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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情报学的概念、属性和功能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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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认知 创造链的角度探讨了情报的定义。提出了情报的三大属性和四大功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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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学科的建立,总是从一个基元概念开始

的。情报是情报学的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 本文

将从认知 创造链的角度,重新审视情报的主要特

征及其功能。

1 情报的概念

情报,多么诱人又困惑的名词啊!

半个多世纪以前, 人们带着好奇的目光, 透过

刚刚萌芽的新学科 情报学,琢磨着这个颇富神

秘色彩的新概念 情报。如今, 情报已家喻户

晓,人所共知。但是情报如何定义? 目前仍莫衷一

是。据统计 ,我国正式刊物发表的情报定义有 100

种之多。众家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情报的本质属

性是信息,还是知识。这种争论对深化人们对情报

内涵的认识颇有裨益。但是, 我认为两种观点并不

相悖, 从认知 创造链的角度可以把两者统一起来。

1. 1 对情报定义的要求

凡是对一个概念下定义,必须满足逻辑学下定

义的规则,即概念的定义= 本质属性+ 种差。

对情报的定义,我们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 1) 与现实生活中日常用法相符, 既不能盲目

扩大情报的内涵与外延, 也不能有意缩小情报的内

涵与外延, 这样会使人们易于接收,社会易于公认。

( 2) 表述尽量简洁深刻, 便于理解和传播。

( 3) 内含可定量的因素,为评估和测度提供方便。

1 2 事实 数据 信息 知识 情报 智能 创

新七环认知 创造链

在上世纪 80年代末, 美国著名的情报学家 A 

德本斯 ( Debons) 在其获奖著作! Information Sci

ence: An Integrated View∀中提出了整个认知过程动

态连续体的概念。他把人的认知过程表示为:

事件 符号 数据 信息 知识 智慧

在这一连续统一体中, 任何前一组成部分都产

生于它的前一过程, 例如信息源于数据, 又是知识

的来源。

他还给出认知链主要组成部分的定义:

数据( Data) 字母、数字、线条、符号等用来

表示事件的本身及其状态, 并根据正式的规则和惯

例加以组织。

信息( Information) 对感觉(被告知)的某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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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并给出物理的表述,其表述形式有利于知识处理。

知识 ( Knowledge) 超越感知的认知状态。

知识意味着主动参与理解和扩展人的理解水平, 以

处理非常规的问题。知识也可指经验的有组织记

录并赋以物理表达形式(如书籍、报告等)。

智慧 ( Wisdom ) 人进行判断时知识的运

用,通常与文化和社会普遍认同的准则或价值观有关。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前所长梁战平研究员于

