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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感知 刻画出新
　　　———评《情报感知论》

■ 赵志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摘　要：［目的／意义］对情报学专著《情报感知论》进行介绍和评论，为读者了解该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方法／过程］从

介绍情报感知论思想的萌芽和定义入手，剖析该书的主要内容、理论和实践价值以及写作风格。［结果／结论］该

书理论与实践价值兼具，是一本既适合专业学子也适合情报学研究者和一线科技情报工作者阅读的书，它可以帮

助新入门者少走弯路，也可以带领资深研究者体验情报学理论的新鲜活泼，触摸情报学理论本身一些闪光独特崭

新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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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喜地读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支持的《情报感知
论》一书［１］。写本书评的目的，是为了尽量准确地传达

作者在《情报感知论》中呈现的主要思想和内容，为此

书找到对的读书人。

　　《情报感知论》这本书有两位作者。一位是在北
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情报学专业执教３０余年的博士生
导师王延飞教授；另一位是在一线从事科技情报分析

３０余年且有理学学士、文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加
持的杜元清研究员。这样的作者组合，让人不禁对本

书的内容充满期待。

１　“情报感知论”的基本思想

１．１　情报感知论思想的萌芽
　　王延飞团队在公开刊物上首次正式发表关于“情
报感知论”的论文是在２０１８年［２－４］。文中载明，王延

飞团队的深入研究发现，“情报感知论”的思维，实际

萌芽于十多年前的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当时，杜元清在云
佛山经验交流会上提出“好情报，靠惦记”［５］，引起了

与会现场同行们的强烈共鸣。惦记，意味着分析人员

的情报感知意识时刻保持着觉醒的状态。杜元清团队

长期实践的“有组织的‘惦记’和‘监测’”，已经成为一

种有效的一线科技情报感知工作模式。２００９年６月，
杜元清在其博士论文《论信息环境设计》［６］中，使用

“感知”一词４０多次、使用“传感器”一词８０多次。
　　王延飞团队首先发现了“情报感知”工作理念的
存在，并于几年前在一些沙龙讨论和课堂教学中明确

提出使用“情报感知”术语进行表征；２０１８年起通过连
续发表有关“情报感知”的专题文章［７－９］，使“情报感

知”的理念得以迅速传播。

１．２　情报感知的定义
　　在《情报感知论》第１章，作者对情报感知（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给出了两个定义：
　　……
　　在情报工作语境下，情报感知是情报专业人员在
常规性信息采集、加工和分析处理过程中，综合运用各

种工具完成的对情报用户需求、情报对象内容和情报

任务组织的认知、解读和表达。

　　……
　　以信息环境设计论者的观点来看，情报感知是指
主体记忆装置在所处 ＷＩＫＩＤ（ｗｉｓｄｏｍ，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ａｔａ）环境里形成情报图景
（或映像ｉｍａｇｅ或者ｐｉｃｔｕｒｅ）和修改情报图景的过程。
　　作者给出两个定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读者进
行多角度和全方位理解。第一个定义具有宏观性，适

用于机构、团队尺度的情报分析活动，很直观。第二个

定义则具有微观性，带着浓重的信息环境设计范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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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源Ｓ、情报技术 Ｔ和情报客户 Ｕ三范式急速交织融
合所成范式）的色彩，呼应着《情报感知论》整本书在

思维科学层面的全部讨论。

　　《情报感知论》研究了情报感知的五大任务———
情报需求的感知、情报素材的感知、存储加工记忆、

ｍｅｍｅ［１０］策划和刻画以及让 ｍｅｍｅ与对应客户需求精
准连接（参见“《情报感知论》１．３情报感知的任务概
述”）。我发现，这些任务正好把情报感知的两个表面

上看起来很不相同的定义，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因为

情报感知的５个任务正好包含了科技情报机构及团队
尺度的全部情报活动———“收集可能含有情报的信息、

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加工、识别信息中的有价值情报

（并制造高品质易于被客户吸收的 ｍｅｍｅ）并把有价值
的情报（高品质的ｍｅｍｅ）分发送达客户”。
１．３　一个令人会心一笑的假设
　　在这本《情报感知论》里，可以看到关于情报感知
的一个基本假设———“人们感知／吸收情报都是在一个

