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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关系辨析∗
∗

李广建　 化柏林

摘　 要　 近年来，包括大数据分析在内的大数据理念和方法引起了图书情报界的密切关注，成为情报学的热点话

题之一。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有着天然的联系，两者既有共性，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共

性表现在看重对数据的定量分析，关注多源数据融合和强调相关性分析三个方面。 同时，两者在数据对象、数据

规模、分析任务与分析时机等方面又各具特色。 本文认为，应该充分认识这些共性与差异，把情报分析的特色与

优势发挥好，以迎接大数据带来的挑战。 表 １。 参考文献 ２５。

关键词　 情报学　 大数据　 大数据分析　 情报分析

分类号　 Ｇ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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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大数据分析（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ＢＤＡ）是大

数据理念与方法的核心，是指对海量、类型多

样、增长快速且内容真实的数据（即大数据）进

行分析，从中找出可以帮助决策的隐藏模式、未
知的相关关系以及其他有用信息的过程［１］ 。 包

括大数据分析在内的大数据理念和方法已经引

起了图书情报界的密切关注［２－７］ ，成为情报学的

热点话题之一，２０１４ 年公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名单中［８］ ，关于大数据的项目就有 １８
个，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占 １３ ７％，超
过了其他任何选题。 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

大数据和大数据分析为情报学的发展带来了巨

大的机遇，认为大数据对情报学的影响是多方

面的，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情报分析，有关“大

数据时代的情报分析……”、“大数据环境下的

０ １４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数据环境下的计算型情报分析方法与技术研究” （项目编号：
１４ＡＴＱ００５）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李广建，Ｅｍａｉｌ：ｌｉｇｊ＠ ｐｋｕ ｅｄｕ ｃｎ



李广建　 化柏林： 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关系辨析
Ｌｉ Ｇｕａｎｇｊｉａｎ， Ｈｕａ Ｂｏｌ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竞争情报分析……” 之类的论文、项目越来越

多，这些都反映了学界和业界对大数据分析的

重视程度，值得肯定。
应该注意，情报学与情报分析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就已经存在了，而大数据及大数据分析

则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概念，两者各有特点，情报

分析的发展有必要从大数据中汲取营养，但不

是简单地套用大数据与大数据分析的概念。 因

此，需要分析大数据这一新思想、新理念、新方

法、新技术与情报学的关系，特别是大数据分析

在情报领域的适应性问题。 包括：大数据分析

与情报分析究竟有何共性，又有哪些不同；大数

据的思想理念、方法技术在引入情报学后会带

来哪些影响，又有哪些适应性问题需要改造。
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真正有针对性地助力情

报学和情报分析的快速发展。
为此，本文对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的共

性和差异性进行讨论。 通过比较找出两者的相

同点，引入大数据分析的优势，强化情报分析。
也通过比较找到两者的差异，明确情报分析的

特色，从而借鉴大数据的思想，深入研究并充分

发挥情报分析的优势，指导研究工作通过“差异

化”的战略构建情报分析的理论及方法体系（或

者叫范式），同时，也有助于避免在研究过程中，
一味强调大数据带来的影响，导致情报分析学

科的“泛大数据化”。

１　 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的共性

情报分析亦称信息分析或情报研究，是根

据社会用户的特定需求，以现代信息技术和软

科学研究方法为主要手段，以社会信息的采集、
选择、评价、分析和综合等系列化加工为基本过

程，形成新的、增值的情报产品，为不同层次科

学决策服务的社会化智能活动［９］ 。 与本文前面

提到的大数据分析概念做对比，可以看出，大数

据分析与情报分析都是以信息和数据作为基础

资源及研究对象，并对信息和数据进行有效组

织管理、分析挖掘，从而为用户提供相关服务的

过程。 由此可见，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有着

天然的联系，两者的共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看重对数据的定量分析，关注多源数据融合，强
调相关性分析。

