四个要求：感

知关键、迅速启动、联动选项和持续进路。如果

越是复杂的工程，像老式电脑的开机冗长，操控

性弱，宕机率高，这样的态势感知，谁还能指望

它干什么？整体态势感知总是首选那些简单而有

效的前提要求。

情报工程不是直接保证情报永远在线，而是

要保证情报生成能力永远在线，即情报感知、汇总、

融合、分析、评估、预决策、反馈等这些情报或

信息业务基础流程持续在线、持续衔接、持续循环，

保障业务流涌向预定目标。

所有情报业务的核心要求，就是把繁复的内

容变成简约的可以启动指令的线索。情报工程为

此而存在，为此来驱动。

本期《情报工程》共收录论文 12 篇，从先

进技术应用、情报方法研究和工程实践等不同维

度展示了情报工程的研究成果。本期的特约专题

是区块链技术应用，有 2 篇论文分别介绍了区块

链技术在工业数据预拟合和电影放映管理两个场

景的应用，为情报工程了解和应用区块链技术提

供了很好的参考；刊有 3 篇创新相关研究，其中

2 篇采用指标体系方式进行创新评估，1 篇采用词

频分析的方法进行对比，互为参照；刊有 3 篇文

献计量相关研究，分别用于国际合作、人工智能

领域和第三代半导体器件分析。2篇舆情相关研究，

分别从自组织演化以及角色评估角度展开相关研

究；2 篇理论探讨性文章，既有从决策来谈对情

报本质的认识，也有对区域科技政策分析有关模

型的探究，其中的思路和方法值得关注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