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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报研究发展纪实

  摘  要: 中国情报研究是国际情报分析领域中的一朵奇葩, 技术竞争情报是中国情报研究的重要构

成。国际上技术竞争情报的理论方法的引进, 将会促进中国情报研究工作的发展。本文将论述中国情报研

究的基本含义、发展历程、主要经验以及发展技术竞争情报对中国情报研究工作的作用, 以期引起国内外

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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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llig ence ana ly sis in Ch ina has its ow 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internationa l intellig ence analysis

fie ld w ith competitive technica l in tellig ence as its im portan t part1 The introduction o f the theory and m ethod o f com-

pe titive techn ica l inte lligence from abroad w ill sure ly promo te the deve lopm ent of inte lligence ana lysis in Ch ina1 The

paper d iscusses the basic m ean ings, deve lopm ent stages and m ajor experiences o f inte lligence ana lys is in Ch ina,

and the ro le o f deve loping com pe titive technica l inte lligence on it in an attem pt to attract attention o f scho lars bo th at

hom e and abroad1

Keyw ords: intellig ence ana lysis; inte lligence ana lysis work; com pe titive inte lligence; competitive technica l

inte lligence; deve lopm ent status

中国在科技领域从事的情报研究 ( Inte lligence Ana ly-

sis and Synthesis, 简称 Inte lligence Ana lys is) 已经走过半个

多世纪的历程。本文将情报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论述如

下, 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

1 情报学的基本含义

关于情报研究的基本含义, 笔者曾作过系统的论

述 [ 1-3]。笔者认为, 情报研究的基本含义可以表述为: 根

据特定的需求, 通过系统化过程, 将信息转化为情报的一

种科学活动的统称, 即 In fo rm ation的 In tellig ence化。它的

基本模式如图 1所示。这类活动通常由名为科学技术情报

研究所或行业信息中心这样一类以信息搜集和分析为主要

业务的研究机构来实施, 它们是为各级组织科学技术决策

提供情报保障和智力支撑的专业化机构。

图 1 情报研究的基本模式

2 我国情报研究的发展历程

情报研究工作是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科技决

策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情报研究工作的历史看, 可以说我

国的情报研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

研究成果, 对我国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作出

了显著贡献。

21 1 我国情报研究的发展阶段

我国情报研究的发展过程可归结为如下 3个阶段。

第一阶段, 情报研究的兴起 ( 20世纪 50年代至 60

年代 )。为突破国际技术封锁和贯彻自力更生的国策, 我

国建立了部委级、地方级和企业级的全国科技情报系统。

第二阶段, 向软科学研究方向发展 ( 20世纪 70年代

至 80年代 )。在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推动下, 为科学技

术的决策服务成为我国科技情报界的历史任务, 由单纯的

科技研究转向科技、经济、社会等因素相结合的综合研

究, 从而开始向软科学方向转化。

第三阶段, 全面进入咨询业领域 ( 20世纪 90年代至

今 ) 。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推动下, 随着两条腿走路政策的

贯彻和竞争情报的引进, 科技情报部门开始以用户需要为

导向, 在为主管部门服务的同时, 也面向社会用户的需

求, 逐渐成为我国信息咨询业的生力军。

21 2 情报研究发展中的若干重大事件

1956年, 我国第一个国防科技情报机构和中国科学

院科学情报研究所相继成立, 随后其他部委和地方情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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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逐步建立, 形成了条块分割、纵横交错的专职情报研究