１ １　 看重对数据的定量分析

数据作为重要的资产已经在改变着组织决

策的模式。 有效收集并分析各种规模的大数据

资源，运用多种方法充分挖掘数据的最大价

值，已经成为衡量一个组织竞争能力的重要标

志。 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随着大数据研究的

深入，各种组织能够以合理的投入充分发掘大

数据所带来的情报价值，为组织全面深入地洞

察态势提供支持［１０］ 。 Ｓｃｉｅｎｃｅ 杂志在 ２０１１ 年

《聚焦数据管理》的专辑中提出，“科学就是数

据，数据就是科学” ，“数据是金矿” ，“数据推动

着科学的发展” ［１１］ 。 “ 从大数据中发掘大洞

察”等理念意味着对数据分析提出了新的、更
高的要求。 可以这么说，大数据时代就是数据

分析的时代［２］ 。
大数据的基础在于数据，大数据的特点在

于数据体量巨大，数据类型繁多，数据价值密

度较低，处理速度较快。 淘宝网站每天的交易

达数千万，数据产生量超过 ５０ＴＢ。 百度公司每

天大约要处理 ６０ 亿次搜索请求，数据量达几十

ＰＢ。 一个 ８Ｍｂｐｓ 的 摄 像 头 一 小 时 能 产 生

３ ６ＧＢ 数据，一个城市若安装几十万个交通和

安防摄像头， 每月产生的数据量将达几十

ＰＢ［１２］ 。 医疗卫生、地理信息、电子商务、影视

娱乐、科学研究等行业，每天也都在创造着大

量的数据。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ＭＧＩ） 预

测，到 ２０２０ 年， 全 球 数 据 使 用 量 预 计 达 到

３５ＺＢ［１３］ 。 如何处理超大规模的网络数据、移

动数据、射频采集数据、社会计算数据，已经成

为科研界和产业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

大数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大数据分析的任务

是对数据去冗分类，去粗取精，从数据中挖掘

出有价值的信息与知识，要把大数据通过定量

分析变成小数据［１４］ 。 定量分析方法包括聚类

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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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关联规则挖掘、时间序列分析、社会网络

分析、路径分析、预测分析等［１５］ 。
情报分析也十分重视数据基础。 早期的情

报分析强调分析人员的专业背景和经验，更多

地依靠人的智力去解读特定的、少量的数据对

象，通过人的分析、归纳和推理得出情报研究的

结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学科专业呈

现出综合和分化的趋势，综合的趋势要求情报

分析人员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分化的趋势表现

在知识分支划分越来越细，所涉及的内容越来

越专深。 与此同时，情报分析面临的数据量也

越来越大，根据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每年

发表的科技论文已超过 １５０ 万篇，专利年度申请

受理量超过 ２００ 万条［１６］ ，全世界每年的科技文

献数以千万计。 其他诸如会议文献、科技报告、
技术标准等科技文献的增长速度也是非常迅猛

的。 在这种情况下，仅靠人力本身已经无法胜

任情报分析工作了。 情报分析越来越多地依赖

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利用数据挖掘、机
器学习、统计分析等方法，运用关键词词频、词
汇共现、文献计量等定量化手段，通过计算或者

在计算的基础上辅以人工判断形成分析结论。
目前，“用数据说话”已经成为情报分析的突出

特点，在情报报告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数据图表

也充分说明了数据定量分析在情报分析领域的

重要程度。

１ ２　 关注多源数据融合

把通过不同渠道、利用多种采集方式获取

的具有不同数据结构的信息汇聚到一起，形成

具有统一格式、面向多种应用的数据集合，这一

过程称为多源数据融合。 如何加工、协同利用

多源信息，并使不同形式的信息相互补充，以获

得对同一事物或目标更客观、更本质的认识，是
多源数据融合要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描述同