特定ＷＩＫＩＤ环境里一个知识点（即ｍｅｍｅ）一个知识点
地感知／吸收的”。作者交代了这个假设其实来自实际
情报工作中的发现。

　　这个假设，着实拉近了情报感知理论和情报感知
实践之间的距离。掌握这个假设，对理解《情报感知

论》全书的意涵，很有帮助。

　　读了《情报感知论》的人，如果他以前缺乏情报工
作实践经验，就会有“跃跃欲试要去从事情报感知实

践”的心理；而如果他曾经有过丰富的情报工作实践经

验，则会对《情报感知论》投射的一线打拼场景产生感

慨和共鸣。

２　《情报感知论》的主要内容

　　我们知道，情报学是研究情报运动特点和规律的
科学［１１］。《情报感知论》这本书是近年来难得的一本

既有情报理论新说又有情报实践抓手的好书。可以用

表１来概述《情报感知论》的主要内容：
表１　《情报感知论》内容导引

章名 主要内容 重要术语概念

第１章 情报感知的
意义辨析

情报学术认知范畴里的情报感知、情报感知研究的意义、情报感知的任务概述、情报感

知的行为主体和情报感知的研究工作的组织

ＷＩＫＩＤ；意义建构；情报感知五个任务；情报
感知行为主体；情报感知共同体

第２章 情报感知的
对象体系

从情报需求、情报素材和“国家情报治理中的情报任务”三方面，解析了情报感知的对

象体系

信息贫困；信息需求评价；知识审计

第３章情报感知的
生态构建

强调生态理念对于现代情报感知业务体系的重要性，阐述情报感知生态观的主要内

容、情报感知生态研究的特殊使命以及情报感知生态构建的核心内容和实施要点

情报感知的生态观；情报数据基础；情报数

据生态治理

第４章 情报感知的
信息环境

情报感知总是发生在信息环境里。本章研究了通用信息环境、情报工作信息环境、网

络辅助的情报感知环境，以及情报感知所不能忽视的媒介因素

信息环境；主体与信息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

模型；情报感知环境；网络中枢；媒介；“墨

的分布”；送达

第５章 情报感知的
宏观样式

从“情报源”“情报传递过程”和“情报用户／客户”三个维度，深入研究了情报感知的
全部八种样式和相应应用场景，给出了部分示例

Ｍｅｍｅ；情报学研究的Ｓ范式、Ｔ范式和Ｕ范
式；情报学研究的信息环境设计范式

第６章 情报感知的
特征信息提取

研究了特征信息提取的原理、作业模式和一般方法，探讨了特征信息的刻画力、特征信

息的映射等效与同构问题。本章明确指出：情报感知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准确有效地

提取对象事物的特征信息

信息；特征信息；特征信息提取；映射等效与

同构

第７章 情报感知的
效用发生机理

研究了特征信息采集折射的思维与智能、特征信息感知的效用机理、基于效果的数字

化实例、影响力传递的感知效用、信息对抗所折射出的情报感知效用机理、特征信息公

信力的特殊要求和基于网络信息环境的浸取分析法则

人机合作三角形模型；虚拟现实；体验经济；

信息对抗；国家情报战略；公信力；浸取分析

第８章 情报感知的
方法工具

针对情报感知业务要求，阐释基于地平线扫描理念的方法体系。本章讨论地平线扫描

的相关概念，讨论地平线扫描的概念模型、流程和方法，提供一些典型的地平线扫描实

操案例，展示地平线扫描三要素：扫什么、怎么扫、扫描成果怎么分发

地平线；研究前沿；“研究前沿的尸体”；弱

信号；技术监视；技术预见；技术评估；科技

情报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第９章 从情报感知
到情报刻画

阐述作为情报感知产品生成环节的情报刻画的意义，研究情报刻画的动因，说明进行

情报刻画所要注意的事项，给出情报刻画的典型案例，讨论情报刻画的能力保障，为今

后开展情报导视研究埋下伏笔

情报感知产品生成；情报刻画；情报导视；知

识服务；知识服务中的信任要素

第１０章 围绕人工
智能的情报感知刻

画实践

利用智能信息技术情报研究的任务实例展示说明情报感知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途径和

成果形式

智能信息技术；谱系扫描；关系感知

３　《情报感知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情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纠葛在情报工作的发展历
史中由来已久。当理论学说与实践关切不同轨时，学

科虚无和“情报”“信息”术语泛化的现象即会增加。

客观上讲，情报理论源于情报实践，实践基础上得出的

理论成果既是从认知角度对情报业务、情报事业和情

报教育工作对象的梳理、总结和升华，也为后来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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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开展和事业规划建设提供分析参考依据。情报理

