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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已历 50期的由科技情报研究机构

和高校的专家学者自发举行的情报科学读书会将第

九个年度的研习主题定为“不确定性”[1]。2020年 7
月，中国情报学年会暨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将

中心议题设置为“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情报学和情报

工作的使命与挑战”。学术界诸多动作折射出的是，

将通过情报前瞻来应对现实与未来的不确定性确定

为国家科技情报工作的中心任务，进行相关的感知发

展研究是情报理论与实践的应有之举，从情报任务环

境和任务要求的变化分析入手推导目标定位并探寻

发展路径，则是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研究的可行之道。

1 科技情报任务环境的变化

1.1 信息环境的发展演进

在国家发展的诸多不确定性影响因素中最为活

跃且作用明显的是信息环境的发展演进。就科技情

报事业关切而言，我国的信息环境在发展中呈现出

两个显著特征：一是量效齐增的大数据现象标志着

科技情报事业所依的信息基础正在发生数据嬗变；

二是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对多途径与

多形式的算力追求为科技情报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

赋能手段和依据。

从技术应用角度来看，各类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为情报学的研究与应用创造了十分广阔的空间，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大规模

推进，使情报理论与实践向数字化、网络化、知识化、

智能化迈进。通过情报支持来解决信息不完备问题

进而帮助用户达成决策优势，是情报界永久不变的

任务[2]，而要获取决策优势就需要尽可能地利用信息

技术进行情报感知和战略预测。

从情报感知能力的角度来看，在揭示知识特征

的基础上，情报工作者需要关注研究人与信息的关

系，更要重视情报工作中的人文因素。情报事业建

设将在情报需求牵引之下呈现出技术与人文紧密结

合的发展趋势。

1.2 情报任务的分析要求

作为非传统安全要素之一，科技安全对国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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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各个领域都有渗透性影响，是国家战略的重要