2003年初提出信息链的概念。他认为, # 事实∃、# 数

据∃、# 信息∃、#知识∃、# 情报 智能∃五个链环组成信

息链( Information Chain)。其中, # 事实∃是人类思想

活动的客观映射, # 数据∃是事实的数字化、编码化、

序列化、结构化。# 信息∃是数据在信息媒体上的映

射。# 知识∃是对信息的加工、吸收、提取、评价的结

果。# 情报 智能∃则是运用知识的能力。在这条信

息链中, #信息∃的下游是面向物理属性的。上游是

面向认知属性的,作为中心链条的# 信息∃既有物理属

性,也有认知属性,因此成为#信息链∃的代表称谓。

梁战平研究员还以波普尔( K Popper)提出的

三个世界理论为基础,阐明了信息、知识、情报三者

的关系。

( 1)平列关系:事实 数据 信息 知识 情报。

( 2)转化关系:数据不会自动变成信息,信息也

不会自动变成知识,数据、信息、知识同样也不会自

动变成情报。实现从数据到情报的关键要素是人,

是人通过信息组织与管理,知识组织与管理来实现

信息知识、情报相互转化。知识本身也是一种信

息,情报本身也是一种信息, 相互之间可以转化。

但是,知识、情报不是一般的信息, 而是体现人的认

知因素并在运用中能改变人的行为的特殊信息。

( 3)包含关系。信息存在于全部的三个世界中

(主观世界、客观的物理世界、客观的概念世界) , 知

识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 但不存在于

客观物理世界中,因此知识包含于信息之中。情报

也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中,是活化了

的知识、信息, 包含于知识界、信息之中。

( 4)层次关系。从数据提升到信息主要对数据

之间建立相关性,使其有序化和结构化。从信息提

升到知识,主要根据信息的相关性、有序性,进行比

较、分析、综合和概括,从中发现问题的本质。从数

据、信息、知识提升到情报,主要是采取各种有效的

手段和方法激活它们,满足用户的需求。

在五链环的基础上,笔者提出# 事实∃ # 数据∃

#信息∃ #知识∃ # 情报∃ # 智能∃ # 创新∃七

环认知 创造链, 旨在阐述情报在七环链中的地

位、作用及其与相邻概念的关系。

#事实∃指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

在,包括自然领域、社会领域和思维领域中不断产

生的各种事物、现象和过程。

#数据∃指以数字、符号、图形、语言表述的客观

存在事实的映射,但只揭示客观存在的外表属性,

主要是数量属性,而未阐明事实之间的关系, 故未

形成被人们完全理解的有意义的表述。

#信息∃指数据在意义上的映射,信息不仅提示

客观存在的外表属性, 而且还揭示事实之间的浅表

关系,形成人们可理解的有意义的表述。

#知识∃指数据和信息的序化, 揭示事实之间的

深层关系, 形成事实发展变化规律性的表述。

#情报∃指数据、信息、知识的预期效用在激活

态上的映射,是对知识的分析、综合,是知识创新的

前奏。

#智能∃指运用数据、信息、知识、情报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创新∃指运用数据、信息、知识、情报、智能生

成推动人类进步的成果, 包括新发现、新原理、新规

律、新学说、新方法、新工具、新产品以及一切新生

事物。

上述七环,从事实到创新是一个认识自然、改

造自然, 不断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多样化需求的循

环上升的过程。

认知 创造七环链具有以下特点:

( 1)环链从下游到上游, 物理特性递减, 认知特

性递增,客观因素逐渐减弱, 主观介入成分逐渐增

强。

( 2)环链是不断发现问题(主观与客观之差)、

不断解决问题、不断创新的螺旋提升过程。

( 3)随着社会的进步, 环链的重心逐渐向上游

转移。在信息社会, # 信息∃成为重心; 在知识社会,

#知识∃、# 情报∃成为重心; 在智能社会, # 智能∃、# 创

新∃成为重心。

( 4)环链中各环具有前后递进关系, 即是说,数

据发展成有意义,就是信息; 信息经加工发展成规

律序列,就是知识 ;知识发展成潜能被激活, 就是情

报;情报解决了问题, 就是智能; 智能的施效成果,

就是创新。后者比前者依次递进提升(个别情况可

以越级提升) ,完成从事实的纯物理形态到认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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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形态的转化。

( 5)环链中各环具有包含关系:即

数据 信息 知识 情报 智能 创新

( 6)环链具有层次性, # 事实∃是最底层, # 创新∃

是最顶层,中间各环形成相应的层次。各层次的智

能量级是不同的,由低级向高级进化。

由七环链可以看出, 情报源于数据、信息和知

识,又是智能和创新的来源, 它处于环链认知部分

和创造部分的交汇处, 即含有认知成分, 又含有创

造成分。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 # 知识∃、# 情报∃是

事实 数据 信息 知识 情报 智能 创新连

续体的重心。

1 3 推荐的情报定义: 情报是激活了的具有预期

效用的知识、信息和数据

1983年, 钱学森院士在国防科技情报工作会议

上给# 情报∃下了一个极其简洁的定义: # 情报是激

活了,活化了的知识∃。在同一会议上, 钱学森院士

进一步解释情报概念。他说# 情报就是为了解决一

个特定的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这里头包含了两个概

念,一个就是它是知识, 不是虚的, 乱猜的; 再有一

个呢? 它是为特定的要求, 也就是为了特定的问

题。所以及时性和针对性是非常重要的∃。

钱老提出的情报定义,在情报界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该定义以精练的语言勾划出情报的本质与