论研究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对既有实践的归纳与总

结，更重要的是通过理论研究可以磨砺情报从业者的

专业智慧，帮助进行面向未来的事业规划与业务设计。

情报事业发展的历史表明，情报业务实践的活跃总是

伴随着情报学术理论研究的勃兴，两者互为促进或制

约的关键因素。

　　我们在对科技情报工作一线的新人做培训时需要

一些切题的好理论，总是感觉林林总总的某些情报学

理论像是作者为了完成自己的某个学术任务而创制出

的缺乏新意的篇章，对我们实践的指导作用不大，进而

感觉情报学理论与情报工作实践是两张皮。但是，当

你读完《情报感知论》，感觉就会有些不一样———“情

报感知论是情报学术理论与情报工作实践的天然交汇

点”。

　　《情报感知论》锚定情报工作任务语境，将阐述论

证跟情报工作的任务情境紧密结合起来，运用了大量

来自情报工作一线的工作素材，生动诠释出情报学的

理论构建是如何源于实践又如何帮助和引导实践的。

３．１　情报感知的宏观样式

　　《情报感知论》第５章对情报感知的宏观样式展开

了气势磅礴的推导和讨论，导出了情报感知的８个 Ｓ

ＴＵ融合样式（８个象限），为情报感知论未来的探讨

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框架，如表２所示：
表２　情报感知的８个ＳＴＵ样式

样式 全称

样式一 无限受众（传感器）在无限时空中感知无限信息

样式二 特定受众（传感器）在无限时空中感知特定信息

样式三 无限受众（传感器）在无限时空中感知特定信息

样式四 特定受众（传感器）在无限时空中感知无限信息

样式五 特定受众（传感器）在特定时空中感知特定信息

样式六 特定受众（传感器）在特定时空中感知无限信息

样式七 无限受众（传感器）在特定时空中感知特定信息

样式八 无限受众（传感器）在特定时空中感知无限信息

　　注：表中内容参见《情报感知论》表５－１

　　一些司空见惯的词，如“媒介”“知识管理”，等等，

在上述不同的样式下得到了有趣而又便于理解的诠

释。可以说，在每一个象限里，都有丰富的情报学理论

研究前沿话题值得我们去挖掘、探索和做地平线扫描，

象限中不乏未曾开垦过的处女地。

３．２　打通了人的感知和机器感知的藩篱

　　《情报感知论》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打通了人

的感知和机器感知的藩篱。《情报感知论》这本书说

了一些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例如：“特征信息提取就

是情报感知”“令特征信息提取 ＝业务工作”。《情报
感知论》把情报感知落实到“事物的特征信息提取”操

作、落实到日常情报业务工作，而“事物的特征信息提

取”和一部分日常情报业务工作（２４小时开放的值守
式网络数据库检索服务），正是机器可做（正在做）、人

可做（正在做）、人机结合体可做（正在做）的事情！

　　不仅如此，“把情报感知落实到‘事物的特征信息
提取’操作”，还适用于去贯通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

等系列信息管理学说。

３．３　“情报感知”贯穿从“ＷＩＫＩＤ”到“情报产品”的
全过程

　　我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但是，
《情报感知论》不一样。情报感知的理论是鲜活的。

“情报感知”贯穿从“ＷＩＫＩＤ”到“情报产品”的全过程。
“在团队协同工作时，理想的情报感知状态是：一人感

知，感知共同体全员同步感知。”

　　我们来看书中的这样一些话：
　　在实践中，情报分析的很多具体工作，本质上就是
在激活打磨一系列方便客户感知／吸收的一个个知识
点。这样的知识点，在《情报感知论》里，我们称之为

ｍｅｍｅ（模因）。
　　ｍｅｍｅ是情报传递过程中可描摹的、可感知的、可
检测的（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ｅ）、具一定客观性的情报小图景。即：
一个个ｍｅｍｅ就是一个个可以不胫而走的独立的（无
需上下文就可被理解的）情报（或事实）小图景，也是

构建较大情报图景的一个个有效片段。

　　人们一个ｍｅｍｅ一个ｍｅｍｅ地感知吸收情报，某一
刻，若干 ｍｅｍｅ会在头脑里发生关联，较大情报图景于
是开始在脑海里成形。情报感知者（包括情报机构内

的分析人员和情报机构外的客户）头脑中的框架和谱

系思维，支配着其头脑中图景构建（图景愈来愈清晰）

的过程。

　　《情报感知论》里边的理论与情报工作实践的密
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３．４　以情报感知能力促事业发展生态
　　《情报感知论》是作者在《情报研究论》［１２］之后推
出的又一扛鼎之作。如果说《情报研究论》展示了情

报研究的组织规范和流程方法，那么《情报感知论》则

就情报工作所需的特色核心能力进行了充分解构。国

际上经济、科技、文化、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斗争形势

越严峻，信息手段越丰富，对情报体系能力的建设要求

也就越迫切。情报感知能力在情报体系能力构成中是

８２

ch
in

aX
iv

:2
02

30
4.