一主题的数据由不同用户、不同网站、不同来源

渠道产生。 另一方面，数据有多种不同呈现形

式，如音频、视频、图片、文本等，有结构化的，也
有半结构化，还有非结构化的，这导致现在的数

据格式呈现明显的异构性。
大数据的特点之一是数据类型繁多，结构

各异。 电子邮件、访问日志、交易记录、社交网

络、即时消息、视频、照片、语音等，是大数据的

常见形态，这些数据从不同视角反映人物、事件

或活动的相关信息，把这些数据融合汇聚在一

起进行相关分析，可以更全面地揭示事物联系，
挖掘新的模式与关系，从而为市场的开拓、商业

模式的制定、竞争机会的选择提供有力的数据

支撑与决策参考。 例如，通过搜索引擎的检索

日志可以获取用户关注信息的兴趣点，通过亚

马逊、淘宝网可以获取用户的电子交易记录，通
过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ＱＱ 等社交网站可以了解用户的人

际网络与活动动态，把这些信息融合到一起，可
以较为全面地认识并掌握某个用户的信息行为

特征。 可以这么说，多源数据融合是大数据分

析的固有特征。
当前，情报分析工作正在向社会管理、工商

企业等各行各业渗透，情报分析与研究的问题

往往更为综合，涉及要素更为多元，同时也更为

细化，这导致单一数据源不能满足分析的要求，
需要不同类型的信息源相互补充［２］ 。 同一种类

型的信息可能分布在不同的站点，由不同的数据

商提供。 例如，论文数据的来源包括万方数据、
重庆维普、中国知网等。 一项情报任务或前沿领

域的研究，仅仅使用一种类型的数据是不全面

的，如果把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图书、专利、项
目、会议等信息收集起来，融合到一起，将更能说

明某项研究的整体情况。 另外，行业分析报告、
竞争对手分析报告需要关注论坛、微博、领导讲

话、招聘信息等各类信息，以全面掌控行业数据、
产品信息、研发动态、市场前景等［１７］ 。 同一个事

实或规律可以隐藏在不同的数据源中，不同的数

据源揭示同一个事实或规律的不同侧面，这既为

分析结论的交叉印证提供了契机，也要求分析者

在分析研究过程中有意识地融合汇集各种类型

的数据，从多源信息中发现有价值的知识与情

报［２］ 。 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提高情报分析的科

学性和准确性，这不仅是对情报分析的要求，也

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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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情报分析发展的必然趋势。

１ ３　 强调相关性分析

所谓“相关性”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变量

的取值之间存在某种规律性，当一个或几个相

互联系的变量取一定的数值时，与之相对应的

另一变量的值按某种规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则认为前者与后者之间具有相关性，或者说两