命题。科技安全威胁因素的多元化及科技安全决策

领域面临的新问题，对于科技情报力量肩负的使命

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对于

科技领域关键核心的掌握，需要有与科技情报相关

的政策支撑和保障；开展关于科技发展的前瞻性、针

对性、储备性战略研究，需要利用科技情报的综合研

判能力支撑战略决策和谋划。因此，国家发展与战

略演进要求科技情报在国家科技的整体创新与发展

的过程中发挥“耳目、尖兵、参谋”的作用[4]，要求情报

界进行具有分析研究性质的任务响应。科技情报的

分析任务针对科技领域的特殊要求常常需要解决两

类问题。

第一，文献资料的形式保障问题。我国科技情

报战线在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就重点资料供给条件

看，具有显著赋能效用的文献和信息供给呈现趋紧

态势，海外国家科技报告断供、文献传输管道受控等

干扰的出现将是一种常态。因此，突破文献资源封

锁、去除开源信息噪声，是源于文献资料的形式保障

问题而对科技情报界所提出的特别分析任务要求。

第二，信息资料的量—质关系问题。科技领域

专业纷繁，各具体学科的发展要求和价值诉求规律

有异，对海量异构信息的获取及融合也是科技情报

分析任务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现代科技信息

交流中信息的形式数量与内容质量矛盾关系所引发

的洞见问题，将大数据技术融入评估和洞察工作中，

是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融合，其分析能力优势并

不在于“数据”，而是以海量数据为依托的更具有创

新性和科学性的分析方法和分析理念[5]。

2 科技情报事业内生风险策源的显现

2.1 源于制度的基础响应风险

不同的国家政府介入科技活动的方式和程度有

所不同，但均通过国家情报工作制度、政策法规和与

科技情报事业相关的举措来强调对科学技术的利用。

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经过几十年的历练考验，充

分展示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快速有效

地对重点任务、重点项目进行情报保障的组织行动

力和响应效能优势。然而我国科技情报体制也呈现

出松散、萎缩并受体制外情报机构业务入侵的状态，

且各领域情报工作分散割据、利益冲突、协调困难等

难以解决的关键问题日益突出[6]。当情报任务情境

由定标追赶为主转变为创新驱动导向时，制度与工

作模式的单一性与科技创新所推崇的自组织、多样

性、自适应和容错生态建设要求之间会产生诸多需

要磨合调整的矛盾问题，这些问题通常表现为感知

盲点的存在使得既有的基础性情报工作体系不能灵

活主动布局进行具有开放性的信息资源建设和情报

预研准备，因而对于充满不确定性的任务对象不能

做出及时有效的情报响应。源于制度传统所建立的

基础情报体系响应不力的风险在现代科技创新生态

要求复杂而发展节奏加快的背景下，其作用影响愈

益显著。

2.2 限于能力的前瞻预警风险

对特定情报任务的响应能力是现代科技情报治

理中不容忽视的关切底线。在以往的情报管理工作

中一般都很重视情报的响应能力，即根据相应的情

报任务目标和需求开展情报工作，追求在信息不完

备的情况下准确及时地为决策者提供情报支持。基

于管理关切的具体情报任务往往指向明确，便于进

行系统全面的情报业务应对安排，但是这种应对安

排在涉及科技前瞻预警和创新支持保障问题时往往

受到洞见分析能力的制约 [7]，能力缺陷的具体表现

是：资源布局准备有限、谱系扫描不够完备、线索发

现不够及时、感知分析与情报刻画力度不足。上述

能力缺陷导致科技前瞻的战略视野受限，使得留给

科技预警的响应时间局促，不仅影响科技情报事业

的健康发展，也使国家科技进步和安全面临较多的

不确定性风险。

3 科技情报事业所存亟待改进的问题

3.1 历史遗留积弊面临被放大的风险

在我国 60多年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历程中，学

界一直存在对“情报”的不同认知和解读，情报工作

重心和标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在不断调整。情报

工作者往往基于自身业务特点去诠释解读情报的理

念、初衷和标准，而忽视了情报宗旨是“解决决策过

程中信息不完备的问题”，未能强调情报工作的质量

标准是“减少意外”。认知理解上的不统一、用“信

息”覆盖“情报”等[8]，使得科技情报界在对长期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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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要求较高的资源积蓄和研究准备方面灵活有

