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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作者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０日被遴选为武汉大学第五届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后，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为本

院师生所作的专题学术报告。

情报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及前沿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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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费成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情报学的发展具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认为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文献学以及信息系统学的研究都有密切关系。

本文从情报学发展的四大背景、三个维度、一根链条三个方面，探讨情报学发展的历程，并结合当前学科发展及环境形势，

对未来情报学需要研究的九大主要前沿性课题，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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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作一个发言，考虑到

在坐的大多是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主要谈谈情报学发

展的历史进 程 及 当 前 的 前 沿 课 题。我 对 相 关 文 献 进

行了梳理，大致 讲 四 个 问 题：四 大 背 景、三 个 维 度、一

根链条和九个前沿。

情报学产生的四大背景

１　文献学背景

情报学起 源 于 文 献 学，其 依 据 可 以 追 溯 到１８９５
年比利 时 学 者 拉 封 丹 （Ｈｅｎｒｉ　Ｌａ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和 奥 特 莱

（Ｐａｕｌ　Ｏｔｌｅｔ）等 人 创 立 的 国 际 目 录 学 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ＩＩＢ），ＩＩＢ创建的宗旨是对人

类社会所创造的科学知识进行加工整理。

我们可以对文献学发展进行梳理（见表１），回顾从

文献学到情报学的发展历程。１９０８年，ＩＩＢ在第四届会

议上接受了“文献学（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这一 术 语。１９３１
年，ＩＩＢ更名 为“国 际 文 献 学 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ＩＤ），１９３７年改为“国际文献联合会”

（ＦＩＤ）。ＦＩＤ是世界各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的 前 身，但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停止，进而改为国 际 科 学 技 术

信息联合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ＣＳＴＩ），目前仍在兴旺发展。

文献工作和文 献 学 于１９世 纪 在 欧 洲 开 始，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传到 美 国，随 后 兴 起 并 得 以 发 展。１９３７年

美国文献工作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ＤＩ）创建，并在１９３８年创办了《文献复制杂志》（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ＤＲ）。由 于 第 二 次

４



世界 大 战 的 原 因，该 杂 志 于１９４３年 停 办，到１９５０年

又以《美 国 文 献 工 作》（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Ｄ）

为名重新出现。１９６８年，ＡＤＩ改名为美国情报科学学

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ＩＳ），

ＡＤ也在１９７０年更名为《美国情 报 学 会 会 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ＡＳＩＳ）。

２０００年，ＡＳＩＳ加入了技术内涵，更名为美国情报科学

与技术学 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ＩＳＴ），会 志 也 改 名 为《美 国 情 报 科

学技术学会会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ＡＳＩＳＴ）。

表１　文献学发展的大事记

年份 重要事件

１９０８年 ＩＩＢ改名为“文献学”（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３１年 ＩＩＢ改名 为“国 际 文 献 学 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ＩＤ）

１９３７年 ＩＩＢ易名为“国际文献联合会”（ＦＩＤ）

１９３７年 美国文献 工 作 协 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ＡＤＩ）创建

１９３８年 ＡＤＩ创办了《文献复制 杂 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ＤＲ）

１９５０年
《文献复制杂 志》更 名 为《美 国 文 献 工 作》（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Ｄ）

１９６８年 ＡＤＩ会 更 名 为 美 国 情 报 科 学 学 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ＩＳ）

１９７０年
《美国文献工作》（ＡＤ）更 改 成 为《美 国 情 报 科 学 学 会
会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ＡＳＩＳ）

２０００年

ＡＳＩＳ更 名 为 美 国 情 报 科 学 与 技 术 学 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ＩＳＴ），会志也 改 名 为《美 国 情 报 科 学 技 术 学 会 会
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ＡＳＩＳＴ）

　　从这样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文献学是情报学早

期的一个源头。

２　图书馆学背景

情报学 发 展 的 第 二 个 背 景 和 源 头 是 图 书 馆 学。

１８０７年，德国 学 者 马 丁·施 莱 廷 格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ｃｈｒｅｔｔｉｎｇ－

ｅｒ，１７７２－１８５１）最 早 使 用 了“图 书 馆 学”这 个 概 念。

１８０８年，他出版 了 教 材《试 用 图 书 馆 学 教 科 书 大 全》，

建立了以图书馆整理为核心知识的体系。１８８７年，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学院，这

个学院的名称是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ｃｏｎｏｍｙ
通常译成“经济”，但 这 里 的Ｅｃｏｎｏｍｙ是“经 营、管 理”

