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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化视角下 野智库冶 型情报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郑怀国袁 赵静娟 *袁 秦晓婧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数据科学与农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97）

摘 要院 [目的 /意义]在中国智库战略发展背景下，国家需求和情报体系自身发展需求共同助推科技情报机构向“智库”转

型。而工程化视角为建立适应“智库”服务需求的情报体系提供了新思路，开创了新范式。[方法 / 过程]文章在工程化视角

下，基于霍尔模型，以知识维资源保障体系、技术支撑体系、情报服务体系建设为主线，在时间维和逻辑维，建立基于霍尔

模型矩阵的管理体制与机制，探索构建了基于霍尔模型的“智库”型情报服务体系。通过“能力建设 + 制度约束”，形成了反

应迅速、运行高效的“智库”型情报服务体系。[结果 /结论]本文构建的基于霍尔情报服务模型的“智库”型情报服务体系，

能够不断强化情报研究与服务的能力，为“智库”情报工作开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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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14 年 10 月袁 中央发布了 叶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

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曳袁 提出要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

库袁 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袁
研究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袁 提出咨询建议袁 开展科学

评估袁 进行预测预判袁 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

深度融合[1]遥 习近平总书记也将 野智库冶 建设提到了推

动科学决策尧 民主决策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尧 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遥
在智库战略背景下袁 由于情报服务与智库服务在

发挥 野参谋冶 功能上的一致性袁 在国家需求和自身发

展需求的共同推动下袁 科技情报机构向 野智库冶 转型

成为当今的趋势遥 然而袁 虽然科技情报机构具有丰富

的信息资源和成熟的方法体系袁 具备向 野智库冶 转型

的基础袁 但是 野智库冶 需要解决的问题常常处在复杂

的场景中袁 需要在大情报观下袁 通过对涉及政治尧 经

济尧 文化尧 科技等诸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信息进行深

入挖掘和分析袁 通过激发跨学科尧 跨领域专家的智慧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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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为科学决策提供解决方案和愿景支持遥 因此袁 需

要情报机构改变情报研究范式袁 构建一个能够满足 野智
库冶 服务综合性尧 深刻性和时效性要求的情报体系遥

众多学者针对科技情报机构向 野智库冶 转型过程

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袁 总结可以分为 3 类院
一是情报学与智库之间的关系遥 李纲尧 张家年尧 黄如

花等认为情报研究在智库建设的前端发挥了重要作

用[2]袁 情报与智库之间在基本功能尧 内在机能等方面联

系密切袁 情报可以为智库提供知识服务和智库成果的

复用[3,4]遥 李品等提出智库服务应包括智库活动尧 智库

产品生产和智库影响力 3 个主要环节袁 通过构建支持

智库活动的情报流程尧 协助智库产品生产的情报体系袁
制定助推智库影响力提升的情报流控制策略袁 能够达

到智库活动与情报研究内在的融合[5]遥 HAMES 等从情

报工作的优势分析了情报工作对智库的作用[6]遥 二是情

报服务体系构建遥 钱思晨等提出了在 野互联网 +冶 背

景下袁 应构建情报协同服务体系袁 从政策尧 机构尧 资

源等多方面实现情报服务的协同化[7]遥 王心妍等开展了

产业竞争情报智慧服务体系研究袁 将情报智慧服务体

系分为情报获取层尧 情报模块层尧 情报分析层和服务

应用层 4 个层次袁 认为智慧服务可以让整个情报体系

内的业务流程自行运转袁 提高业务处理的效率和质量[8]遥
RICH 等建立了基于情报工作流程的智库系统袁 并把智

库系统分为 3 个子系统袁 对每个系统的有机构成进行

了分析[9]遥 三是情报工程化遥 2014 年袁 贺德方等将工

程化及系统化的思维融入到情报研究中袁 提出了 野情
报工程学 渊Intelligence Engineering冤冶 的概念袁 将工程

化思维用于情报研究和服务工作所涉及的构成要素尧
工作流程以及组织管理的设计与开发中袁 以实现情报

工作的自动化尧 规范化尧 系统化[10]遥 之后袁 很多学者

从不同角度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袁 李阳尧 李刚

等将工程化思维嵌入至基于情报流的智库能力体系与

运行机制模型中袁 构建了面向决策的智库协同创新情

报服务体系基本架构[11,12]遥 唐晓波等以霍尔三维结构的

思想和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袁 构建了工程化思维下情

报工作的霍尔模型[13]遥
以上研究明确了智库与情报的关系袁 并将工程化

思维引入情报服务体系的建设中袁 但依然缺少针对决

策复杂场景和决策全过程的特定情报需求袁 做出及时

响应的智库型情报服务体系的构建研究遥

2 智库型情报服务体系

2.1 情报服务体系

在讨论 野智库冶 型情报服务体系构建问题之前袁
需要首先明确什么是 野智库冶 型情报体系遥 所谓 野体
系冶袁 是指在一定范围内或同类事物按照一定的次序和

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尧 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14]遥 情报