余而稳定不足，削弱了触发、响应的工作效能。

在形式求新学术评价标准导引下，情报学术研

究领域望风议新者众而较真求实者寡，从业者们乐

在新领域中浅尝辄止而苦于现体系里深耕求新。时

尚求新之风在情报教育领域亦不乏反映，每当新的

信息现象或信息技术出现时，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

者往往争当运动员而忽视了设计师的角色定位，长

此以往，理论、教育与情报任务实践的切实要求隔阂

日深，非但不能相互促进，反而削弱了互助发展的动

力基础。

3.2 现实博弈较量凸显关键敏感缺陷

大国博弈考校着科技情报的体系能力。近年来

在中美科贸领域的较量中，我方以后手棋应对为主，

暴露出我们在科技情报领域里的某些关键敏感缺

陷。例如，我方在梳理出口管制清单、整理卡脖子技

术名录的过程中存在压力的主要原因是在情报感知

能力准备和情报体系能力发挥方面存在不足。科技

情报注重“早醒远眺”的感知洞察能力，有别于信息

科技领域“追快求准”的计算能力。国家较量无论下

先手棋还是下后手棋，都要求科技情报界在对情报

对象谱系资源进行充分扫描和探测的基础上能够极

致感知洞见、准确刻画表达，要求将情报产品适时进

行投送以满足战略管理决策需求。我国科技情报界

在信息科技革命浪潮中比较重视运用技术手段实现

追快求准，但对基础性信息的系统积累和对未预性

问题的弱信号感知则相对忽视，情报数据基础建设

随临时任务的变动而经常调整，缺乏必要的自主可

控的稳定性和系统性，因而意外频出，情报资料的系

统积累与临时搜集任务的关系亟待梳理。长此以

往，博弈较量中所折射出的缺陷如果不能得到纠正，

势将加大我方的科技战略劣势。

4 情报事业发展中的重点需求

4.1 情报认知规范的维新需求

所谓情报认知规范的维新，是指情报界应该在

新的历史时期就情报、情报工作和情报学术等基础

性术语和概念求取共识，统一认知研究指导思想。

情报研究者和管理者应该意识到“人工智能改变环

境、行为、观念；情报学术关注宗旨、理念、实践；情报

理论涉及事业、业务、教育”，专业机构和个人应在规

范情报认知的基础上审视调整自身工作与研究的目

标内容。从国家治理发展态势等情况出发，进行情

报前瞻感知发展研究时应予明确的情报认知规范

是：兼顾发展与安全关切，明晰赋能感知标准意义，

突出对未预对象的研判评估要求。

4.1.1 兼顾发展与安全关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的颁布，使得增

强情报工作能力以保障国家安全与发展等重大利益

被视为情报机构的发展基石[9]。发展与安全问题是

国家科技情报事业建设发展中不可或缺亦不可偏废

的两个共生对象，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

目的。二者总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虽然在具体的

情报业务表达处理中可能会存在侧重，但是从事业

角度对发展与安全二者关系进行总体把握时唯有

“兼顾”而不可只求“面向”。科技管理实践中经由价

值认可度高的公开交流渠道所发生的泄密现象往往

源于对发展与安全的兼顾要求未能得到重视，源于

兼顾标准未能落地。

从发展的角度看，科技情报工作者在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等战略实施的发展进程中，需

要重新审视本领域的工作实质与范畴，聚焦科技发

展真正的情报需求。从安全的角度看，基于总体国

家安全观探索如何令科技情报在国家科技安全维护

与国家竞争优势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将成为科

技情报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10]。

4.1.2 明晰赋能感知标准意义

赋能是一个与相关对象的能力提升、自我完善、

环境感知、预警应变等行为发生关联的概念 [11]。赋

能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关注于能力识别而不是罗列

风险，强调专业与协同而不是盲从专家权威。所谓

情报赋能评估，是在特定价值取向下对于由情报所

带来的相关情报对象能力变化的评估[12]。赋能评估

的观念被诸多评价领域的研究者所关注，也逐渐受

到情报机构和科技评估机构的重视。

在现代科技情报治理中，对科技政策议题的解

答和设计虽然依旧是高级情报研究产品的展现形

式，但科技情报对决策的赋能表现则更胜一筹。科

技情报工作者通过谱系扫描感知态势发展，及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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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对未知要素的识别和描述，刻画情报对象和情报