的意思。到１９３０年，芝加哥大学在卡内基·梅隆基金

会的支持下，创 立 了 第 一 个 图 书 馆 学 博 士 点，这 标 志

着图书馆学教育进入了高等学校的学术殿堂，并且从

硕士研究 生 到 博 士 研 究 生 都 有 了 系 统 的 培 养 计 划。

而在１８８７年杜威建立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的时

候，学生从各 个 专 业 抽 调 而 来，这 些 学 生 毕 业 后 进 入

图书馆工作，从而实现了图书馆工作由受过系统的学

术机构培养 的 专 门 人 才 来 承 担 的 目 标。到１９１９年，

英国伦敦大学也创立了图书馆学院。迄今为止，美国

有近６０个由美 国 图 书 馆 学 会（ＡＬＡ）所 认 可 的 图 书 情

报学院。

图书馆学 发 展 的 历 程 和 文 献 学 的 发 展 历 程 非 常

相似。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的时候，由于计算机在文

献加工处理中的应用，美国的很多图书馆学院就在他

们的名字后 面 加 上 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原 来 的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

ｅｎｃｅ变成了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或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即图书馆与信息学院，或 者 图

书情报学院。我国文化部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初期组织

了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

教师也参与其中，访问中发现了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

这个变化，回 国 后 就 提 出 了 要 创 办 情 报 专 业。为 此，

武汉大学在 我 国 率 先 创 立 了 情 报 学 专 业。这 是 我 院

老一辈学者为情报学科作出的一个重要的决定。

情报学专业刚创建的时候并不称为情报专业，而

是科技情报专业。之所以称为“科技情报”，一方面是

因为在上一个世纪５０～７０年代还很少使用“信息”这

个词；另一方面，从需求来考察，过去我们国家是计划

经济体制，在整个经济活动当中生产是由计划体制确

定的，计划需 要 就 生 产 什 么，计 划 需 要 多 少 就 生 产 多

少，因而没有反映市场的信息需求，仅需要一些科研、

生产工艺、产品研发方面的科学技术情报。也鉴于当

时我们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从国家到地方都建立了

系统的科学技术情报体系，因而在创立情报学专业时

也就命名为科技情报专业，这就是早期情报学专业的

来源。

武汉 大 学 科 技 情 报 专 业 创 立 于１９７８年，是 我 国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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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最早的 情 报 学 专 业。实 际 上 情 报 学 专 业 的 创 立

也可以追溯到１９５８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创办

的科技情报大学。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武汉大学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首先创立了科技情报专业，使得其

在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融合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也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和情报学发展的关键点。

进入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学 科 发 展 出 现 了 变 化。

１９９３年，教育部专业目录调整时将“科技情报”改成了

“科技信息管理”，原因是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成

了“科技信息”。１９９８年，教育部专业目录调整的目标

是压缩专业，将原有的２５０多个专业压缩到１５６个专

业，因而将当时的经济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系统、林业

信息管理、信息学以及科技信息管理等５个专业合并

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这就是今天 的 信 息 管 理 与 信 息 系 统 专 业 的 发 展

历程，也是情报学发展的第二个背景。

３　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情报危机

情报学产生 发 展 的 第 三 个 背 景 是 现 代 科 学 的 情

报危机或者 说 情 报 爆 炸。情 报 学 的 产 生 首 先 还 是 源

于科学技术 的 发 展，而 不 是 经 济 的 发 展。近 代 以 来，

科学技术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１５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的萌芽

到１９世纪的前期，人们常称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时期，

也称为牛顿－伽 利 略 时 代。这 个 时 代 的 特 点 是 科 学

家自由分散地 从 事 研 究，文 献 非 常 少，科 学 家 之 间 的

交流主要 靠 民 间 的 交 流 协 会，即 人 们 所 说 的 无 形 学

院、无形集体，他们在交流过程中除了科学研究外，还

要做一部分文献工作。这就是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

也称为分散的、自由的研究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由于

科学的发展，早期的个体的、分散的、自由的研究不能

适应科学技 术 的 发 展，出 现 了 一 种 集 体 的 研 究 模 式，

有人称为爱 迪 生－爱 因 斯 坦 时 代。这 个 时 代 的 特 点

是集体研 究，其 表 现 形 式 是 建 立 了 有 组 织 的 研 究 机

构，如 英 国 剑 桥 大 学 的 校 长 Ｗ．卡 文 迪 什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建 立 了 卡 文 迪 什 实 验 室 （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　Ｌａｂｏ－

ｒａｔｏｒｙ），贝尔电话的发明人在波士顿建 立 的 贝 尔 电 话

研究所，爱迪 生 在 美 国 创 立 的 有２００人 的 发 明 工 厂，

这些都是实现研究的组织，并且依靠实验等手段进行

发明和研究。人们将这一时期称为集体研究阶段。

第三 个 阶 段 是１９３０年 后 到 二 战 后，尤 其 是 在 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很多国家都投入巨资促进国防