属性:一是知识; 二是激活。但笔者认为, 根据上述

对情报定义的要求,还应进一步完善钱老的情报定

义。从认知 创造七环链的角度, 情报既包含知

识,也包含信息和数据。可以说, 情报是知识, 也可

以说情报是信息和数据, 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

识、信息或数据, 而是激活了的、活化了的、能解决

特定问题的知识、信息或数据。从我们在实际生活

当中使用# 情报∃的情况来看 ,不论知识也好、信息

或数据也好, 只要其潜能被激活, 能解决问题就是

情报。因此 ,将情报的基本属性从知识扩大到包含

信息和数据 ,是符合日常用法的。其次, 钱老的定

义中没有量的因素。笔者添加了# 具有预期效用∃

定语是为了便于情报的测度和评估。因为激活知

识、信息、数据,解决问题的最终结果是发挥其潜在

效用,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而潜在效用(求数

学期望值)是可以测度和评估的。

1 4 国内外对情报概念的新见解

情报定义是动态发展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对情报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逐步深化。情报

概念总的发展趋势是向智能延伸。例如, 四川宜宾

发电总厂朱加琪提出情报新定义: 情报是运筹的参

谋、耳目与尖兵。这一定义先后得到吉林工大情报

工程系、西北大学计算中心、上海科技大学情报室、

河北工学院情报研究室等专家、教授的高度评价。

又如 2005 年, 南京大学沈固朝教授在!情报学报∀

( 2005 年第 3 期)上发表了# 两种情报观, Information

还是 Intelligence? 在情报学和情报工作中引入 In

telligence的思考∃ 一文, 就反映了情报定义向智能

延伸的态势。最近, 梁战平研究员提出# 情报= 信

息+ 分析∃的情报新定义。美国情报专家 Robert

M.Clark 在其新著# Intelligence Analysis∃中认为# 情

报的本质是减少冲突中的不确定性∃。

2 情报的三大特性

基于上述的情报定义, 情报包含知识和信息,

自然具有知识和信息的秉性, 但是它又不等于知识

和信息, 具有三大有别于知识和信息的显著特征。

( 1)激活性:情报是激活的知识与信息, 所谓激

活,就是把原来以静态方式存在的知识、信息、数据

(寄存于知识库、数据库、信息库中的, 贮存在图书

馆和信息中心的, 甚至存留在人们头脑中的知识和

信息) 变成一种直接用于解决问题的# 策略∃、# 谋

略∃、#筹划∃、# 方案∃, 使其潜在效用得以发挥。

( 2)智能性: 情报活动属于智力活动。情报同

信息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智能性。所谓智能性,就

是活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情报是能解决问题

的,它不同于一般意义的信息和知识, 情报具有鲜

明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一般说来, 从事信息活动的

人起着# 中介∃、# 桥梁∃的作用,将信息从甲地传输

至乙地或从甲方传输到乙方, 而从事情报活动的人

则能捕捉信息中的有用的知识, 将其精炼加工, 针

对具体问题, 提供解决的方案,起着# 思想库∃、# 智

囊∃的作用。

( 3)增值性:从经济角度来看, 情报产品是知识

密集型的, 其价值远远超出原有知识或信息的固有

价值。诸如情报研究报告、竞争性情报、规则库、决

策支持系统之类的情报产品, 其价值超出原有知识

价值几十倍, 甚至上千倍。

3 情报的四项基本功能

概括说来, 情报具有四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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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认知功能

这一功能体现了情报的科学功能, 可以用布鲁

克斯方程表示。1976 年, 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

( B Brooks)曾提出著名的布鲁克斯方程:

K[ S] + % = K[ S+ %S]