者是相关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相关性（相关关

系）与因果性（因果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

念，但常被混淆。 例如，根据统计结果，可以说

“吸烟的人群肺癌发病率比不吸烟的人群高几

倍”，但不能得出“吸烟致癌”的逻辑结论。 我国

概率统计领域的奠基人之一陈希孺院士生前常

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相关性与因果性的区别。 他

说，假如有这样一种基因，它同时导致两件事

情，一是使人喜欢抽烟，二是使这个人更容易得

肺癌。 这种假设也能解释上述统计结果，而在

这种假设中，这个基因和肺癌就是因果关系，而
吸烟和肺癌则是相关关系［１２］ 。

大数据时代在数据处理理念上有三大转

变：要全体不要抽样，要效率不要绝对精确，要
相关不要因果。 在这三个理念中，重视相关性

分析是大数据分析的一个突出特点。 通过利用

相关关系，我们能比以前更容易、更快捷、更清

楚地分析事物。 只要发现了两个事物或现象之

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就可以利用这种相关

性创造出直接的经济收益，而不必非要马上去

弄清楚其中的原因。 例如，沃尔玛超市通过销

售数据中的同购买现象（相关性）发现了啤酒和

尿布的关系、蛋挞和飓风的关系等。 在大数据

环境下，知道“是什么”就已经足够了，不必非要

弄清楚“为什么”。 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海军军

官莫里通过对前人航海日志的分析，绘制了新

的航海路线图，标明了大风与洋流可能发生的

地点，但并没有解释原因，对于想安全航海的航

海家来说，“什么” 和“哪里” 比“为什么” 更重

要［１８］ 。 大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将人们指向了比探

讨因果关系更有前景的领域。 这种分析理念决

定了大数据所分析的是全部数据，通过对全部

数据的分析就能够洞察细微数据之间的相关

性，从而提供指向型的商业策略［１８］ 。 亚马逊的

推荐系统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并取得了

成功。
相关性原理也是情报学的基本原理之一，

相关性分析也是情报实践的常用分析方法。 任

何一种情报结构都是按一定规则相互关联的，
分析并揭示情报相互关联（即相关性）的规律和

规则，是对信息、知识、情报进行有效组织检索

与分析挖掘的基础［１９］ 。 检索任务与用户情境的

相关性、检索结果的排序都是典型的相关性分

析，共词分析、关联分析、链接分析也是典型的

相关性分析，这体现了相关性分析在情报学学

科发展中的地位。 在实际的情报分析工作中，
相关性分析应用更加广泛。 不同文献类型之间

的关联分析，不同机构之间的关系分析都属于

相关性分析。 例如：根据论文与专利的时间差，
利用论文的热点预测专利技术的热点；根据论

文的合著关系，分析企业、研究所、高校之间的

合作关系等；根据企业的上下游企业或供销存

关系，分析产业链，识别竞争对手等。 这些案例

实质上都是相关性分析的具体应用，在情报分

析领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其中有些已经成

为情报分析的专门方法。

１ ４　 共性中的细微差别

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在数据的定量分

析、多源数据融合、相关性分析上有着非常相似

的特性，但这些相似性仍然存在着细微差别，这
也体现了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各自的独立

性，说明不能将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等同

起来。
首先，就定量分析而言，大数据通常使用的

是相关业务系统中已有的数据，例如系统用户

的日志数据，商业系统中的销售数据，监控系统

中的视频数据等，一般情况下，只要业务系统正

常运转，这些数据就能直接为大数据分析所用。
情报分析的数据则通常需要专门搜集与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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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根据情报分析任务从检索系统中找出相

关文献，并进行充分的加工与清洗，以确保数据

的准确性与完备性。 再如，为了正确区分数据

中的人物，必须对人名进行规范化处理，如果对

重要领导、高层次人才、恐怖分子等关键人物不

进行重名区分的话，可能会得出非常可怕的分

析结果。
其次，尽管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都强调

多源数据融合，但由于大数据分析的目标是发

现数据之间有价值的相关性，所以，其重点放在

数据类别与模式的挖掘与分析方面，对个别信

息真伪并不是太关注。 而情报分析在这方面则

有所不同，在情报分析过程中，个别关键信息会

对分析的结果或结论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因此，
情报分析除了关注数据类别与模式之外，还特

