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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超泛自动化的情报工程

生产自动化渐成过往云烟，驾驶自动化正开

始上路。还有大量的软性操作也在开始自动化，

知识自动化、分析自动化、决策自动化，连编辑、

表达、问答、信用评鉴等等都在自动化，那么，

情报工程怎么办？能跟上如此之多之快的自动化

创新发展节奏吗？

自动化泛指自然界事物之间、社会组织之

间、组织内各构成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行为

联动模式。自动化是天然存在的联动机制。牛顿

万有引力、法拉弟电磁感应、贝纳德效应、布朗

运动，氧化和还原反应、DNA 结构与遗传、生

理条件反射、格式塔整合等，都是自然界固有的

自动化机制。在物理、化学、生物、心理等各学

科知识体系内，都存在这种自成体系和过程的机

制。在工程和技术领域，人们直接同自动化实体

或程式打交道，机器、生产线、供应链、软件、

表格、算法等等，实际上这仅仅是自动化在物理

或信息层面的表象。社会学以互动来定义社会事

务两者之间的关联，但确定性则达不到物理学的

标准。所以，基于自然科学的自动化和基于社会

科学的自动化，道相近，形相远。

但随着知识、方法和工具在跨学科间的相互

借鉴，自动化一词随着信息化的渗透，也得到了

进一步泛化的运用。众多串行或并行的自动化过

程或机制，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超级自动化。尤其

是今天很多方面的自动化，也以超过以往的力度、

精度和速度表现出来，例如“深度伪造”现在已

给人们带来巨大的负面治理挑战。越来越多的深

度自动化扑面而来，仅仅是客观地观察和正视挑

战是不够的。过去，都是人在等机器，而不是机

器等人；但众多自动化的涌现，机器等人的局面

或许会加速出现。人们有必要行动起来，努力解

码正在生成的越来越多的深度自动化机制。在一

个超泛自动化——超自动化 + 泛自动化——时

代到来之际，工程化的情报处理能力一定要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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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

任何自动化过程本身只是做信息的保真传

输，除了附加自动化过程所内置的信息外，并不

产生多余的信息。也就是说，一个自动化相当于

一个算子或算法套装，附加在一个事物上，其结

果理论上是可计算、可测定的。所以，人们对超

泛自动化，不必“甚异之”，还可乐观其成，因

为情报工程本身就是信息或数据的自动化装置。

但超泛自动化带给情报工程真正挑战，不在于如

何来处置巨量、多样的过程结果，而在于能否及

时恰当地把情报主体需求有效地加之于自动化过

程前端。

人类生产方式的进化表明，任何自动化过程

都有其阶段性边界，不是一下子贯穿全部的。任

何阶段性的自动化都有其相应的阈值条件。比如

讲，在大数据、云计算基础条件下，“算力”就

是一个阈值条件。在竞争和对抗当中，知道对手

的算力，也就知道了胜算的几率。这给情报工程

带来一个重要使命：优化算力的配置。

在任何超泛自动化的流程中，情报工程主

张：应是情报带节奏，而不是节奏带情报。情报

工程要处在超泛自动化前端，要成为超泛自动化

顶层设计中的关键模块。凡是超过情报工程处置

能力的系统效率和性能都是冗余的。

本期多篇文章涉及智库和专利分析的有关

内容。共收录 11 篇论文，其中特约专题 2 篇，

对建设新型智库以及中国特色新型高校科技智

库进行探讨。其他收录的论文以专利的视角对

长三角专利数量与质量关联、面向成果转化的

专利质量指标效力、行业及产业技术研发方向、

专利计量情报问答、栀子中国专利信息等议题

进行了分析论述。本期收录论文还对一些情报

工程研究热点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仔细阅读，

都会有所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