工业发展 和 开 展 武 器 研 究，大 大 地 推 动 了 科 学 的 发

展，美国的普赖斯将之称为大科学。如原子弹的研究

促进了系统工 程 的 产 生，并 在２０世 纪 六 七 十 年 代 阿

波罗登月工 程 中 得 到 运 用。大 科 学 的 特 点 是 投 资 巨

大、参与人员多、科研经费也很高，科学发展的明显特

征是在过去 的 高 度 专 业 化 发 展 的 同 时 也 向 综 合 化 方

向发展。

大科学时代 所 导 致 的 情 报 爆 炸 和 情 报 危 机 使 得

科研人员很难独立地从事研究，因为要想获得有价值

的文献资料非 常 困 难，因 此，一 部 分 研 究 人 员 或 一 部

分研究机 构 就 从 科 研 组 织 中 分 化 出 来，建 立 了 专 门

的、以科学技术文献、信息、情报为加工处理对象的机

构。这就是情报学发展的第三个大背景。

４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情报学发展 的 第 四 个 背 景 是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的

影响。由于战争的需要，各个国家都投巨资于国防工

业，使得科学 技 术 出 现 了 突 飞 猛 进 地 发 展。同 时，由

于德国对英法等盟国的封锁，盟国在当时要想获得一

点有价值的 文 献 非 常 困 难。于 是 这 些 国 家 的 科 学 家

就组织了一些地下组织，以秘密的手段获取和分析德

国的先进科 学 技 术 情 报。而 这 些 秘 密 的 小 组 后 来 就

成为这些国家的文献情报机构。二次世界大战后，美

国把德国很多有价值的资料、著名的科学家引进了美

国。统计显示，二次世界大战及之前，美国获得诺贝尔

奖的人数比德国少，但是之后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数大量增加。这一方面是美国科学技术自身 的 发 展，

另一方面也源于美国从德国引进的许多优秀人才，如

爱因斯坦这批优秀人才在美国的大学中创立了非常重

要的科学研究机构，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和科研的发

展，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和高等学校最为发

达的国家。同时，美国从德国、日本获得的大量有价值

的科研资料，也需要大批科技人员去整理，这些科技资

料就成为后来美国四大报告的源泉，对这些资料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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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析也促进了美国文献情报水平的提升，这也是科

学技术情报工作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情报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１　情报是一种知识

第一个维度认为情报就是一种知识，根据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研 究 角 度、研 究 方 式 和 重 点 的 不 同，又 可