服务体系是针对特定情报需求袁 以情报机构为主导袁
以情报研究为手段袁 以情报服务为目的袁 为实现特定

情报功能而形成的情报资源尧 情报技术尧 情报方法尧
情报人员以及领域专家等各种要素的集合以及协调管

理机制[15,16]遥
2.2 野智库冶 型情报服务体系

野智库冶 型情报服务体系不同于一般的情报服务体

系之处在于袁 该服务体系是为满足 野智库冶 出对策尧
出思想和出声音 3 个显著功能[17]而构建袁 在情报功能

上突出服务于决策袁 是能够促使情报流与决策流有效

地融合袁 并满足 野智库冶 服务综合性尧 深刻性和时效

性要求袁 能针对决策各环节不同的情报需求做出快速

响应袁 并提供预判性结论和解决方案的情报服务体系遥
野智库冶 型情报服务体系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袁 它的

运行需要工程化的思想来指导遥

3 霍尔工程化情报服务模型

霍尔三维模型是由美国系统工程专家霍尔 渊Hall冤
提出的一种系统工程方法论袁 它通过建立一个包含时

间维尧 逻辑维和知识维的三维空间结构模型袁 来刻画

系统工程各项流程工作以及所涉及的要素内容 [18]遥
野智库冶 型情报服务袁 涉及用户需求的获取与规划尧 数

据资源的遴选与组织尧 方法工具的开发尧 专家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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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霍尔工程化情报服务模型

Fig.1 Hall's model of engineering intelligence service

参与等诸多关键环节袁 整个流程的实施尧 运作需要完

善的顶层设计和各部分之间的协同组织袁 具有现代科

学系统的特点 [13]遥 因此袁 以霍尔三维结构为方法论袁
构建工程化情报服务模型袁 能够将情报服务要素融合

为一个有机整体袁 充分体现在组织方面的有效控制和

整体优化遥 促使情报服务体系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尧
有序的组织管理以及综合运用技术方法的能力袁 从而

保证了情报服务体系的高效运行袁 以满足 野智库冶 服

务的要求遥 工程化情报服务模型如图 1 所示遥 工程化

情报服务模型分为 3 个维度遥
渊1冤 时间维遥 时间维表示工程化情报活动从开始

到结束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工作流程遥 在时间维上袁 尽

管不同主题尧 不同类型的情报项目以及产出的相应情

报产品在生命周期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袁 但是

都可以映射到情报规划尧 数据采集尧 情报分析尧 情报

服务尧 评估反馈 5 个环节构成的循环上[13]遥 理清时间

维下情报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具有重要意义袁 可以使

情报人员尧 情报用户和管理者在明确任务尧 达成共识

的前提下袁 相互配合袁 把握情报研究课题的总体进程袁
使复杂的情报工作有计划尧 有步骤地进行遥

渊2冤 知识维遥 知识维是指对开展情报服务所需要

的知识综合袁 体现为在时间维和逻辑维的各阶段袁 所

需要配置的各类知识库尧 研究方法尧 技术工具尧 专家

智慧等遥 知识维上袁 知识库尧 研究方法尧 技术工具和

专家智慧的建设袁 是情报服务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袁
是实现 野事实数据 + 工具方法 + 专家智慧冶 工程化情

报服务的关键遥
渊3冤 逻辑维遥 逻辑维是工程化情报流程中每一环

节所需完成的任务和应遵循的思维程序遥 按照逻辑维袁
可以划分为情报需求分析与识别尧 情报问题提炼与明

确尧 目标确定与方案设计尧 方案实施与优化尧 效果评

价 5 个方面遥 逻辑维体现了按照时间维的进度部署袁
调动知识维的各个要素袁 在运行机制的保障下袁 有效

执行每一个任务的能力遥

4 基于霍尔模型的 野智库冶 型情报服

务体系构建

融合上述霍尔工程化情报服务模型袁 建立 野智库冶
型情报服务体系袁 在知识维上以提升情报研究与服务

资源保障体系

技术支撑体系

智库专家团队

郑怀国，赵静娟，秦晓婧

工程化视角下“智库”型情报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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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野智库冶 型情报服务体系建设框架