任务需求雏形，进而分析情报感知与刻画的匹配规

则，将情报产品投送给目标用户。因此，尽早感知、

发现、描述和报送赋能作用大的情报产品是科技情

报前瞻预警功能实现的重要保障，赋能感知自然成

为保障工作的核心。

4.1.3 突出未预研判评估要求

对未预对象的研判，从过程层面来讲，就是在特

定的环境中对未预对象及相关事物的未来发展做出

具有参考性的分析与推测；从结果层面来讲，就是通

过向相关决策主体提供预测信息来预见未来发展走

向，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未来发展中可能存在的危

害和造成的损失。未预研判是采取预防和抵消措施

的预测性手段，也是保持战略主动的基础手段。在

科技情报治理中，未预研判主要是通过对情报对象

资源进行谱系扫描、分析及评估来实现的。例如，对

相关科技领域的发展趋势、潜在威胁、可持续能力等

指标进行全面跟踪与监测，识别线索信号，进行预警

研判，通过情报刻画和情报响应为科技创新发展保

驾护航。在未预研判工作中，对科技安全风险信号

的感知发现和识别分析能力是重要的先决条件，能

力的成功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情报人员和科

技领域专家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4.2 情报体系能力的提升需求

在国际科技贸易博弈的严峻形势下，体系应对

能力是解决国家与民族发展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的

关键[13]。从国家科技情报治理角度看，情报治理中最

为重视的任务对象大都与事业发展中的能力建设有

关。国家科技情报体系能力关涉资源保障、技术支

持、队伍建设和制度规范等诸多要件，提升国家科技

情报体系能力既是国家情报治理的核心任务，也是国

家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战略问题的条件要求。在促进

情报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应重点关注的情报体系能力

提升要点是：推动情报体系和能力融合发展，优化情

报体系能力要素构成，增强情报体系能力运用表现。

4.2.1 推动情报体系和能力融合发展

新形势下既有的情报理论方法工具对我国科技

情报治理实践问题的解析能力陷入瓶颈，在情报分

析任务响应的契合性和及时性上常显不足，这种情

报理论研究对科技情报工作实践的滞后在很大程度

上源于对科技情报能力认识和培养的不充分[14]。同

时，“烟囱式”的情报事业布局导致不同情报机构在

不同层级上不能有效协同，不能实现多源情报融合，

情报能力也就无法满足复杂环境下国家战略决策和

国家安全发展的需要[15]。在“建立健全统一、分工协

作、科学高效的国家情报体制”的顶层设计指导下，

“统一归口、跨部门合作”的情报体系整体协调与情

报能力综合提升关系密切，前者是实现各类情报力

量联合的必要措施，后者是各类情报能力要素聚合

的可能结果，情报能力和体系的融合发展是提升情

报体系能力的必由之路。

4.2.2 优化情报体系能力要素构成

情报体系能力建设是在整个情报体系力量的依

托之上实现对多源多样情报能力要素的整合和优

化，以灵活的情报能力要素组合方式来应对不同的

任务情境和问题类型。在整个情报体系中，不同的

情报机构或单位拥有不同的特色情报能力优势，情

报能力支撑要素的培养和调配往往需要借助于情报

组织机构来实现。换言之，不同类型的情报组织机

构是科技情报体系能力支撑要素的提供者。情报体

系能力的形成，是情报机构和情报能力支撑要素匹

配作用的结果，要想切实发挥情报体系能力，就必须

对情报体系能力要素进行优化整合。

4.2.3 增强情报体系能力运用表现

情报体系能力最终要通过情报工作和情报成果

的实际运用效果表现出来。从情报工作的角度看，

国家科技情报体系能力可运用表现为体系响应能

力、体系感知能力和体系刻画能力，三者紧密交融，

相互促进。科技情报体系的响应能力表现为：面对

复杂的综合性科技决策问题，以目标为中心进行任

务分配，基于情报工作流程对体系内各实体的情报

力量进行动态整合与组织协调。科技情报体系的感

知能力表现为：将体系内的每个情报实体都视为一

个感官，通过对科技情报环境、技术前沿、关键技术、

人才成果进行全面扫描和评估监测来实现更早预警

和更快研判，这实际上是在对常规情报感知能力进

行动态重构。情报体系的刻画能力表现为一种动态

的学习建构能力，将学习建构在对情报体系诸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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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感知和情报响应实践评估与反馈的基础之上。从