以命名为以下四个范式（见表２）。

表２　情报学研究的四种范式

研究范式 特征

美国范式 关系知识的组织和检索，解决信息爆炸背景下用户
信息需求，研究内容为情报检索

欧洲范式 世界大脑、体外大脑，客观知识的组织

苏联范式 作为科学交流和传递对象的知识，情报学则主要研
究科学交流及其对象

中国范式
上述３个方面的引进介绍和综合集成，并创造了以
科技情报研究为特色的情报学，后拓展到对其他领
域的情报研究

　　（１）美 国 范 式，关 心 知 识 的 组 织 和 检 索。这 与 二

次世界大战 后 美 国 要 加 工 整 理 所 得 到 的 数 量 巨 大 的

有价值的文 献 资 料 有 关。我 们 常 提 到 情 报 学 的 一 篇

经典文献《Ａｓ　Ｗｅ　Ｍａｙ　Ｔｈｉｎｋ》（《诚如所思》），首次提出

了机械化检索的设想，希望自动地检索文献资料。非

常关注知识和信息的检索是美国范式的重要特征。

（２）欧洲 范 式。因 为 情 报 学 产 生 于 文 献 学，而 文

献是知识和信 息 的 重 要 载 体，也 被 视 为 体 外 大 脑、世

界大脑。哲学 家 卡 尔·波 普 尔 （Ｋ．Ｒ．Ｐｏｐｐｅｒ）提 出 了

客观知识理论，即“三个世界”理论。他认为第一世界

是客观物质世界，第二世界是主观知识或精神状态世

界，第三 是 客 观 知 识 世 界。著 名 情 报 学 家 布 鲁 克 斯

（Ｂ．Ｃ．Ｂｒｏｏｋｅｓ）受波普尔思想的启发，提出情报学、图

书馆学就是要对客观知识进行加工整理，从而做到有

效率地提供，这也是欧洲范式的主要观点。

（３）苏联范式。苏联范式以前苏联科学技术情 报

研究所所长Ａ·Ｉ·米哈伊洛夫（Ｍｉｈａｉｌｏｖ）为代表。他认为

情报学就是研究科学的交流和传递的一门学科。他对

情报的定义是：情报是作为交流传递对象的知识，情报

学就是研究整个交流过程中的规律和知识的演化。

（４）中国范式。在对上述三个范式引进介绍和综

合集成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战略性情报研究

的特色。有人认为，这种范式是继承了美国兰德公司

和日本的野田研究所的一些研究范式和特点。但是，

和上述两个研究所不同在于，中国的战略情报研究是

在科技情报机构下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成为我们过

去科技情报工作中三个重要部分中的一个（其他两个

分别是情报 学 的 理 论 和 方 法 以 及 文 献 信 息 的 加 工 整

理）。情报研 究 是 中 国 科 技 情 报 工 作 的 重 要 特 色，是

我国在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 创 立 科 技 情 报 体 系 所 开 辟 的

一个新兴的领域。

今天，我国的情报工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 国

的科技情报 机 构 中 包 括 最 为 大 家 熟 知 的 中 国 科 学 技

术信息研究所（简称中信所），情报研究工作方面的性

质虽然保持不变，但名称出现了变化，改称为“战略研

究中心”，也就是要满足国家战略情报需求、为重大战

略决策提供支持，并且在实际工作中也确实发挥了重

要作用。中信所所长贺德方先生曾提到一个案例，一

位中央领导 在 考 察 日 本 和 韩 国 之 前，希 望 了 解“当 一

个国家的国民 收 入 达 到６０００美 元 时，其 国 家 的 社 会

经济实际发展状况该如何”。该领导委托了多个机构

和部委来做这项工作，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后

来这项咨询工作转到了科技部并委托中信所承担，该

所在很短的 时 间 内 就 给 出 了 非 常 满 意 的 答 案。贺 所

长认为中信 所 能 完 成 这 项 工 作 的 原 因 就 在 于 多 年 来

对数据、知识和情报的积累。因此，数据就是财富。

２　情报是一种行动

情报学研究 的 第 二 个 维 度 是 将 情 报 视 为 一 种 行

动。情报过程是与各种情报活动相联系的，不同的情

报活动（军事 情 报、科 技 情 报、企 业 竞 争 情 报、技 术 情

报等），尽管目 标、任 务 等 都 不 同，但 是 其 过 程 存 在 共

性，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情报的行动维度可以从不同

的角度来理解。

（１）情 报 循 环。情 报 循 环 也 被 称 之 为Ｈｅｒｒｉｎｇ模

型，包 括５个 基 本 环 节，即 规 划 定 向———正 确 的 搜 集

和 报 告———信 息 存 储 和 加 工———信 息 分 析 和 生

产———情报发布。这 个 循 环 与 竞 争 情 报 的 循 环 过 程

相似，但更加细致、更强调流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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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费成

（２）情报产品和价值链。如果将情报循环视为情

报生产过程，那么在各个环节就得到不同层次的情报

产品。这正是竞争情报研究中所说的“情报是一种过

程，情报是一种产品”的含意，它表示两者是不可分割

的。如图１所示，情报价值链从底层到顶层分别是数

据、信息、知识 信 息、生 产 性 知 识 和 行 动，每 一 个 不 同

阶段都具有 不 同 的 工 作 模 式，也 产 生 了 不 同 的 产 品，

所以也称为情报产品和价值链。

图１　情报价值链

　　我们可以把在情报价值链上所产生的三种类型产

品大概分为三大类（见表３），第一类是对过去描述，其

特征是静态的，称为基本描述性的情报；第二类是对现

在的发展动态、能力的研究，也称为动态 的 研 究 报 告；

第三类是对未来、潜在的意图进行的预测性研判。

表３　情报产品的类型和特征

情报（知识）

过去－静态－状况－基本描述

现在－动态－能力－动态报告

未来－潜在－意图－预测研究判断

　　（３）情 报 活 动 链。通 过 对 不 同 组 织 和 机 构 的 考

察，我们认为情报活动链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见图２），

分别是 调 查 活 动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信 息 活 动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情 报 活 动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和

决策活动（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或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

