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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响应的基础条件比较研究

陈美华 1，王延飞 1，2

（1.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 100871；2.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暨“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 要 在决策过程中，解决信息不完备的问题是情报工作的核心要义，通过情报基础建设来为情报任务响应做好

准备，实现情报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情报学术不可忽视的研究议题。本文基于前期相关研究对情报响应的基础条件

内涵及其内容进行了基本界定，运用生态理念梳理了情报响应的基础业务系统机理，并对中美两国进行情报响应的环

境要素条件和主体要素条件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实现我国情报响应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要求，具体包括：加强对

科技信息资源建设以及跨领域信息资源的建设；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教育发展体系，打造情报人才多样化发展的

情报教育培养模式；完善情报机构的管理与评价模式，实现情报基础条件对情报任务响应的持续支持。

关键词 基础条件；情报响应；情报业务；系统机理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s of Information Response

Chen Meihua1 and Wang Yanfei1,2

(1.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Research Center for Maritime Strategy and“The Belt and Road”,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It is the core of information work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
cess. It is a research topic that cannot be ignored by information studies in preparing for the response to the mission of in‐
formation business activiti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cause.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lated research, this article has defin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s of information response and its main content. With the guidance of ecological concepts, it delineates the funda‐
mental business system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response, and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optimal response practice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subject elements of the information response systems. It puts forward 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s and re‐
quirement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formation response,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o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cross-domain data resources; creating an information education develop‐
men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ilding an information education training model for the diversified information
talents; and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model of information agencies to realize the continuous support of
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s to the information response.
Key words: fundamental conditions; information response; information business; system mechanism

1 情报响应的基础条件界定

1.1 情报响应的基础条件内涵

“基础”一词被广泛应用，主要是指事物发展

的根本或起点。本文所研究的“基础条件”也一直

是情报学领域重点研究的对象，已有许多学者从要

素构成、系统评价等不同视角，对情报工作的基础

条件进行了研究分析。其中，有学者从情报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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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探索了情报基础条件响应情报能力的指标要