别要求关键信息准确无误，而确保信息准确无

误的方法之一，就是使用多源数据交叉印证。
所以，情报分析在多源数据融合方面更强调数

据之间的相互补充与交叉印证，只有更全面的

多源数据融合才能提供更客观、更准确的分析

结果。
最后，在相关性分析方面，大数据分析与情

报分析也有所不同。 大数据分析更强调相关的

现象，并不太关注相关背后的原因，从因果分析

转向通过相关分析进行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

理念［１８］ 。 而情报分析除了非常注重相关分析之

外，有时候还需要找出背后的原因，只有这样才

能洞察事物的本质，摸清对方的战略意图，预测

事情的发展态势。 换句话说，对于大数据分析，
找到相关性就够了，而情报分析除了发现相关

性以外，还需要再深入一步。 大数据分析强调

大而广，情报分析强调精与深。 另外，在相关性

分析方面，情报分析除了注重事物之间的相关

性之外，对于非相关也有一些妙用，例如，利用

非相关文献进行知识发现，利用相关企业网站

之间的非链接关系来识别竞争对手等。

２　 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的差异性

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在数据的定量分

析、多源数据融合、相关性分析方面有共通之

处，但在数据对象、数据规模、分析时机、分析任

务等方面则有明显的差异（见表 １）

表 １　 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的差异性

比较维度 大数据分析 情报分析

数据对象 数值信息为主 文本信息为主

数据规模 大而全 适度数据，突出关键

分析时机 实时分析 分析有时滞

分析任务 挖掘新模式 任务明确，模式既定

２ １　 数据对象有区别

情报分析与大数据分析的对象不同，数据

的性质也存在差异。 从实践上，无论是过去以

定性分析为主的翻译、文摘、综述时代，还是现

在以定量为主的动态监测快报、领域态势分析

快报时代，情报分析都主要以文本文献作为数

据的对象和基础，这些文本包括论文、专利、科
技报告、政策文本、领导讲话等。 正是因为主要

对象为文本，而文本本身又具有语义关联，因

此，情报分析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找出这些文献

中的语义关联。 大数据分析则不同，其分析对

象并不限于某种数据类型，从当前实际应用的

成果来看，大数据分析通常以数值数据与结构

化的短文本数据为主要对象，如销售数据、用户

数据、传感器采集数据等。

２ ２　 数据规模有差异

大数据分析的对象是大数据，按照大数据

的定义与基本特点，在 ＰＢ 以上级别的数据方

称之为大数据。 维基百科将大数据定义为无法

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

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也就是说用传

统算法和数据库系统可以处理的海量数据不

算“大数据” 。 另外，大数据分析强调分析全体

数据，要全体不要抽样是大数据分析的一个重

要特点。
情报分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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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数据，通常有海量数据就足够了。 一方

面，对于很多情报任务来说，获取与任务相关的

全部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 例如，很多国家的

一些高精尖设备的参数都是保密的，也就是说

有些情报分析课题根本不可能获取全部数据，
而且，有时情报任务的时效性也不允许搜集到

全部的数据再进行分析。 另一方面，即使拥有

全部数据，情报分析也未必需要对全部数据进

行分析，只需要分析关键数据或主导数据即可。
例如，分析学科研究进展时只分析有代表性的

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论文即可，对于政策的走

向只分析主要领导者就可以说明问题，典型的

案例是，美国兰德公司在进行朝鲜战争中国是

否会出兵作战的分析时，就采用了人物传记的

方法着重分析了相关领导人的性格特征［２０］ 。

２ ３　 分析时机有差别

就分析的时机而言，分析可以分为历史分

析和实时分析。 历史分析是对历史数据进行分

析，包括交互式历史分析和批处理历史分析两

种方式。 实时分析是对变化着的数据做实时分

析，包括动态流分析、基于时间窗口的实时分析

等［２１］ 。 大数据分析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满足数

据大、数据类型广泛、数据处理速度快的要求。
因而，实时分析是大数据分析的另一项突出特

色，例如，通过搜索引擎的热点搜索或者社交网

络中频繁关系等内容实时监测网民动态。 当

然，一些有特点的大数据分析系统，因为其应用

场景不同，也会强调其历史分析能力。
与大数据分析不同，情报分析很少对历史

分析与实时分析进行区分。 情报分析虽然在动

态跟踪时主要依赖于新的数据，但在规律总结

与趋势分析时往往使用带有一定阶段性和滞后

性的数据，即要分析一段时间内的数据。 在情

报分析报告或学术论文中经常看到“近十年”、
“二十一世纪以来”等字样，如“ ＣＩＡ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Ｍａｏ（１９４８－１９７６） ［２２］ ”、
“中美科技关系三十年———从冷战时期的科技