Fig.2 Construction framework of "think tank"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能力为主线袁 并与时间维上进度控制和逻辑维上管理

控制共同作用袁 最终形成一个高效的情报服务体系袁
为实现 野智库冶 的最终目标提供有力保障遥

基于霍尔模型袁 建立 野智库冶 型情报服务体系框

架遥 在知识维上袁 通过建立资源保障体系尧 技术支撑

体系尧 情报服务体系形成反映迅速袁 能够支撑战略决

策尧 支撑科学研究尧 支撑产业发展的智库型情报服务

体系遥 时间维和逻辑维上袁 通过管理机制建设袁 确保

情报体系的高效运转遥 情报服务体系建设框架如图 2

所示遥
4.1 资源保障体系建设

野智库冶 型情报服务的数据支持能力尤为重要袁 是

保证 野智库冶 情报产品 野输出冶 的基础遥 支撑智库活

动的资源保障体系袁 包括 3 个方面的内容遥
渊1冤 满足智库服务特定需求遥 野智库冶 有特定的

关注领域和服务对象袁 因此袁 资源保障体系的建设目

标相对明确袁 应以需求为中心建立信息资源建设框架袁
做好长期的规划袁 逐步实施遥 在信息资源建设框架的

指导下袁 一是要建立情报监测系统袁 以 野机器 + 人工冶
的方式袁 实现对关注领域长期的动态监测和监测信息

的采集遥 二是要引进文献类尧 经济类尧 新闻类尧 统计

类权威商业数据库遥 商业数据库资源具有数据权威尧
完整尧 延续性好以及经过深度组织加工的特点袁 是科

技情报分析重要的数据来源遥 三是要构建符合自身特

色的数据库袁 满足 野智库冶 服务对多维度尧 深层次尧
综合性尧 时效性的要求遥

渊2冤 共享复用智库活动成果遥 在智库的运行过程

中袁 会产生大量宝贵的信息资源袁 应当重视这部分资

源的积累遥 这部分资源包括院 为完成某一情报任务而

采集袁 并经过加工的数据资源曰 情报监测形成的专题

信息和资讯产品曰 情报调研活动中收集的问卷尧 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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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信息曰 情报研究形成的各类情报报告等遥 这些

资源经过有序化加工尧 存贮与共享袁 可以成为 野智库冶
团队共同的财富袁 在接到情报任务时袁 可检索和迅速

调用以往的研究成果袁 为开展新的情报研究袁 奠定基

础袁 提高智库的服务效率遥
渊3冤 实现资源向知识库的转化遥 分散存储于数据

库中的数据资源袁 尚未转化成用户可理解与有价值的

知识遥 因此袁 需要将引进资源尧 自建资源尧 智库成果

资源运用领域本体尧 文本挖掘尧 多源数据融合等技术

方法进行深度聚合和组织袁 建立 野智库冶 的知识库袁
实现工程化视野下 野知识冶 的调度袁 以此来匹配决策

问题的复杂性和战略性遥
渊4冤 凝聚 野智库冶 专家智慧资源遥 专家的智慧资

源是资源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野智库冶 的实质

是由众多专家组成的 野智囊团冶 机构遥 因此袁 凝聚专

家的 野大智慧冶袁 提出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方案袁 是

野智库型冶 情报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11]遥 要产

出有价值的情报报告和对策建议袁 野智库冶 专家的深

度参与是必不可少的遥 凝聚 野智库冶 专家智慧资源袁
一是要建立 野智库冶 专家数据库袁 以便为相应的情报

选题匹配到适合的专家做智力保障曰 二是要建立由情

报专家与领域专家共同参与的 野智库冶 社群袁 增进沟

通与交流曰 三是要研发便于专家进行协同工作的系统

平台袁 从而实现机器智能与人类智慧的有机结合遥
4.2 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野工欲善其事袁 必先利其器冶袁 建立情报技术支撑

体系袁 为工程化情报提供有力的情报工具和技术方法袁
在整个情报体系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遥 随着新兴