ｔｉｅｓ）。从情报活动链可以发现，不同阶段的目标与性

质都不同，因 此 我 们 称 情 报 是 一 种 行 动，这 种 行 动 表

现为不同性质和不同阶段的活动范畴。

调查活动—信息活动—情报活动—决策活动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图２　情报活动链

　　（４）情报的智能取向。这一维度的情报学研究关

注的主题包括 智 能、情 报 收 集、情 报 分 析、情 报 产 品、

情报循环、情 报 价 值 链 等，研 究 深 入 的 方 向 是 知 识 的

激活，即从情报的收集、分析、产品、循环、情报价值链

乃至最终情 报 成 果 的 获 得，都 贯 穿 着 对 知 识 的 激 活，

使其变为情 报。钱 学 森 先 生 在 国 防 科 工 委 的 一 次 情

报工作上的报告就特别强调如何将知识、资料激活转

变成为情报。因此，我们将这一维度也称为情报的智

能取向，要沿 着 情 报 价 值 链 向 上 发 展，通 过 情 报 过 程

增加情报的价值，实现情报的增值。

３　情报为组织服务

情报学 研 究 的 第 三 个 维 度 是 情 报 为 组 织 服 务。

强调情报为组织服务就更能认识情报的特征，因为组

织生存、组织发展、组织竞争、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等方

面，可以对信 息 与 情 报 作 出 清 晰 的 区 分，特 别 是 理 解

情报作为组 织 生 存 要 素 的 意 义。我 们 个 人 通 常 需 要

的是 信 息，如 学 生 需 要 求 职 信 息、课 程 信 息、健 康 信

息、气象信息、旅游信息，个人很少需要某一方面的情

报。但是对一 个 组 织 而 言，不 仅 需 要 信 息，它 更 需 要

情报。有 这 样 一 个 案 例，南 京 大 学 沈 固 朝 教 授 告 诉

我，他承担了深圳华为公司的一个项目要了解通讯行

业的发展，他组织研究生从网上以及国内外相关期刊

中获得了很多信息，梳理、序化后提供给华为，但是华

为公司的 研 究 员 告 诉 他：“我 们 不 需 要 信 息，需 要 情

报”。沈老师 说，这 句 话 才 使 他 真 正 认 识 到 信 息 和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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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究竟有什 么 差 别。所 以，组 织 的 竞 争、生 存 更 多 地

与情报有关，而 信 息 作 为 一 种 日 常 工 作、学 习 和 生 活

需求，它可能是每天都需要的。

将情报理解成为组织服务，它就更能够帮助我们

认识情报的特征、情报的功能和情报的作用。情报学

的范围在组织情报观视野之下，远比竞争情报要更广

泛、深刻和丰 富。组 织 情 报 包 含 了 竞 争 情 报，但 远 不

止于竞争情 报。组 织 情 报 学 或 组 织 情 报 研 究 的 范 围

和内容除目前竞争情报所涉及的部分，还有极大的拓

展空间。

情报活动的一根链条

这个链条实际上很多人都讲过，前面也谈到了情

报价 值 链、活 动 链，这 里 进 一 步 提 出 情 报 活 动 的

信息链。

梁战平先生在２００３年就提出了信息链（如图３），

他认为信息 链 由 事 实、数 据、信 息、知 识、智 能 （情 报）

这五个环节构 成，信 息 处 在 这 个 信 息 链 的 中 间，上 游

的事实和数据是具有物理性质，而下游是具有认知属

性，信息则是一个中性概念。

图３　信息链

　　信息链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今情报学、信息管理研

究的一个非 常 重 要 的 对 象。从 事 实、数 据 到 信 息，从

信息到知识，从 知 识 到 智 能（情 报）的 转 化，标 志 着 人

类的认知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进，在这个演进

过程中，从低 层 到 高 层 的 转 化 不 会 自 动 发 生，需 要 人

的能动认识，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撑和科学的管理方法

来实现，尤其 是 处 于 信 息 链 中 高 端 节 点 的 知 识，作 为

人类特有的认 知 能 力，它 的 转 化 最 为 复 杂，需 要 的 信

息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也最为复杂，同时对人类发展

的贡献也最大。

对整个信 息 链 的 研 究 我 们 可 以 定 义 为“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为什么要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呢？因为

在近几年的学科讨论中，有的学者提出要建立真正的

情报学。有的学者提出情报学“起源于军事学和谋略

学……我 们 的 老 祖 宗 应 是 孙 子，而 非 布 什，也 非 申

农”，而信息 论 和 现 代 通 信 理 论 并 不 是 情 报 学 研 究 的

对象。有学者也呼吁，要建立一个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目前 尚 未 看 到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这 个 命 名，因 为

ｓｔｕｄｙ和ｓｃｉｅｎｃｅ相比 较，ｓｔｕｄｙ更 加 广 义，如 很 多 学 院

用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ｙ、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ｙ，而 不 用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和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显 然 是 对 美 国、日 本 的

各个方面进行研究）。

我认为，不需要重 新 去 建 立 一 个 学 科，就 使 用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因为这 是 从 英 文 翻 译 而 来 的 名 称，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现在一直使用，并且在教育部研

究生目录，国家标准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以及许多管

理机构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都有了这个专业的名

称和归属地，也 建 立 了 情 报 学 的 重 点 学 科，出 版 了 有

关的科学 期 刊，所 以 再 去 建 立 一 个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

ｉｅｓ，至少对学科建设而言不太合适。但是需不需要关

注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呢？我 认 为 非 常 需 要。当 前 国

家在反恐、安全、污 染、气 候 等 方 面 制 定 重 大 决 策，都

需要学者以及研 究 机 构 提 供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即 战 略 性 情

报。因此，对知 识 和 智 能 （情 报 ）的 研 究 可 以 定 义 为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就是如何 将 知 识 和 信 息 变 成 解

决方案、变成 情 报、变 成 智 能，直 接 提 供 给 各 级 领 导。

因 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中 包 含 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

ｉｅｓ。当前各学校也 已 经 将 信 息 收 集、信 息 加 工、信 息

组织、信息检 索、信 息 分 析 都 包 含 在 课 程 体 系 中。如

果再建立一个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学科，必然要包含这

些内容，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课程设置都会有很多重

叠的地方。

同时我 们 的 学 科 建 设 非 常 有 必 要 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作为信 息 链 的 高 端 环 节。当 前，我 们 更 多 地 关 注 了