素构成，如侯丽 [1]从评价科技情报系统功能的角度

出发，分析了情报各子系统中情报基础要素的重要

作用；杨春静等 [2]从科技情报机构知识服务能力的

视角出发，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情报基础因素的

评价体系；李辉等 [3]基于情报 3.0 的背景，从科技情

报服务能力评价的视角，论证了影响科技情报各项

工作能力的重要指标要素。这些情报评价的研究均

涉及情报体系建设中关于信息源、数据库、技术、

管理、人员等多种要素条件，在情报业务活动和情

报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课题组曾从生态理念

的视角论述了竞争情报系统构建的生态基础，包括

情报源、情报技术、法律等生态环境基础，以及情

报组织、情报用户和情报人员等生态主体基础；运

用系统分析法对情报感知的基础条件要素进行了解

析 [4-5]。王延飞等 [6-7]、杨峰等 [8]分别从情报方法、情

报资源等情报基础的单方面要素视角论述了情报业

务活动的实现路径，这些研究均为本文对情报响应

的基础条件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以上对情报基础条件研究视角的综合分

析，本文认为，情报响应的基础条件主要是指对情

报业务、情报研究以及情报事业发展起到支撑和稳

固作用的要素集合，这些基础要素众多且复杂。从

系统的角度来看，这些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

系，共同构成了响应情报事业发展的巨系统，同

时，在这些要素集合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情报治理

的生态基础。

1.2 情报响应的基础条件内容

早在 1982 年，美国情报学家 P. 艾瑟顿 （Pau-line

Atherton） 在 《情报系统和服务机构手册》 [9]中指

出，一个国家的情报基础决定了该国家获得、传递

和利用知识与情报的能力，并列出了情报基础结构

的七项基本内容。为了进一步探索新时代情报基础

结构的主要内容，本文拟从生态系统分析的理念入

手，展开对情报基础主要结构的分析。

作为各类要素的系统集合，情报基础条件建设

是情报系统生态化运行的重要保障，其在支撑情报

感知、情报刻画和情报响应的工作过程中，已然形

成了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如何合理地确定情报基础

条件的主要结构是进一步分析情报响应业务系统机

理的必然要求，而运用生态理念系统解读情报基础

条件的主要内容则是厘清这类复杂巨系统对象问题

的必然选择。根据信息生态理论，信息生态系统的

形成主要是信息人与信息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结

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10]。其中，信息人既是信息

环境的主体又是信息交流的对象；信息环境则是人

类生态系统中人类及信息、信息技术、信息制度、

伦理等社会组织周围一切信息交流要素的综合 [11]。

基于信息生态要素研究的视角，结合前期的文

献调查，最终确定了生态理念下情报基础条件的具

体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即生态环境要素部分

和生态主体要素部分，如图 1 所示。

本文对情报响应的基础条件生态解读的要点

是：将情报响应的基础条件视为以情报目标为中

心，以情报过程为基本活动依据，由情报机构、情

报人员、情报源、情报教育和情报制度等种群要素

所构成的，具有自组织、自生长、自适应和自修正

功能的生态系统 [12]。其中，情报基础条件的环境要

素可以直接对情报业务产生直接响应效果，也可以

通过影响情报主体要素的方式对情报业务产生间接

响应的作用。

2 情报响应的业务系统机理

2.1 情报响应

情报工作的特色核心环节决定了情报学术研究

要重视对情报需求、情报对象、情报任务的感知、

刻画、响应 [6]。目前的情报学术研究主要是针对着

以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分析与服务为表征的

情报响应环节的内容对象 [13]。1990 年的《情报与文

献工作辞典》将情报响应定义为，情报接收者对情报

的吸收情况，用户对情报的吸收具有各自的选择性，

响应不是情报的本质属性，是情报传递有效性的一

个重要标志，它是衡量情报质量的外在指标 [14]。

衡量情报工作质量的指标是情报响应值，计算

公式为

图1 情报响应的基础要素条件及与情报业务的关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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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In
IA

(1)

其中，R为情报响应值；In为有用信息；IA为信息总

量。情报工作者要想提高情报服务效率，就必须提

供更多的为使用者所需要的、并能被理解的有用信

息，使情报响应值 R 趋于或等于 1[15]。在信息不完备

的情况下，情报响应即“知-未知”的过程及结果[16]。

2.2 情报响应的业务系统分析

基于对情报响应的基本理解，情报响应的基础

条件是围绕情报响应理念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情报基

础内容建设和情报基础活动实践，实现支撑情报感

知、刻画，进而最终实现情报响应的任务和效果。

情报各项业务活动均需要情报主体基于自身的能力

要素和基础条件的内外部环境要素，对科技发展进

行感知、前瞻预测、研判等活动内容，使最终的情

报响应具有竞争性和发展性的同时也具有安全性和

对抗性，以达到在科技情报业务活动中由被动应答

到主动提供、开放探索的响应效果。

从情报体系的整个系统考虑，情报基础条件建

设的直接动机是支撑和保障致力于维护国家科技安

全与发展的各项情报业务活动的顺利进行，而在构

建和形成情报响应的过程和观念中，需要将情报目

标与高层需求相统一。情报响应的业务系统架构是

情报事业在国家科技安全治理活动中的综合价值体

现。情报响应的业务系统分析及其逻辑结构如图 2

所示。

在图 2 中，情报响应所面临的外界环境是情报

业务活动的出发点和情报目标任务的作用点；情报

业务中的情报主体要素既包括情报工作中的执行主

体，又涉及情报工作所面向的用户需求主体，前者

具有对情报基础要素条件的配置能力，后者则具有

对各项情报业务工作、基础配置和联系的反馈和评

估能力；情报基础条件中的环境要素包括了情报

源、情报制度、情报教育等要素集合，这些要素不

是孤立存在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对情报业务的

规范、安全保障、开放探索等活动产生直接或间接

影响。总之，情报基础条件支撑的业务系统，既是

对情报感知的响应、对情报刻画的响应，又是对情

报工作中响应环节的支撑和保障。

3 中美情报响应系统的基础条件比较

分析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孤立主义等逆全球化

浪潮的加剧，国家科技事业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

争。要突破国外特别是美国对我国的技术保密封

锁、摆脱困境，需确保相应的情报基础建设对情报

业务、情报事业具有一定的支撑性、战略性、全局

性等特点。在此背景下，分析并比较中美情报响应

的基础要素条件，是把握国内外情报基础条件响应

情报业务发展规律和差距的重要途径。

3.1 情报响应的环境要素条件

3.1.1 情报谱系资源建设

信息资源建设是响应情报业务中谱系扫描的基

础保障。美国是情报谱系资源开发与建设的典型代

表，特别是对专业领域的科技信息资源、各种数据

库的建设与开发，为科技情报业务提供了有力的科

技信息资源保障，主要包括国家级情报机构数据资

源建设的战略响应和专业文献服务建设的基础响

应，这些均体现了美国的资源建设呈现出规模大、

专业化的特点。

在国家级数据资源建设的战略响应方面，号称

“美国数据机构”的美国国家技术信息服务中心

（National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NTIS） 的战

略重点是扩大数据资源的访问，其美国政府报告文

摘题录数据库中 75% 的收录内容是科技报告，收录

文献中的 25% 来自美国之外，专业涉及科学技术的

各个领域 [17]。美国能源部的科技信息办公室 （Of‐

fi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OSTI） 基

于自身的发展与建设，收录了能源部及其前身机构

70 多年的研究成果，该机构还负责提供来自能源部

资助的研究成果的学术性科学出版物，以促进科学

发展并保持技术创新 [18]。在专业文献服务建设方

面，如化学文摘服务处 （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图2 情报响应的业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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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工程索引 （The Engineering Index，EI）、美