情报成果的角度看，科技情报体系能力运用就是要

将科技情报体系的响应能力、感知能力和刻画能力

运用于科技情报工作，融入国家科技项目管理和创

新研发的每一个环节，在追赶答疑、跨越选评、覆盖

前瞻和引领预警这四个方面表现出情报成果对国家

科技决策的保障作用。

4.3 情报事业发展生态的营造需求

情报事业发展是情报目标、情报过程、情报方

法、情报机构、情报人员、情报教育、情报制度等要素

相互作用的结果。科技情报工作所处的任务环境、

所面对的任务对象和所持有的任务手段之间的关系

通常需要基于复杂巨系统的研究视角进行梳理，因

此以生态理念进行情报事业发展的探索不失为一种

可行且可信的研究观。

生态要素讲求共生、共存、共进，通过自组织、自

生长、自适应和自修正的功能构建和强化，促成情报

生态系统的良性生长，形成各尽本分、积极协作的工

作氛围，才能符合科技情报“关切常在、敏感常存、积

累常续”的衡量标准，进而推动情报事业的可持续创

新发展。

4.3.1 信息资源的保障需求

情报工作的根本使命是解决决策过程中信息不

完备的问题，信息数据无论内容状态和载体形式如

何，只要有助于解决决策信息不完备的问题即可纳

入情报工作范畴。只有针对环境变化不断调整制度

和流程，才能从资源保障上使情报生态能够正常存

在与健康发展。

基于生态理念实施情报治理需要兼顾事业和机

构的发展要求，具体落实则要从情报数据生态治理

入手，在情报治理过程中着眼于创新与基础研究的

关系，增强对基础研究投入的信心，巩固和建设多源

融合信息资源和数据基础。情报数据生态治理的目

标是营造数据基础生长空间。数据基础的存在与投

入使用是情报保障功能的一种具体反映，亦是创新

价值实现之转化纽带的重要组成[16]。

4.3.2 事业机构的建设需求

科技情报机构是推进科技情报事业的关键主

体。目前，区域间科技情报资源的共享促进了情报

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但情报服务的机构间合作还

没有大范围地开展，缺少一个总抓全国科技情报工作

的部门来推动针对重大问题的资源、业务统筹协调。

在国家科技情报治理中，情报机构人才队伍的

建设是提升情报工作质量的重要保障。情报人员的

核心业务能力是情报工作过程中的分析判断能力，

这也是情报人员最重要的素质特征。情报人员的情

报敏感度、知识结构、知识状态等个体差异会导致各

自生产的情报结果相异，甚至对立 [17]。领域实践业

已证明，无论是科技情报机构人才队伍的学历构成，

还是科技情报机构对人才的教育培养，都体现出情

报教育对科技情报机构的影响。从实践出发，按时

代要求进行情报学术的审视与重塑，令情报学术回

归“帮助解决决策过程中信息不完备问题”的情报本

源，对于国家情报事业机构的人才建设和科技情报

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4.4 情报学科建设的保障需求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科技

情报界一直秉持着情报业务响应和情报学术探索并

重的优良传统，有力支持了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规

划和实施。在国家整体科技水平处于由“追赶”状态

向“跨越”“覆盖”和“引领”状态转变的关键时期，当

“答疑、选评、前瞻、预警”等科技情报任务需求清单

渐次加长之时，对于情报、情报事业和情报体系能力

的深入思考成为中国情报学者不能回避的义务。从

大处着眼，由小处入手，探寻满足国家发展要求、符

合时代条件要求、不辱特殊神圣使命的情报学术规

律则是情报学者的专业本分。情报学科建设作为情

报学术活动的搭载平台，担负着对未来专业人才的

培养教育使命，为情报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方法和方

向探索等保障支持，因而在面向未来的事业发展中

必将迎来新的调整与进步，在此进程中需要着力调

整把握学科建设导向，避免一味追逐热点的跟风式

做法，要着重探索适合我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需要、

契合科技情报业务特点、符合兼顾发展与安全关切

要求的情报学术议题的产生、交流和评价管理机制，

做好学科建设基础要件的整备工作，使学科建设的

参与者能够保持必要的专业定力，真正做到“敏锐感

知，准确刻画，有效响应”，在科技情报工作中，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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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信号辨识和赋能评估来减少不确定性所产生的