“事 实———数 据———信 息”，而 对“知 识———智 能 （情

报）”这一部分关注的不够，没有满足国家对这一部分

战略情报的需求，特别是高等学校对“战略情报”关注

较少，这也是我们的学科教育有时受到研究同行诟病

的原因。所以，要加强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ｓｃｉｅｎｃｅ链条中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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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智能”激活和转化的研究，并作为今后研究

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情报学研究的九个前沿

结合当前的 形 势，当 前 的 学 科 发 展，提 出 情 报 学

所面临的、或者说需要研究的九个前沿性的课题。需

要说明的是，这 九 个 方 面 的 列 举 并 不 全 面，只 能 代 表

当前我们需要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

１　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即ｂｉｇ　ｄａｔａ或ｍａｓｓｉｖｅ　ｄａｔａ，这个概 念 当

前被炒得很热，它 描 述 的 是 当 前 数 据 环 境 的 特 征，与

信息组织和情报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在各个领域中

都有应用。在上 世 纪８０年 代，我 的 老 师 曾 提 到 过 世

界上最长的、最 有 名 的 一 篇 研 究 综 述，综 述 了３００多

篇文献，这在 当 时 是 非 常 惊 人 的 数 据 了。然 而，我 们

今天面对的商 务、政 务、医 疗、安 全、气 候 变 化 都 是 大

数据的环境，不是数百篇文献可以含盖的。离开大数

据的支持，很难进行这些工作。但是在强调大数据的

同时，也要冷静地对待这个新的概念。

大数据这个概念很重要，它的确描述了我们今天

的数据环境，但不应该搞得太热。回想上一个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ＯＥＣＤ发表了一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引发了中国的知识经济研究热潮。只要打开媒体、杂

志，全部都是 知 识 经 济 的 文 章，知 识 经 济 的 专 著 在 短

短的几个月当中出版了几十部，无法想象究竟是如何

写出来这么多 的 文 章、这 么 多 的 专 著，在 媒 体 上 也 大

量出现了同 样 的 词，这 就 导 致 我 们 当 时 认 为“知 识 经

济”是西方研究的热点。但是后来我们把“知识经济”

