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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急难险重 方显情报工程本色

2020 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流行疾

病席卷全球。我国也因率先观察到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及其爆发而受到举世关注。全国

上下迅速行动起来，同病毒及其病感染进行了坚

决的总体战、阻击战，一步步走向最后的胜利。

这场战斗也凸显出新时期非传统安全的内容和影

响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更加关乎

社稷与国运。在抗疫持续的过程中，人们倍感增

强面向急难险重的科技情报工程非常之关键。事

实上经过信息化、智能化改造过的情报工程，在

大量信息数据即时获取、即时处置、即时决策、

即时分享、即时更新等方面经受住了应对疫情的

考验。

正是这场战斗让我们很多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不约而同地直面那些大量急难险重之事。其

中很多非常规的事项、工作、活动、议题、需求、

意见、指令、建议如海啸般地突发。人们必须接

手、分析、处置的情报信息是巨量的。更有甚者，

其中很多内容前所有未有、性命攸关，并要求须

即时处置反馈。合格的情报工程不仅要确保情报

先行，还要体现尽可能精准的感知、认知、真知、

预知的功能。应对此次重大疫情的经历给未来情

报工程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三方面意义：

——提出了新要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迎接这场百年未有之挑战，给任何组织的情报工

程和信息服务支撑工作都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和革

命性的要求。人类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重

新考量国计民生。只有用正确的理念审视自身的

决策和行动，才能用好历史给定的战略机遇期，

从而把握好时代主题和契机，因势成就新的篇章。

——启迪了新方向。面向众多以前不曾遇

到的内容和事项，情报工程决不能沉迷于“事

后诸葛亮”，以端出诸多后见之明为资本。需

要以全方位、全周期、全过程、查处一体化的

情报观来引领使命导向的情报工程建设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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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必行。从此次疫情来看，一些国家对获得

病毒信息尚能够及时反应，但在数据和行动处

置方面落后于病毒传播，酿成被动局面，这是

痛彻肺腑的深刻教训。

——带出了新场景。场景是情报工程的边界

条件。场景在那里？在战场上，也在桌面上。过

去多的是问题等技术，而今天更多的是技术在找

场景。快速融入现实，才能显示出新技术可自带

场景的能力。应对新冠疫情，让很多正在找场景

的技术显示出极富未来的属性和价值。5G、人工

智能、大数据追痕、智能识别、网络会议或教学、

远程交互、非接触交互、快速响应设计与制造、

零污染处置等等，人们已不再简单谈论技术，而

是如何让用户获得最佳体验。在这当中，情报工

程既要快速相应需求，又要体现新技术潜能，那

么就必须在诸如并行处理、交叉循证、综合考量、

精准实施、洞见式分析、临场式导航等方面，在

数据链、决策链、资源链、业务链协同设计运行

方面，拥有可靠的实力。

本期专题聚焦于科学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特邀专题论文 3 篇，分别从日本国立信息研究所

研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科学数据基础建设

及发展对策、国际主要科学数据集检索平台三个

角度，对科学数据基础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与梳

理。其他文章从数字人文、专利价值评估、系统

动力学等研究视角，分别为传统人文历史问题的

宏观研究提供新思路、为客观评价高校专利价值

提供定量方法、为协同演化分析线上线下网络舆

情热度提供指导意义。还有部分文章从学科领域

前沿发展动态、区域创新发展、领域知识图谱分析、

国防装备决策支持体系等应用视角，分别为我国

双一流建设提供参考、为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建设提供启示、为基因芯片领域研究进展提供分

析、为我国国防装备决策支持研发管理提出对策

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