意外。

5 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目标定位和实现路径

5.1 目标定位

国家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目标包括：提升科技

情报体系能力，减少和防范科技管理中的认知意外，

落实对科技创新管理的预警导航。

达成目标所需进行的重点工作是：

(1)加强导向管理，成立专门抓总协调机构。国

家科技情报事业具有明显的复杂体系特征，科技情

报的资源、对象和工作任务涉及不同专业领域的机

关、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要想发挥我国固

有的制度优势、引导大家走出关于“情报与信息”“发

展与安全”“公开与秘密”的认知理解和实践误区、下

好全国一盘棋，首先就应该成立国家科技情报事业

的抓总协调机构，负责审议有关科技情报事业发展

的政策法规、规划与计划，对情报学科建设、情报工

作形式和内容调整等发挥主导作用，并以国家科技

情报领导机关的名义协调指挥各类组织机构进行科

技情报资源、制度和学科的建设，完善、提升和有效

发挥国家科技情报体系能力。

(2)调整事业管理评价标准，强调基础建设与过

程操作。科技情报事业管理不同于一般的工商或科

研事业管理。对科技情报任务能否响应以及能否高

效响应都取决于情报事业体系是否正常运转。情报

资源维护的重要性、情报任务对象的复杂性和情报

成果效用的模糊性决定了对情报事业的管理评价不

可囿于所谓的成果绩效。评价标准应该重视衡量对

于情报信息资源的谱系建设和基础数据维护工作是

否正常，应该考察相关的机构和团队是否处于积极

的扫描监控和感知探查的工作状态。此类考评对于

科技情报体系能力的建设和发挥十分重要，然而这

种评价操作难以通过“创新性”成果计数进行，片面

强调定量计数会使常规基础工作被忽视，令线索发

现和评估研判被混淆。

有鉴于此，应该调整管理评价标准，突出赋能评

估成分，强调对于基础建设和过程操作的常态性要

求，应该鼓励科技情报工作者踏实积累、敏锐洞察、

深耕出新，应该知晓同质化的评价必然导致个体研

究的庸俗化和学科整体表现的平庸，应该避免出现

源于管理评价的弄潮追风导向。

(3)落实感知未预，实现跨域业务融合。从情报

感知研究的关切来看，由于情报素材承载着人类社

会的普遍信息，仅仅运用专门领域的知识手段难以

胜任情报感知研究所面对的综合性、战略性任务要

求，必须要积极加强跨领域、跨机构、跨组织的协作，

在保证情报安全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各部

门、各学科甚至各地区的公有科技情报资源的汇集

整合，实现资源有序共享、协同应对“无人区”探查等

科技创新保障问题。我国的科技情报机构传统上以

科技管理、科技咨询为主，注重操作层面上的报告撰

写、科技查新等事务性技术的实现，对于战略层面所

需的感知分析技术积累相对薄弱。因而，未来我国

科技情报治理调整过程中，要以情报感知为核心抓

手，充分利用新型技术，以情报数据融合为操作主

线，构建体系化的情报扫描和感知平台，满足国家、

行业和机构的综合情报需求。

(4)理顺理论与教育对科技情报事业和业务的支

持关系。情报学术理论探索与教育实践活动应该与

国家科技情报工作实践紧密结合、有序衔接，通过学

术研究和教育交流活动可以增强情报工作者的业务

能力，拓宽工作视域，增加情报资料获取渠道，助力

感知发现情报对象线索。

所谓理顺情报理论与教育对于科技情报事业和

业务的支持关系就是要规范处理好理论、教育活动

的公开目的与隐蔽目的的关系，要明确相关活动的

成果表达目的既非展示学范，亦非戴冠表功，不可用

自己的资料剖析自己的情况到公开交流平台上争取

对自我价值的认证，而是有意留置触角以经营情报

“飞地”，这种认知的建立在逆全球化和外部对我封

堵态势趋紧之时尤为必要。在情报理论与教育对科

技情报事业和业务关系治理中宜鼓励实践独立，落

实评价自主，坚持内部审视，建立灵活多样的交流平

台和机制，支持通过学术和国际合作交流活动保障

信息资源获取的顺畅完备，实现对科技信息谱系扫

描的完整及时，帮助把握专业方法工具的演进脉络，

协助落实国家科技情报人才培养和储备计划，维系

国家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持续演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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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实现路径