作为一个关键词在大量的数据库中检索和统计，发现

在欧美的数 据 库 中，“知 识 经 济”这 个 词 仅 出 现 几 次。

同样，尽管“大 数 据”这 个 环 境 非 常 重 要，但 是 它 不 像

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热。有人就认为，大数据也是美国

人用来忽悠中国人的一个概念，因为中国人喜欢炒作

新概念，他们就又创造出一个新概念。这个说法并不

客观，因为“大 数 据”产 生 于 计 算 机 对 数 据 的 处 理，不

少计算机 领 域 的 专 家 也 撰 写 了 相 关 的 著 作。“大”是

一个很模糊 的 概 念。大 数 据 的“大”实 际 上 包 含 三 个

特征维度：容量（ｖｏｌｕｍｅ）、处 理 和 响 应 的 速 度 （ｖｅｌｏｃｉ－

ｔｙ）、类型的多样性（ｖａｒｉｅｔｙ）。还有的学者提出第４个

维度，即价值密度（ｖａｌｕｅ）。这四个维度才能正确地描

述大数据的特征，而不仅仅是它的量。大数据的分析

在情报学、信息管理学和商务管理中是非常重要的一

个领域，我们应该关注。

２　数据挖掘与知识服务

数据挖掘（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多

研究，也属于 热 门 主 题，在 管 理 学 尤 其 是 电 子 商 务 中

关注的比较多，在 情 报 学 领 域 中，医 学 情 报 研 究 中 使

用较多。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的研制者美国德 雷 塞 尔 大 学

（Ｄｒｅｘｅ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陈超美教授告诉我，他最近接到

了美国著名的医药公司的一个课题，内容是从该公司

药品研制的 失 败 案 例 中 找 出 研 制 失 败 的 原 因。众 所

周知，国外的 医 药 公 司 通 常 投 入 巨 资、花 费 数 年 时 间

进行新药的研制，但研制的失败率高达９０％以上。该

公司将所有 失 败 的 研 发 方 案 提 供 给 陈 教 授。这 是 非

常难得的研究数据，如果从这些资料中发现在整个路

径中哪一步是失败的，就能在以后的药物研制中避免

失败，提高成功率。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在大数据背

景下的数据挖掘多么重要。

３　数据耕耘与知识成长

数据 耕 耘 和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刚 好 相 反，被 称 为Ｄａｔａ

ｆａｒｍｉｎｇ。有人作了个形象的比喻：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好像是

秋天，果实已 经 成 熟 了，我 们 去 挖 掘 的 时 候 已 经 长 成

型了，只 要 将 其 挖 出 来，就 是 一 个 完 整 的 产 品，如 数

据，如同前面 提 到 的 陈 超 美 教 授 承 担 的 课 题，是 从 已

有的、成熟的资料中挖掘 信 息。但 是Ｄａｔａ　ｆａｒｍｉｎｇ，则

是春天，是数 据 的 培 育。科 学 研 究 有 两 个 层 次，其 中

之一就是在原始的科学研究和创新过程中，科学家不

断获取新的 数 据，从 而 获 得 了 一 个 非 常 重 要 的 发 明。

对于情报研究、信 息 管 理 而 言，数 据 耕 耘 有 个 形 象 的

例子。我们经 常 做 知 识 网 络、引 文 网 络 和 数 据 积 累，

开始这个网络 是 很 小 的、不 成 熟 的，但 是 随 着 获 得 的

数据越来 越 多，不 断 地 向 网 络 中 添 加 新 的 节 点 的 时

候，这个网络会不断成长、越来越大，而最后会成为一

个什么样的形状，是我们不知道的，需要动态的探索、

跟踪 和 了 解。所 以Ｄａｔａ　ｆａｒｍｉｎｇ更 具 有 挑 战 性，更 能

描述情报学这个学科领域中的一些特点，有很多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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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但初步的调研发现在