国国会信息服务公司 （Congressional Information Ser‐

vices，CIS）、“HIS Markit”等，这些专业信息基础

服务与咨询工作的建设都极具国际竞争性 [19]。

在大数据环境下，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级数据

资源机构的出现，由中科院文献中心、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等 9 个文献信息机构组成的国家科技

图书文献中心也开始着手国家科技文献信息资源战

略保障服务的建设。目前，已建设有 40 个服务站，

覆盖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逐步形成辐射全国的

科技文献信息服务体系，成为我国科技服务业服务

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代表。但受机构职能、

自身资源建设和管理方面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大多

数科技信息机构的信息资源建设主要是结合自身机

构的应用需要引进的商业性质资源系统，与国外专

业数据机构、商业性文献资源发现系统相比，我国

信息资源建设在数据采集范围、数据集成管理效率

等方面差距明显，尚未形成完备的信息资源协同机

制和体系。

3.1.2 情报教育发展

通过情报教育培养情报业务活动的所需人才是

情报响应的重要基础条件，一般通过专业教育、在

职培训、继续教育等方式来实现。本节主要从中美

两国民口高校的情报教育在培养定位、情报教学方

面展开对比分析。

美国情报教育的培养定位主要落在对职业情报

工作者的培训和对情报专业人才的培养两个方面。

情报教育的在职培训旨在进一步提高在职人员的情

报工作能力，主要通过在线教学或资格认证的形式

进行，所面向的对象主要是正在或打算进入国家安

全部门或联邦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员。情报专业人才

教育则注重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和适当的实践活

动，培养情报人才具备较高的情报素养，此类培养

模式更加强调培养情报意识与信息手段融合的情报

能力，教学层次主要集中于本科生、研究生层面，

这也反映出了美国高校对情报研究人才培养的方向

和侧重点 [20-21]。

在情报教学方面，美国情报教育教学领域涉及

文科、理科兼具综合化的特点。除了学习本学科领

域以及与情报相关的跨学科领域，如社会学、军事

学、管理学等相关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以外，美国

情报教育的特色在于很多高校课程设置加入了关于

文化、宗教、政治、民族、伦理等意识形态领域的

学科知识 [20,22]。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多元文化融

合的国情有关，但鉴于情报自身具备竞争性和对抗

性的特点，设置意识形态领域的教学内容也不失为

一种有效举措，值得借鉴。从教师队伍建设来看，

大部分情报学教育的老师具有情报实践经验或者具

备良好的战略综合素养，大大地夯实了情报教育的

教学基础，如国家情报大学的教职工来自情报界、

军事、政府和学术界，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可以解决

从地区性问题到网络安全再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

转移等几乎所有情报界关心的问题 [23]。情报教学内

容保障了情报专业学生在掌握基本的专业知识和学

术研究技能的同时，也确保了对特殊性、跨学科性

国家安全的情报业务问题的覆盖。

从培养定位来看，我国情报学教育与美国一

样，也强调了培养情报学学生专业学科知识的掌握

以及具备良好的实践能力。但相比之下，我国情报

课程的设置受“图情档一体化”理念的影响较大，

课程内容主要涉及信息科学和管理科学类，此类课

程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对信息服务类人才的培养需

求，但对于“情报意识”“情报思维”等方面的能

力培养仍明显不足。目前，我国的情报教育模式缺

乏体系化，主要以高校、科研机构的情报教学为

主，缺乏面向特殊职业群体的情报培训课程。此

外，目前我国的情报教育模式所涉及的领域非常有

限，主要以科技情报、竞争情报为典型，缺乏与国

家安全领域关联的教育，不能满足国家安全与社会

发展的情报需求，而情报人才的紧缺也必然成为未

来我国情报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3.1.3 情报制度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美国情报工作的跨越式

发展。为了避免由情报工作失误给国家安全带来麻

烦，美国国会及时根据具体的国内外环境变化、情

报工作的需求及特性，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和

修正案。美国从情报立法前期逐步构建情报界的协

调指挥体系，到对以反间保密、反恐等立法关注点

的突出，这些法律法案是美国后续情报工作开展规

范化、法制化的开端 [24]。美国国会所颁布的一系列

法律法案，一方面，有效地完善了美国的情报法律

体系；另一方面，也大大地加快了美国情报工作规

范化建设的进程。这使得美国情报工作的开展能够

有基本的法律可遵循，同时促进了情报工作的高效

化和法制化，对美国情报法制体系建设和情报工作

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美国的情

报立法形式侧重于分散式立法，注重对特定情报活

动内容的立法；同时，受三权分立制度的影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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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报立法理念更重视通过程序手段进行监督、制