信息技术的发展袁 情报研究正朝着自动化尧 知识化尧
计算化和可视化的智能化方向发展[19]袁 人工智能技术

的融入袁 将彻底改变情报工作流程和情报服务模式[20]袁
逐步实现情报工作从信息采集到服务的全链条智能化遥
因此袁 建立适应未来智能化情报的技术支撑体系尤为

重要遥
渊1冤 智能化采集技术遥 互联网时代袁 网络信息资

源为情报工作提供了丰富情报源袁 已成为信息采集的

重要来源遥 传统的情报人员借助搜索引擎采集数据的

方式袁 存在采集效率低尧 信息漏检率高等问题袁 因此

急需提升信息采集的智能化水平袁 研发情报智能化采

集工具袁 以实现网页特征自动识别尧 采集规则自适应

配置尧 信息分布自动探测尧 资源价值智能计算分析等

资源自动采集功能袁 从而实现快速尧 及时尧 高效的情

报采集遥
渊2冤 智能化分析技术遥 面对海量而复杂的数据袁

基于经验袁 以人工分析为主的情报分析方式袁 已经无

法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袁 将智能化技术运用于情报

分析与数据挖掘中袁 是提升情报分析质量与效率的有

效途径[19]遥 在建立知识库尧 模型库与方法库的基础上袁
通过知识表示与组织尧 自然语言处理尧 新型计算与深

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袁 实现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尧 多

维知识关联分析尧 分析结果智能解读尧 情报报告自动

生成尧 面向场景适时服务[21]遥
渊3冤 智能化服务技术遥 野智库冶 的服务是为了帮

助决策者从经验决策迈向科学决策袁 需要在管理者遇

到重要决策问题时袁 主动提供或前瞻性提供袁 辅助其

做出战略尧 战术决策的情报服务遥 因此袁 一是需要智

能感知用户的情报需求袁 做到 野醒早眺远冶遥 利用用户

画像等技术主动探测识别出用户潜在的情报需求袁 主

动提供个性化和智能化的情报服务遥 二是能够通过智

能分析引擎实现资源尧 技术与功能之间的对接 [18]袁 发

挥工程化情报的优势袁 做到对情境的迅速反应遥
4.3 情报服务体系建设

资源保障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为开展 野智库冶 服

务提供了能力储备袁 能力需要在管理机制的作用下袁
转化为智库产品和智库影响力袁 才能发挥作用遥 因此袁
情报服务体系建设应从 野智库冶 情报产品生产尧 服务

平台建设和 野智库冶 影响力形成等方面开展遥
渊1冤 野智库冶 情报产品遥 情报产品是情报研究成

果进行转移转化的体现袁 是开展情报服务的重要载体袁
是情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表达形式遥 高质量的

情报产品是情报机构形成竞争力的根本袁 产品品牌的

创立是情报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遥 首先应当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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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受众市场袁 从顶层规划情报产品的框架体系袁
使产品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智库产品的特色和品质袁
力争成为该研究领域内的主导产品遥 其次袁 要制定各