这个领域的 研 究 文 献 还 很 少。因 此，Ｄａｔａ　Ｆａｒｍｉｎｇ是

非常重要的、具有生命力的一个领域。

４　数据库知识发现

这是一个很 成 熟 的 领 域，起 源 于 上 个 世 纪８０年

代人工智能领 域 中 的 研 究，也 涉 及 到 模 式 识 别、机 器

学习、智能数据库、知识映射、数据可视化等领域。高

性能计算，目 的 是 通 过 对 数 据 库 中 大 量 数 据 的 分 析，

发现数据中存在的关系规则，从而挖掘数据背后隐藏

的知识。但是情报 学 领 域 的 学 者Ｄ．Ｒ．Ｓｗａｎｓｏｎ把 数

据库知识 发 现 应 用 到 文 献 数 据 库 中，发 现 了 新 的 知

识，创造了情报学研究的新方法。在对美国的大型医

学数据库ＭＥＤＬＩＮＥ的挖掘当中，发现了新的知识，而

这些知识不是从实验中发现的，而是从数据库中挖掘

发现的。

５　虚拟社区中的信息传播与演化规律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尤其

是 Ｗｅｂ　２．０的出 现，产 生 了 许 许 多 多 的 虚 拟 社 区，如

维基、博客、社交网等，这些社区的出现带来了很多新

的课题。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信息交流的规

律也发生了变化，所以研究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提

高信息服务 的 效 率。许 多 的 学 科 都 从 不 同 的 目 的 出

发介入虚拟社 区 的 研 究，如 社 会 学、心 理 学、管 理 学、

新闻传播、行 为 科 学、公 共 管 理 等。情 报 学 在 介 入 这

个课题时，可以研究信息交流的结构、信息传播规律，

以提高情报和信息服务的效率、提高信息管理的准确

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６　小世界现象与社会网络分析

小世界现象 源 于 耶 鲁 大 学 的 社 会 心 理 学 家 米 尔

格兰姆（Ｓｔａｎｌｅｙ　Ｍｉｌｇｒａｍ）设计的连锁信件实验。该实

验发现了六度 分 割，进 一 步 引 出 了 社 会 网 络 分 析，把

复杂网络、图 论 应 用 到 人 际 网 和 互 联 网 的 分 析 之 中，

产生了许多非常好的成果。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方

法在情报学中也有非常多的应用。更重要的是，很多

学者发现，对 于 互 联 网 和 人 类 社 会 网 络 的 研 究，不 仅

符合小世界现象，而且也都服从无标度网络和幂律分

布，即Ｐｏｗｅｒ　ｌａ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在

理论上有很深的内涵，所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我们

的学科是非常有启示的。

７　信息的自组织和序化研究

尤其是网络信息的自组织与序化问题，是值得我

们关 注 的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个 课 题。如 博 客、社 交 网、

Ｔｗｉｔｔｅｒ、维基等社会网络和大型网络工具书，人们认为

这类以用户作为生产者的网络应该越来越混乱，但是

实际上互联 网 与 原 来 的 精 英 阶 层 所 组 织 的 网 络 相 比

并没有混乱，相 反 在 逐 渐 趋 于 序 化。如，维 基 百 科 是

大众编辑的大型网络工具书，而大英百科全书是由各

领域专家编辑 的，有 人 认 为，大 英 百 科 全 书 是 非 常 准

确的，而维基百科全书可能是错误百出的。英国的一

个学者根据上述开展了一项对比研究，分别从维基百

科全书和大英 百 科 全 书 中 各 抽 样４０个 条 目，通 过 对

比发现，大英百科全书有３处错误，维基百科全书有４
处错误，也就是说维基百科全书和大英百科全书的错

误量是相当的，但是维基百科全书的容量是大英百科

全书 容 量 的２０倍，而 且 是 动 态 变 化 的，从 这 一 角 度

看，维基百科有更高的准确性。这说明维基百科全书

有一个自组织 和 序 化 的 机 制，否 则，我 们 就 没 有 办 法

解释其为什么越来越趋于准确。

最近在我 国 也 有 类 似 的 争 论。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

出版社日前在京召开了个咨询会，讨论是否需要继续

出版纸质 版 的《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众 所 周 知，《大 英

百科全书》现 在 已 经 不 再 出 纸 质 版，因 为 其 网 络 版 已

经非常先进，我 国 究 竟 出 不 出 纸 质 版，是 个 重 大 的 战

略问题，仍存在争议。

所以我们要关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包括网络信

息熵的变化、自 组 织 的 变 化、网 络 信 息 序 化 的 原 理 和

机制等。早期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都在研究信息熵，而

且也涉及到自然语言处理的问题。我们认为，信息熵

的变化实际上与网络信息的序化是一致的，所以这个

问题有着巨大的理论研究空间。

８　语义知识组织与认知检索

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所谓语义知识组织，即 本

体，就是把本 体 应 用 于 知 识 组 织。本 体 就 是 概 念、概

念体系和特 定 领 域 公 认 的 关 于 该 领 域 的 对 象 及 对 象

关系的概念化表达，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个基本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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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手段。但是机器并不认识概念，现在把人认识概

念的过程赋予机器，使得机器在组织信息过程中具有

语义推理能 力。如 果 利 用 本 体 把 网 络 上 的 信 息 表 示

成为计算机可读可识别可处理形式，从而使得网络也

具有语义。这 就 是 我 们 所 说 的 语 义 网。本 体 的 推 理

机制使得知识的组织过程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这个基

础之上的检索当然就是语义检索，也有人称为认知检

索。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的一个领域。

９　云存储和云服务

云计算产生以后，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对信

息服务的影响。因为云计算所带来的资源共享、知识

服务、信息服 务 的 新 模 式，在 云 计 算 的 背 景 下 都 会 得

到提升。目前 已 经 有 很 多 这 样 的 文 章 发 表，如《信 息

资源管理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２期就刊发了邓仲华老师的

一组论文专门探讨云服务，此处不再赘言。

通过上面九 个 问 题 的 简 要 介 绍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以

下几个结论：

第一，当前的前沿课题都是互联网带来的。除 了

早期的数据库知识发现外，其他的没有一个问题不是

与互联网有关的。即使今天的数据库，也是与网络密

切相关的。所 以 互 联 网 给 我 们 带 来 了 许 多 重 要 的 研

究课题，带来了新的研究空间。

第二，互联网带来的这些新课题引发许多学科关

注和研究，我 们 很 难 分 清 这 些 问 题 属 于 哪 个 学 科，也

就是说，面对 这 些 问 题，传 说 的 学 科 分 界 已 经 变 得 十

分模糊或者消失，研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学科介入

联合攻关。

第三，互 联 网 还 给 我 们 带 来 了 许 多 新 的 研 究 方

法，这些研究 方 法 是 我 们 过 去 没 有 使 用 过、也 没 有 关

注的，如社会网络分析法、信息自组织和序化问题、数

据耕耘等，而这样的新方法、新手段还有很多。因而，

互联网给我 们 带 来 了 许 多 新 的、开 创 性 的 研 究 方 法，

对情报学可能会带来突破性的影响。

第四，互联网 给 我 们 带 来 了 丰 富 的、可 以 方 便 获

得的数据，这是学者和研究人员非常关注的。因为过

去要获得数据，都要到现场去调查或调研。这种研究

方法现在依 然 非 常 重 要 性，网 络 的 调 查 取 代 不 了 它。

但是网络确实给今天的研究者带来了很多数据，这种

数据是过去所无法获得的，而且也不需要被调查者响

应，可以方便地获取和研究，给研究带来了很多方便。

最后，互 联 网 给 情 报 学 带 来 了 挑 战。挑 战 的 同

时，带来了很多创业、创新、创造的机会。一九八八级

几位已经离开本行业的校友在返校曾表示，他们离开

本专业的原因是因为心里非常的不平衡，总感觉别的

专业的人是唱主角的，而我们都是为别人服务的。这

在情报 学、包 括 信 息 系 统 专 业 都 有 这 样 的 情 况。但

是，今天的情 况 发 生 了 变 化。因 为 互 联 网 的 出 现，学

习研究图书情报学科的同学们成为了互联网的主人，

比如百度的创始者就是图书情报学专业毕业的，在腾

讯、百度、Ｇｏｏｇｌｅ工作的许多创业者，都是这个专业的

毕业生，他们 今 天 正 在 唱 主 角，他 们 会 演 出 许 多 非 常

精彩的剧目。我 坚 信 图 书 情 报 学 科 将 在 互 联 网 时 代

得到巨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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