约情报机构的权力。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框架之下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的

制定与颁布，中国的情报立法理念更侧重于立法的

整体性和宏观性，程序的规定相对笼统，制约观念

不够强烈，对情报机构具有极强的信任感。特别是

新国家安全观理念的提出，为情报立法提供了整体

性和综合性的指导，与美国情报立法体系相比，我

国的立法体系有待进一步明细化、标准化。

3.2 情报响应的主体要素条件

3.2.1 情报机构结构配置

从职能定位来看，情报机构不外乎包括情报咨

议机构、职能机构和事业机构，而情报机构结构配

置与情报体系的管理结构模式密切相关 [12]。世界各

国科技情报系统的管理体系结构模式大致包括三

种：强调国家干预和宏观指导的集中型、注重市场

需求调节的分散型以及兼备调控和市场调节的矩

阵，对照情报机构性质则包括政府机构、私立机构

和非营利机构等 [25]。

美国情报机构分属于不同部门，基本呈出矩阵

型结构体系，综合职能定位和机构性质，主要包括

三种基本类型。一是政府所属的综合性和专业性情

报机构，如作为独立机构的中央情报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

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DIA）、国防

高级研究计划局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商务部的国家技术情报服务局

（NTIS），能源部的科技情报局 （OSTI），国家情报

主任办公室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

gence，ODNI） 的高级情报研究计划署 （The Intelli‐

g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ctivity， IARPA）；

还包括承担文献收集、存储等功能的职能机构，如

国会图书馆、档案馆等。二是民间信息机构、咨询

机构、智囊机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兰德公司、

IHS Markit 公司。三是以盈利为目的、提供跨越国

界科技情报服务的二次文献科技情报机构，如化学

文摘社、生物学文摘社等。这些科技情报机构基于

不同的机构特色和任务，以国家宏观调控、市场调

节和用户需求为导向，形成多路操作、同时进行的

情报机构体系配置模式，为情报响应情报事业的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框架，从机构层面保障了情报

业务活动的顺利进行。

社会制度的差异性在情报体系与情报组织结构

配置方面也很好地体现出来。按照社会主义发展的

观点，“集中型”的情报组织方式更将有利于情报

事业的统一管理和合理使用，同时可以避免“分散

型”的弊端。60 多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从中央到

地方，专业与综合、公益机构与企业并存的科技情

报体系 [26]。政府性质的机构一直以垂直管理的形式

呈现，而私营性质、专业领域的协会等性质的机构

则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围绕特

定的情报问题展开工作。此类配置形式既会实现情

报工作的合理配置，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美国矩

阵式情报机构间的不良竞争。但现实工作中，各情

报部门组织间的横向联系缺乏紧密性，往往不能及

时应对环境产生的变化，容易各行其是，在实际工

作中产生脱节问题。

3.2.2 情报人才队伍建设

情报人员所具备的情报敏感度、知识结构、状

态、意识形态等个体差异会导致产生不同，甚至是

对立的情报结果 [27]。情报业务活动，特别是情报感

知，是建立在感知者现有经验和知识结构基础之上

的，所以对于人才资源的质量要求非常高。情报人

才队伍建设是情报响应的重要部分，情报人才队伍

的学历背景和所具备的核心业务能力是从事情报业

务活动的重要基础条件。

在人才队伍的学历背景方面，以美国兰德公司

为例，该公司 90% 的研究人员拥有高等学位，53%

的研究人员拥有一个或多个博士学位；在人才专业

背景方面，呈现学科多样化均衡分布，涉及学科领

域有政策分析、政治、社会科学、行为科学、计算

机、经济、国际关系等 [28]。另外，根据情报人才各

自的业务领域特长对情报业务分工进行主题专家配

置，是情报人才能力配置在情报业务活动中的最佳

响应。 IHS Markit 公司依靠全球主题专家所属行业

领域、语言、国家区域等条件对全球和本地市场开

展实时情报监控、预警，并在不确定性较强的市场

条件下为客户提供按需咨询服务 [29]。

与美国情报界均衡发展的顶尖综合型人才队伍

建设和能力配置相比，我国的情报机构中，情报人

员的学历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且大部分情报机构

对跨学科领域背景人员的引入不足，缺乏情报知识

与专业领域知识、外语等学科背景能力互补的复合

型人才队伍。以支撑政府决策的 M 机构为例，在编

人员中，博士研究生学历约占 26%，硕士研究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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