外交到网络化世界中的伙伴关系” ［２３］ 、 “英国情

报学研究进展五十年” ［２４］ 、“国外信息行为研究

十年：现状、热点与趋势” ［２５］ 等，这都体现了情

报分析在分析时机方面与大数据分析的不同。

２ ４　 分析任务有不同

大数据分析的典型任务是通过相关性实现

模式挖掘与预测分析。 一般情况下，就模式挖

掘而言，大数据分析强调发现事先不知道的新

模式和未知的相关关系，这一点与情报分析有

显著的差异。 就预测分析而言，大数据分析主

要包括趋势预测和缺失信息预测。 趋势预测是

指通过事物的一些基本属性信息和先前的态势

分析，预测事物发展的轨迹和最终影响力。 缺

失信息预测是指对现有信息中缺失的信息项或

者还没有出现的信息进行预测，也称预见。 例

如，通过一条信息早期在微博网络上的传播情

况，来预测这条信息最终的影响力等。 Ｇｏｏｇｌｅ 能

够根据用户搜索日志预测到流感的爆发并能够

找到传播的来源，Ｆａｒｅｃａｓｔ 系统能用接近十万亿

条价格记录帮助消费者预测在哪个时段购买美

国国内机票最实惠，准确度高达 ７５％，平均可节

省 ５０ 美元［１８］ 。
与大数据分析不同，情报分析的目的和任

务通常情况下是明确的，要回答具体的问题，如
“纳米技术的最新进展”，“土壤质量调查和监测

系统建设的国际发展态势”，“发达国家社会保

障体系的建设与运行特色及启示”，“当一个国

家的国民收入达到 ６，０００ 美元时，其国家的社会

经济实际发展状况该如何”，“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

科技论文国际被引及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将排

全球第几位”等。 换句话说，在情报分析的开始

阶段就已经知道了结果的模式。 情报人员需要

做的就是紧密围绕情报分析课题的需求，广泛

搜集各类相关信息，运用多种工具与方法进行

内容分析，监测其中的新现象、新情况、新异常，
并根据蛛丝马迹发现其中的规律、本质、战略意

图等，并将这些内容“填充”到情报分析结果的

模式中，或按预定的模式组织所发现的内容，形
成情报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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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数据分析与情

报分析有着天然的联系，两者既有共性，又存在

着一定的差异。 通过归纳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

析的共性，可以更好地认识大数据给情报分析

带来的机遇，借大数据的东风强化情报分析。
但是，情报分析毕竟不同于大数据分析，情报分

析在大数据环境下依然有自己的特色，其本质

也与大数据分析有所不同，在数据对象与规模、
分析时机与任务方面都有着诸多不同，应该充

分认识这些不同，把情报分析的特色与优势发

挥好，以迎接大数据带来的挑战。
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和实践领域，大数据

思想是对社会理念、用户需求以及技术手段发

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和综合反映，大数据思想不

可避免地会对情报分析工作产生诸多影响，在
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分析的技术体系、过程与方

法都在发生着变化。 如何在新的环境下发展与

提升情报分析理论，如何构建适应时代特点的

情报分析模型，以及如何集成情报分析技术与

方法实现情报分析自动化等问题，值得我们进

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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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ｏｒｙ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９）：１２９ ）

［ ４ ］ 　 黄晓斌，钟辉新 大数据时代企业竞争情报研究的创新与发展［Ｊ］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２（６）：９－１４ （Ｈｕａｎｇ Ｘｉ⁃

ａｏｂｉｎ，Ｚｈｏｎｇ Ｈｕｉｘ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ｇ⁃ｄａｔａ ｅｒａ［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６）：９－１４ ）

［ ５ ］ 　 缪其浩 当情报遇到大数据———大数据热点情报跟踪的回顾与感悟［Ｊ］ ．情报探索，２０１３（５）：１－３，７ （ Ｍｉａｏ

Ｑｉｈａｏ Ｗｈｅ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ｓ ｈｏｔｓｐｏ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５）：１－３，７ ）

