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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情报工程的对冲能力

在 标 题 上， 笔 者 原 想 写 的 是“ 增 强 情

报 工 程 的 反 情 报 能 力 ”， 但 由 于“ 反 情 报

（Counterintelligence，CI）”一词已指特定

场合下的具体事宜，容易引发文学遐想，故以“对

冲能力”来表达。而且，人们也不难发现“情报

的对冲能力”的意蕴要比“反情报”宽厚得多。

虽然在竞争情报与反竞争情报类似的研究和操作

中，决策主体可进行多维度的并行思考，但这里

的“反”其中更多的意思是“防”，主要还是防

泄露重于防干扰。但在今天大数据和信息过载情

形下，应对虚假信息、干扰信息、冗余信息、污

染信息、隐患信息、垃圾信息、僵尸信息等这一

切正成为新的业务主流。面向种种的竞争与合

作、对抗与联盟、差别与协同，我们所强调的情

报对冲能力，则指的是对情报对冲策略谋划、对

冲方案设计、对冲机制运行、对冲算法博弈、对

冲利益评估、对冲风险化解、对冲危机防范，是

将情报的对冲操作作为情报工程的内置功能予以

统筹。

对冲（hedge/hedging）这个来自过去农庄

和现在金融界的词汇，目前已遍及几乎所有带有

风险议题的领域。一谈到风险，要么是趋利避害

的条件反射，要么就是借力打力的对冲套路。金

融领域的确是对冲策略快速应用、也会得到快速

验证的场合。市场竞争以及公共场合的情报工程

也已具备足够的资源和技术手段，来运行对冲策

略或方案。

情报领域的对冲策略，不是简单地故意编排

正反两方面的信息、或投放冗余信息以增加对方

情报工程执行的复杂度，而是预先充分考虑到情

报对冲的需要而进行的一体化功能设计。因为时

间和投入成本、产出效益都不允许节外生枝；因

为在多渠道信息获取的今天，人们很难做到让所

有信道的信息在正反两方面都是一致的，无须做

“此地无银”的标签；还因为 Intelligence（情

报 / 智能）本义就包括了分析考量 If not（如果不）

情形下的结果。

增强情报工程情报对冲能力，以“容”为先。

情报工程要容信息、容数据、容算法、容软件、

容方案、容网络、容感知、容智能，容得越多， 2020 年 6 月 于北京

情报工程的对冲资源就越丰富，并且还要保证有

在线的深度学习和推衍能力，能随时随地进行前

瞻并给出初级预案。

增强情报工程情报对冲能力，以“韧”为要。

“颠扑不破”这个成语最能表达韧字的神韵。韧

性之极要抗得住任何风险的折腾，有自加压力，

也有外部挑战。但无论怎样，韧性良好的情报工

程总能保证全天候运行。这种韧性来自良好的技

术体系设计和恰当的人机协作。

增强情报工程情报对冲能力，以“频”为常。

在情报工程的运行中，对冲是永远在进行中的操

作，而且在当下算力条件下还是高频操作。不论

是处于风险环境下的决策主体还是竞争中的双方，

都会不断升级完善自己的情报工程，将来自环境

或对方的各种信息数据、对其中的预决策要在短

时间内进行多频次的分析研判。常态化、高频次、

快反馈将是对冲策略运行的基本特征。

增强情报工程情报对冲能力，以“控”为本。

情报工程系统本身有一个可控制的要求，执行对

冲策略和方案实际上还会带来一个超越原设想之

外高阶的可控制问题，面对“升维思考、降维操

作”、“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想颠覆他人、

又不想被人颠覆”等众多复杂两难的博弈局面、

各种疑阵和陷阱，找准其中可控制的抓手，是情

报工程安身立命的根本点。

本期共收录 10 篇文章，其中专题聚焦于专

利分析问题，特邀专题论文 3 篇，分别就专利联

盟组建与运行模式、专利主题标注潜在语义分析、

人工智能领域专利合作演化进行了探讨。有 2 篇

文章分别面向国际期刊可重复性、中国情报领域

核心作者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另外，本期还

收录了关于动态技术轨道识别、弱信号介入的风

险识别本体构建、近 10 年我国情报学领域核心作

者计量分析等方面的 3 篇文章，以及区域产学研

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高校大型仪器第三方机构

运行模式等两篇文章，从科技管理和数据治理角

度分析了影响因素、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

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