国家科技情报事业建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复

杂性，支持前瞻感知发展的设计实现要求有充盈的信

息资源基础、健全的政策法规保障、专业的机构人才

和技术体系支撑，这不是某个部门、行业的责任，也非

某些新技术应用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在国家层面进

行顶层设计，才有可能构建起一个科学合理的事业发

展体系。为达成情报感知发展研究设定的目标，从资

源、技术、制度、队伍和活力等情报业务所要求的基本

条件入手，应当完成以下具体项目建设内容。

1)完备稳固的情报数据基础

为情报工作过程中的情报感知、刻画和响应提

供科技情报大数据支撑，是应用服务能力的前提。

以资源保障建设为抓手，着眼动态发展，针对源于数

据基础的综合安全体系性挑战，探索跨界跨域分析，

组织进行新形势下的科技情报事业生态治理显得尤

为迫切。

组织协调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专业、不同

层次的组织机构进行持续系统的信息数据采集整

序，在基本资源维护稳定的前提下，根据自身业务专

长对新涌现的信源线索进行评估，灵活主动进行搜

采调整，并提供方便及时的检索投送服务，使国家科

技情报数据基础在“规范集中、特色可调”的运转方

式下处“体系配套、灵活主动”之状态，促情报数据达

“有谱、可续、能得”之境界。

2)敏锐系统的感知洞察能力

在情报工作语境下，感知是主动而非被动的过

程，是构建而不是记录“现实”的过程，它是情报专业

机构和人员对信息进行反映的过程。感知未预、洞

见未来的科技情报研究分析能力的展现需借由两个

必备的情报业务行为，即：全谱扫描和极致洞察。两

个情报业务行为折射出情报工作在综合系统要素支

持下尽早识别和发现有意义的弱信号、恰当予以刻

画表达和进行响应的专业特质。如欲拥有敏锐系统

的感知洞察能力，须建立和落实全谱扫描和极致洞

察之工作规范。

3)细致规范的响应协调制度

在逆全球化和现代技术迅速发展的冲击下，决

策主体难以仅仅依靠传统的情报组织工作模式做出

有效的决策，需要更多地依赖于情报组织间的协同

工作。良好的情报组织体系能力建设有赖于细致规

范的响应协调制度，这种协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不同类型情报机构的融合发展，既涉及不同情

报机构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形成的协调合作，又涉及

智库与情报机构通过战略联盟或合作的形式进行组

合；第二，以人员、机构、资源建设等情报能力体系内

部的整合作为基础而展开工作。在整个情报能力体

系中，不同体系要素之间协同发展的关系支撑起情

报系统的整体运行，同时这些不同要素之间的协同

互动也推进了系统整体的演化。

4)敬业务实的研究教育保障

情报教育具有多重含义，必须在明晰教育目标

重心的前提下，从情报教育的形式、内容和原则上对

情报教育加以规划和保障，实施情报特色教育。

在教育形式上，要明确培养方式包括对职业情

报人和情报专业人的培养，两者在情报素养方面的

要求有所交集，在培养方式和培养途径上有所不同，

前者常通过专门培训机构以职业培训方式进行培

养，后者则主要通过教育部门以专业教育方式进行

培养 [18]。在教育培养内容上，要在发扬我国情报学

传统优势的基础上，逐步调整课程设置，实现跨领域

专业人才培养，促使情报学教学与研究协调发展，落

实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和多样化的教育教学

实践。在教育原则上，坚持敬业务实基本原则的指

导。具体落实在人才队伍上的表现是：国家利益至

上，专业意识牢固，业务素养优秀，人才生态稳健；在

学术探索上的表现则是：学术重塑，评价审视，自强

筑基，善于感知。

6 结语

2020年9月23日，参加第52次情报科学读书交

流活动的专家学者就针对信息迷雾问题开展系统有

序的研究达成了共识 [19]，反映了情报科学探索的新

动向，也契合着国家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进程。保

障情报科学与情报事业守正创新的建设发展研究所

应遵循的原则是：以体系情报能力提升为核心关切，

以标准革新为动力支点，以谱系资源为发展基石，以

学术重塑为自立源泉，在情报感知需求牵引和情报

资源谱系建设推动作用下，实现体系能力融合、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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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充沛、发展安全兼顾的国家科技情报事业可持

续健康发展。在情报科学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

“能力”“体系”“谱系”和“感知”将是不可忽视的标志

性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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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on Research on the Planning Path of "Information Science Exploration"

Wang Yanfei Chen Meihua Zhao Keran

Abstract：Responding to the uncertainty of reality and the future through information foresight constitutes an im⁃
portant task f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chang⁃
e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requirements for information mission. Then, it derives the target positioning of the study on
information foresight through awareness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corresponding path is al⁃
so explored. It is clarified that the planning path of information science exploration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de⁃
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It highlights that the core concern lies in improving
the capabilities of information systems. The driving force is to renovate standards, while the cornerstone of develop⁃
ment is to develop genealogy resources. Finally, the source of self- reliance lies in remodeling information studies.
Driven by the demand for information awareness and building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genealogy, a system integrating
capabilities, with sufficient research and education guarantees, and adhering to both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should be built.

Key words：Information science; Information cause; Information awareness; Informa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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