体系。

1978年, 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成立。

1980年 10月, 由中国兵器工业情报研究所首先开通

了国际联机检索, 推进了中国科技情报工作的现代化

进程。

1983年, 第二届科技情报学会组建了情报研究专业

委员会。

1990年 7月, 首次召开了 /全国情报研究工作会

议0, 做出了 5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关于加强情报研究

工作的意见6 的决定。

1991年 2月, 国家科委发表了 5国家科学技术情报

发展政策6 (中国科学技术蓝皮书第 6号 ) , 提出了加强

情报研究的方针政策。

20世纪 60年代至今, 开展和出版了 /情报研究量化

分析0、 /情报研究的国内外比较研究0、 /网络环境下科

技情报工作方法和模式研究0、 5情报研究方法论6、 5信

息分析6、5竞争情报丛书6、 5信息分析丛书 6 等课题和

专著, 发展了我国的情报研究方法论。

1992年 9月, 国家科委科技信息司在全国科技情报

工作会议上将 /情报0 改称 /信息0, 直接导致情报研究

机构的萎缩和撤销, 实质上造成了国家赋予科技情报部门

耳目、尖兵和参谋的历史重任和战略定位的转移。

1993年, 互联网技术首次引入我国情报界, 促进了

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网络化发展。

1994年 1月, 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成立了情报研究暨

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 在此基础上, 1995年 4月, 成立

了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 标志着竞争情报在我

国的崛起。

1995年始北京市竞争情报示范工程, 2000年 5月云

南省竞争情报示范工程, 2005年 4月深圳市竞争情报普

及工程, 2005年 10月湖南省竞争情报普及工程的相继实

施, 有力地推动竞争情报工作向纵深发展。

2003年 7月以来, 中国信息分析师职业培训和国家

资格认证相继启动。

2008年 6月,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建立了我国第

一个竞争情报与创新评估重点实验室。

3 我国情报研究的主要经验

笔者仅以科技情报机构的情报研究工作为例, 对我国

情报研究工作的若干特点和经验加以归纳。

31 1 集思想库与信息库为一体

我国的科技情报工作从创建之日起, 走的就是文献工

作与研究工作相结合的道路, 集信息库与思想库于一体,

担负着耳目、尖兵和参谋的重任, 成为有别于欧美各国的

一大特征。

31 2 突出了情报研究在情报工作中的主导地位

经过 50多年的探索, 笔者认为, 以中国国防科技信

息中心为代表的中国国防科技情报系统逐渐形成了以情报

研究为主导、信息资源建设为基础、信息技术为手段的情

报工作体系, 这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

31 3 形成了科学的情报研究工作模式

50多年来, 我国情报研究工作形成了国外情报和国

内情报相结合、文献调查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现状研究和

预测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发展各种

形式的横向联合和合作研究, 提倡 /小核心、大外围0、

/请进来, 走出去 0, 实行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和科技人

员相结合, 提高了情报研究工作的质量。

31 4 重视情报研究学科的建设

情报研究学是以社会的情报研究为对象, 以研究和指

导人们在各部门、各领域从事情报研究活动为己任, 研究

情报研究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的一门科学, 主要内容包括:

情报研究学的基础理论、情报研究方法论、情报研究系

统、情报研究管理、情报研究的基础建设、情报研究的需

求调查和情报研究学的应用研究。

31 5 实行情报研究与竞争情报相结合

当前, 我国科技情报机构在 Inte lligence工作领域正在

从事着情报研究、软科学研究、竞争情报咨询三大相互联

系、各具特色的研究工作。情报研究与竞争情报的结合,

进一步拓宽了情报研究领域, 开辟了情报研究服务于市场

经济的新天地, 拉近了情报机构与工商企业的距离, 也提

升了我国科技情报机构在现代咨询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31 6 加强情报研究技术基础的建设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情报研究工作从最初的基于个

人计算机的单机版情报分析系统, 逐渐发展形成了运用数

据仓库、联机分析处理等技术, 基于客户关系管理、数据

挖掘的商业情报系统, 以及后来的面向网络环境的情报分

析系统。在情报的发布与共享方面, 信息可视化技术的应

用极大地方便了用户与情报研究人员在情报研究过程中的

共享与交流。

4 大力发展技术竞争情报

所谓技术竞争情报是指能给组织的竞争地位带来重大

影响的具有商业价值的外部技术的发展、威胁和机遇的信

息和分析, 是竞争情报理论和方法在科技领域中的应

用 [ 4]。从流程、方法和组织模式来看 , 我国的情报研究与

国外的技术竞争情报有异曲同工之处。区别在于, 国外技

术竞争情报与组织的技术管理密切结合, 高度重视实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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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是企业商业运作的重要构成, 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有

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反思的东西。

2006年 1月 9日, 胡锦涛主席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作

了 5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6 的报告, 在报告的

推动下, 我国形成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历史大潮。因此在

这关键时期, 将技术竞争情报引入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1) 将会促进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技术竞争情报

是技术创新的先导和基础, 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构

成。创新与情报的结合, 将保证我国的创新活动能在正确

的方向和继承的基础上快速发展, 将会奏出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最强音。我国许多危机的失察, 从根本上说

是组织情报能力缺失的结果。

2) 将会促进我国情报研究工作的发展。几十年来,

国际上技术竞争情报工作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形

成了自己的方法体系。以研究科学技术现状和发展为主要

任务的我国情报研究工作, 也有着自己的研究模式。借鉴

国际上技术竞争情报的理论和方法, 将会提升我国情报研

究工作在外部技术监控、开发机遇把握、企业战略制定等

技术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促进情报研究向纵深发展。

3) 将会推动我国竞争情报事业的发展。如果说我们

将竞争情报分为商业竞争情报和技术竞争情报两大部分,

那么 10多年来, 我国在商业竞争情报的引进和研究上花

了较大的力量, 但忽视了对技术竞争情报的引进和研究,

我们认为, /技术创新与技术竞争情报国际论坛0 会议的

召开将会推进我国竞争情报事业的全面发展, 尤其促进以

制造业为主体的我国企业情报工作的发展, 让技术竞争情

报和相关部门成为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导航塔和参

谋部, 成为企业在制定和实施技术发展战略过程中的 /中

央情报局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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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4 知识社会的核心竞争力

彼得# F# 德鲁克认为, /知识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

很强的竞争性, 其竞争性要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任何

一种社会都激烈的多 0。知识社会的核心竞争力将是知识

竞争力, 因为: ¹ 知识社会中的真正投资越来越不体现在

机器和工具之中, 而体现在知识工作者之中。没有这种投

资, 无论多么先进和精致的机器都是没有生产力的。人力

资本的投入与产出是知识竞争力的具体表现。º 工业社会

的产品是物质产品,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难以模仿的, 创

新主要是技术创新, 知识产权制度是相对完善的; 而知识

社会的产品是知识产品, 创新已具有广泛性。企业 /区域

的知识产品创新极易被模仿, 创新已不仅仅是技术创新,

而是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一系列

的创新。» 知识竞争具有竞合性, 20世纪 90年代后期,

知识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一体化 , 使得竞争特别是区域知识

竞争表现出了新的特点: 知识的区域转化、跨区域转化越

来越多地趋向于通过研发合作来完成。所以, 知识社会

中,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知识竞争力。

4 结束语

如果说工业社会是以追求物质生产效率为中心原理的

社会, 其社会动因是对物质资源、能源资源或市场的竞

争, 这种竞争是区域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较量。知识社会

是以追求知识生产效率为中心原理的社会, 其社会动因是

对知识资源或市场的竞争, 而这种竞争是知识竞争力的较

量与合作。知识竞争力是知识社会中国家 /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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