类情报产品的研发流程与质量控制规范袁 提高情报产

品研发的规范性袁 保证情报产品的质量遥
渊2冤 野智库冶 情报服务平台遥 野智库冶 情报服务

平台袁 将丰富的情报数据资源尧 野智库冶 专家资源和

智能化的信息系统有机融合袁 是实现 野事实数据 + 工

具方法 + 专家智慧冶 工程化情报服务的具体体现遥
野平台冶 对内可实现情报体系之于情报流程的主体性控

制功能袁 情报流程之于情报体系的规范性控制功能袁
以及情报体系之于情报数据流的调控性保障功能遥 对

外可成为开展情报服务的门户尧 各类情报数据的汇集

与传播中心尧 情报产品的展示与推广的窗口遥 使用户

可获取科技相关数据尧 共享情报研究报告尧 跟踪监测

领域前沿动态尧 个性化定制情报服务遥
渊3冤 野智库冶 影响力遥 野智库冶 影响力的产生可

通过 野情报产品-政府冶 的直接渠道袁 也可通过 野情报

产品-公众-政府冶 的间接渠道袁 以及直接渠道和间接

渠道结合的复合传播渠道达成 [22]遥 因此在考虑情报产

品开发时袁 既要考虑政府影响力也要考虑社会影响力

和舆论影响力遥 遵循层次性原则袁 既有满足政府决策

需要的决策方案尧 发展规划尧 研究报告尧 对策建议等

情报产品袁 通过直接渠道提供服务袁 亦有通过 野网络

平台冶 和 野微信公众号冶 等公共服务平台袁 面向公众

发布的资讯类尧 政策解读类尧 热点问题分析类产品袁
通过 野智库冶 思想或知识的传播袁 影响公众的舆论导

向袁 从而间接影响政府决策遥 最后袁 需要制定情报产

品的营销策略袁 通过细分市场策略尧 品牌形象策略尧
全面服务策略袁 促进智库产品影响力的整体提升遥

5 野智库冶 型情报服务体系管理机制

研究

5.1 基于霍尔模型矩阵的管理机制

运行机制是情报服务体系得以高效运行袁 野智库冶
服务得以开展的必要保障遥 基于霍尔模型矩阵的管理

体制机制袁 可以将复杂的情报工作过程分解袁 使管理

者尧 情报人员和用户三者达成共识袁 明晰情报项目实

施的阶段和该阶段应执行的任务袁 明确各项具体任务

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袁 从而使情报体系中的资源要

素和技术要素得到充分利用袁 使工作井然有序地开展袁
从而合理安排袁 把握进度袁 极大地提高情报工作的效率遥

霍尔模型矩阵如表 1 所示袁 在情报项目实施的过

程中袁 时间维的每一个阶段袁 都对应着逻辑维若干项

任务袁 反之袁 逻辑维的每项任务袁 都有其生命周期遥
以矩阵的方式明确逻辑维与时间维每个焦点的具体任

务袁 以及需要调用的知识维的数据信息尧 技术方法尧
专家智慧等资源袁 从而实现预期目标和整体最优化遥
5.2 工程化情报服务流程

野智库冶 型情报服务围绕服务于决策的情报功能开

展袁 以情报流程支撑智库活动的各个环节袁 以工程化

的方式实现遥 首先袁 根据本机构的定位和服务群体袁
建立基础资源池和信息源库袁 并根据具体任务需求不

断丰富袁 以达到迅速反应的目的遥 其次袁 建立工程化

情报服务系统袁 将情报业务流程刻画为业务模型袁 人

机结合袁 实现 野需求感知-情报问题解析-任务划分与

管理-资源解析-知识关联-情报产品生产-情报产品传

时间维 A 情报需求分析与识别 B 情报问题提炼与明确 C 目标确定与方案设计 D 方案实施与优化 E 效果评价 

1 情报规划 A1 B1 C1 D1 E1 

2 数据采集 A2 B2 C2 D2 E2 

3 情报分析 A3 B3 C3 D3 E3 

4 情报服务 A4 B4 C4 D4 E4 

 

表 1 逻辑维与时间维矩阵

Table 1 Logical dimension and time dimension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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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反馈意见收集过程冶 的半自动构建和复用[5]遥

6 结 语

工程化视角为建立适应 野智库冶 服务及时性尧 深

刻性和综合性需求的情报体系提供了新思路袁 开创了

新范式遥 本文在工程化视角下袁 构建了基于霍尔情报

服务模型的 野智库冶 型情报服务体系袁 以知识资源保

障体系尧 技术支撑体系尧 情报服务体系建设为主线袁
不断强化情报研究与服务的能力遥 在时间维和逻辑维袁
建立基于霍尔模型矩阵的管理体制与机制袁 为 野智库冶
情报工作的开展提供保障遥 野能力建设 + 制度约束冶袁
构成了反应迅速尧 运行高效的 野智库冶 型情报服务体

系遥 本文仅对工程化视角下 野智库型冶 情报服务体系

的建设做了初步探讨袁 情报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问

题袁 要考虑诸多方面的因素袁 不是一蹴而就的袁 今后

还需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袁 适

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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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China's think tan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tech intelligence agencies into "think tanks" has become a trend driven by the impetus of both national demand and these agencies'

own development demand. Although these agencies have abunda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mature method systems, which lay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their transformation to "think tanks", as the problems that "think tank" needs to solve are often related to

complicated situations. We need to deeply mine and analyze th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timulate the wisdom of interdisciplinary experts to provide a solution for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intelligence agencies to change their paradigm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construct an intelligence service system that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omprehensiveness, profundity and timeliness. The engineering perspective provides a new idea and a new

paradigm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an intelligence service system to meet the service demand of "think tanks". The relevant research

carried out in China has clar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 tanks and intelligence, and introduced engineering thinking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lligence service system,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ink tank" intelligence

service system that can meet the needs of complex decision-making scenarios and timely respond to the whol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Method/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gineering, Hall's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has been selected as the methodology in this

paper. In terms of time dimension, the paper reflects the cycle of five links: information planning, data collection, infor-mation analysis,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evaluation feedback; in terms of knowledge dimension, it strengthens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base,

research methods, technical tools and expert wisdom; in the logical dimension, it is considered from five aspects: information demand

analysis and 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 problem extraction and clarification, target determination and scheme design, scheme

implementation and optimiza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knowledge-based resource guarantee system,

technology support system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ink tank"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and

establishes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based on Hall's model matrix in time dimension and logic dimension, so as to

provide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With "capacity building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is study has built a rapid

response and efficient "think tank"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that can support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sults/Conclusions] The "think tank"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Hall's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l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ca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information research and service, and provide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 However, this paper only makes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ink tank" inform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gineering. In the future, further research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to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engineering perspective; information system; think tank; hal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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