00
44

8v
1

ChinaXiv合作期刊



赵志耘．深耕感知 刻画出新———评《情报感知论》［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２１，６５（２１）：２６－３０．

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分，在情报理论和实践探索中重视

磨砺感知能力，既有助于进行情报工作“早醒远眺”的

前瞻预警任务响应，也为情报业务和学术管理提供了

评价设计的新手段，使情报领域的创新衡量标准不再

受制于“量”与“质”的关系困扰，而是在线索发现的需

求牵引下，直指情报业务行为和过程，着力建设情报理

论与实践的良性发展生态。

４　《情报感知论》的写作风格

　　如果能耐心看进去，读者会发现这本书有一个和
一般情报学理论书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写作风格比

较生动传神、深入浅出，在阐述理论问题的时候往往没

有那种令人困倦的理论腔。

４．１　生动传神
　　作者在书中邀我们看“客户的思维与 ｍｅｍｅ发生
连接———客户感知情报”的４个场景。而作者在描述
客户需求的时候，这样写道：“被正确地感知到了的

（或因经常更新而变得更准确的）客户需求，是全体情

报工作者脑海里闪现着的一座指引科技情报工作团队

协同思维航向的灯塔之光，或是情报工作者在工作过

程中用于约束注意力的锚。”

　　再例如，在给出了关于情报感知的第二个定义之
后，作者说了下面这一段话：

　　情报感知总是发生在“信息环境里的 ＷＩＫＩＤ与主
体记忆装置里的 ＷＩＫＩＤ相互激活、有机融合”之际。
例如，你刚听说“碳达峰、碳中和”的事情，感觉不明所

以就赶紧去百度输入“碳达峰、碳中和”并回车，百度

就呈现一些查询结果供你阅读，于是你从无到有建立

起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概念（５Ｗ２Ｈ，即何事、
何时、何地、何人、何故、如何、多少……）等……

　　纵观全书，可以发现其中有大量的图、表、文本框
（其中有故事、有案例、有解释）、场景描述，部署在正

好可以及时为读者解惑的地方。

　　《情报感知论》在试图把情报学术探索从脱离实
际的学究式桎梏中解放出来。读《情报感知论》第８章
“情报感知的方法工具”，你甚至会感到作者在手把手

教你具体做情报感知、做地平线扫描。

４．２　深入浅出
　　《情报感知论》在第２章“２．２．２情报源感知：系统
扫描新素材”里讲解“甲看来是数据的东西，乙看来可

能是知识”时，给出了如下两串字符：

　　１２９６５１Ｕ０６０５７Ａ　０８０５０．７７４００８０２　．００２５６４０５
　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６７８－３０　０２

　　２２９６５１　５８．５２０８　３１．８０６７０００９９３２　５８．７１８１
３０１．４８９３　１６．０８１９１８５４　０２
　　现在就问你，这两行东西是数据（ｄａｔａ）？是信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是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是情报（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还是智慧（ｗｉｓｄｏｍ）？书中关于这些问号的答
案，我就不在这里剧透了。

５　结语

　　《情报感知论》这本书理论与实践价值兼具，专业
学子越是早些读到此书，越能省去走许多的弯路；情报

学研究者和一线科技情报工作者阅读此书，可以体验

情报学理论的新鲜活泼，触摸情报学理论本身一些闪

光而独特的ｍｅｍｅ。
　　总而言之，情报是重要决策的既不可或缺又不宜
张扬的保障要件，缺少有效情报支持的决策需要经受

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挑战，及时有效地进行前瞻预警

是情报工作者想要抵达的专业分析理想境界。《情报

感知论》的作者践行“令决策者‘减少认知意外’”的情

报工作理念，将情报宗旨归结为“解决决策过程中信息

不完备的问题”，创立情报感知学说，导出“情报感知”

理论工具，展示了情报科学工作者在学术理论之林静

筑卓越的独特风采。《情报感知论》顺应国家科技情

报事业发展的时代要求，开辟出一块崭新的理论与实

践探索空间，很好地处置了情报学所面临的“虚与实”

“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为情报研究与管理提供了

可行的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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