式中, K[ S] 原有的知识结构

% 被吸收的情报

K[ S+ %S] 新的知识结构

%S 认知的效果

英语中 nformation既指信息,又指情报。后来

有人将方程中% 改为被吸收的信息, 这也未尝不

可。凡是被人吸收,产生认知效用的信息必然处于

激活态,实际上, 这里的信息仍指情报。

布鲁克斯方程以非常简明的算式把情报的认

知功能深刻地描述出来。即是说, 人们通过情报

% 改变了原有的知识状态, 形成了新的知识结构

K( S+ % S) , % S表征改变的效果。但该方程有一

致命的缺点,没有知识的测量单位, 无法进行运算。

1986 年, Debens 提 出把 { when where who

what}作为人类的认知元素中心, 将信息(情报)以

他所称 nformas 作为测度单位, 还提出把 { How

why}作为对知识的解释和理解, 将知识以 Knows

作为测量单位, 并进一步解释说: 信息是回答

{ when where who what} 的问题, 而知识则是回答

{ How why}的问题。

尔后, J. Edward, Quigley 等人把 Debens 的观

点应用于布鲁克斯方程,提出了下列方程式:

K( S) + % {when, where, who ,what}

= ( S+ % { how,why} )

该方程式揭示了信息、知识、情报之间的转换

关系,从另一侧面较深入地阐明情报(激活的信息,

具有针对性)对人类认知状态改变的作用。

3 2 增值功能

这一功能体现了情报的经济功能。如果说, 科

学技术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作为

科学技术智力支撑的情报,自然也溶入生产要素之中。

情报的增值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

过知识、信息的选择性筛选, 压缩、浓缩、分析、综

合、集成、整合、挖掘, 使原有的知识、信息的价值提

升,实现# 物有超值∃。另一是情报作用在物质和能

量上,使物质和能量增值。例如荒芜的土地, 利用

情报,就能变成生长作物的沃土, 而无价值的阳光,

利用情报,就能提供一种能源 太阳能。最令人

吃惊的是,一些不值钱的石头,利用情报, 能形成一

个产业并促使其发展壮大。例如, 一小块薄薄的重

量不到 1克的硅片,可以发展成为强大的电子计算

机产业,每年创造几百亿美元的价值, 而制造硅片

的原材料 石英, 只不过值几美元。

情报现已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增值

功能可用下式表述:

K(增值倍数) =
V1(采用情报后的经济效益)

V2(采用情报前的经济效益)

3 3 谋略功能

这一功能体现情报对决策的支撑作用。所谓

决策,就是面对实际的问题(其中常常包含某些不

确定性因素) , 为实现一定的目标, 在综合处理情报

(激活的数据、信息、知识)和目标的基础上解决问

题,采取相应行动对策的一个过程。一般说来, 一

个决策至少包含下列 6 个因素:

( 1)待解决的问题; ( 2)解决问题的目标; ( 3)问

题及问题环境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因素; ( 4)各种可

能的解题方法; ( 5)相应于各种解法的各种可能实

施方案; ( 6)以实现目标的程度评价各种实施方案

的效果。

在这 6 个因素中,涉及情报的有 4 个,即 ( 3) ~

( 6)。为了弄清问题和问题环境中不确定的因素,

需要情报。为了寻求各种可能的解法和可能实施

方案,以及评估其实施效果 ,更需要情报。有时,为

了改善解决问题的目标, 也需要情报。在整个决策

过程中, 情报为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情报的谋略功能, 可用下式表述:

Q( D) 决策中的谋略价值(以决策效率计) ;

Dt 利用情报后(时刻 t)的决策效率;

Dt- 1利用情报前(时刻 t- 1)的决策效率。

决策效率可用时间、劳力、资金、物资等计量单

位来测度。

3 4 优化功能

大至国家,小至个人, 无时无刻不从事选择活

动。所谓选择就是# 定向+ 对比+ 排除∃。由于事

物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动态性, 人们面对纷繁的事

物往往产生难选或两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利用

情报有助于消除难选, 摆脱两难的困境, 使人们的

选择达到最优或令人满意。

情报的优化功能可用下式表示:

Q( 0) = Ot - Ot- 1

式中: Q(0) 选择活动中情报优化(下转第 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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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此次馆徽标识征集,得到了重庆各界传媒和

全国广大应征者的积极支持, 共收到 204 人寄来的

197 件稿件, 设计馆徽方案 303 个。这些稿件分别

来自江苏、广东、陕西、湖南、四川、山东、浙江等 20

个省、自治区和北京、上海、重庆三个直辖市以及香

港特区。从这些想象丰富、充满激情的创作中, 我

们看到了广大群众对重庆文化事业的深切关注与

支持。

为让更多的读者参与到重庆图书馆馆标征集

的活动中来,也为给各位应征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

作品的机会,我馆同时在互联网上开展重庆图书馆

馆标设计评选投票活动, 请广大读者对应征的 303

个馆徽方案进行评选,并从中选出十幅最满意的设

计。至 2005年 11 月 3 日,馆徽设计评选投票结束。

6. 2 馆徽确定

评审专家组根据读者的评选投票, 经过严格认

真的初评、终审, 经批准最终确定采用由四川目标

企业形象设计有限公司张路平、叶见春两人共同设

计的 138- 2号方案。

该设计方案把中国文字的# 重∃ 字左半边与

# 图∃字右半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犹如# 重庆图书

馆∃缩写的一枚古印。该方案整体造型层次分明,

像一本一本重叠的书籍; 线条错落,又像知识的迷

宫。该方案由红色和黑色两部分组成, #图∃字右边

外的 和重庆图书馆新馆的建筑造型相似 ,达到了

形似的效果。# 重∃字的左半边与# 图 ∃字右半边中

间部分相连似网络并延伸出图书馆,象征着信息时

代的到来,知识载体的多样化, 也意味着图书馆的

服务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纸质文献信息服务, 还有

非纸质文献信息, 特别是数字文献信息服务。整个

方案主题鲜明,个性突出,端庄大方,具有较强的文

化品位。

7 新馆读者服务区域分布

重庆图书馆新馆分布为, 一层: 儿童阅览室、君

合读书屋、自学室、报刊阅览室、咖啡室、书吧; 二

层:儿童阅览室、残疾人阅览室、贵宾接待室、主入

口大厅、西部大厅、读者服务区 (复印)、电子阅览

室、视听阅览室、读者餐厅、报告厅、展览中心、自助

银行;三层:专题阅览室、开架阅览室、港台画册阅

览室、培训区普通教室; 四层: 参考工具书室、外文

书库、外文及联合国阅览室、抗战专题阅览室、地方

文献、专家研究室区域、休闲书吧、参考咨询接待、

培训区教室;五层 :阅览室、保存书库、休闲读书屋、

专家研究室区域; 六层: 特藏书库、缩微中心、古籍

阅览室、缩微阅览室、综合办公区。

2007年 6 月 18 日, 重庆图书馆新馆即将正式

开馆。以此为新的起点,如何进一步在创建学习型

城市、推动全民读书、营造书香社会中发挥重要作

用,重庆图书馆任重而道远。

(王祝康, 张波执笔)

(上接第 4页)功能的价值(以等级分值计)

Ot 利用情报后的选择满意度

Ot- 1 利用情报前的选择难度

将选择满意度和选择难度划分不同的等级并

赋予不同的分值来量度情报优化选择活动的价值。

分值越高,价值越大。

选择满意度和选择难度级别取分表如下:

等级 分值分布区间 中间值

很难 - 100~ - 70 - 85

较难 - 75~ - 46 - 60

微难 - 45~ - 16 - 30

不难 - 15~ + 15 0

较满意 + 16~ + 45 + 30

满意 + 46~ + 75 + 60

很满意 + 76~ + 100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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