［ ６ ］ 　 张春磊 大数据分析（ ＢＤＡ） 及其在情报领域的应用［ Ｊ］ ．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学报，２０１３，９（ １）：１８－ ２２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ｕｎｌｅｉ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９（１）：１８－２２ ）

［ ７ ］ 　 王晓佳，杨善林，陈志强 大数据时代下的情报分析与挖掘技术研究———电信客户流失情况分析［ Ｊ］ ．情报

学报，２０１３，３２（６）： ５６４－５７４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ｊｉａ， Ｙａｎｇ Ｓｈａｎｌｉｎ，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ｌｏｓｓ ｉｎ ｔｅｌｅｃｏｍ［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３２（６）： ５６４－５７４ ）

［ ８ ］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关于２０１４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名单的公示［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６－ 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ｐｏｐｓｓ⁃ｃｎ ｇｏｖ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０６０４ ／ ｃ２１９４５７ － ２５１０３８６７ ｈｔｍｌ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ｓｔ ａｂｏｕ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ｕ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４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０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ｐｏｐｓｓ⁃ｃｎ ｇｏｖ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０６０４ ／

ｃ２１９４５７－２５１０３８６７ ｈｔｍｌ ）

０２０



李广建　 化柏林： 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关系辨析
Ｌｉ Ｇｕａｎｇｊｉａｎ， Ｈｕａ Ｂｏｌ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 ９ ］　 包昌火 情报研究方法论［Ｍ］．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 （Ｂａｏ Ｃｈａｎｇｈｕｏ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ｙ［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

［１０］ 　 顾涛 基于大数据的竞争情报协作分析研究［ Ｊ］ ． 情报科学，２０１３（ １２）：１１４－ １１８，１３５ （ Ｇｕ Ｔａ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 １２）：１１４－

１１８，１３５ ）

［１１］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ａｔａ［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４－ ２２］．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ａｇ ｏｒｇ ／

ｓｉｔｅ ／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ｄａｔａ

［１２］ 　 李国杰，程学旗 大数据研究：未来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领域———大数据的研究现状与科学思

考［Ｊ］ ． 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１２（６）：６４７－６５７ （Ｌｉ Ｇｕｏｊｉｅ， Ｃｈｅｎｇ Ｘｕｅｑ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６）：６４７－６５７ ）

［１３］ 　 Ｃｏｈｅｎ Ｊ， Ｄｏｌａｎ Ｂ， Ｄｕｎｌａｐ Ｍ， ｅｔ ａｌ ＭＡ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ｎｅ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Ｊ］ ＰＶＬＤＢ， ２００９，２（２）：

１４８１－１４９２

［１４］ 　 邬贺铨 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Ｊ］ ．求是，２０１３（ ４）：４７－ ４９ （ Ｗｕ Ｈｅｑｕａｎ Ｃｈ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ｅｒａ［Ｊ］ ． Ｑｉｕ Ｓｈｉ，２０１３（４）：４７－４９ ）

［１５］ 　 Ｍａｎｙｉｋａ Ｊ，Ｃｈｕｉ Ｍ，Ｂｒｏｗｎ Ｂ，ｅｔ ａｌ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５－０６］．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ｃｏｍ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ｂｉｇ＿ｄａｔａ＿ｔｈｅ＿ｎｅｘｔ＿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１６］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３年）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０５－ ０６］．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ｎｄｓｊ ／ ２０１３ ／ ｉｎｄｅｘｃｈ ｈｔｍ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２０１３年）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５－０６］．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ｎｄｓｊ ／ ２０１３ ／ ｉｎ⁃

ｄｅｘｃｈ ｈｔｍ ）

［１７］ 　 化柏林 多源信息融合方法研究［ Ｊ］ ． 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３（ １１）：１６ － １９ （ Ｈｕａ Ｂｏｌ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ｕ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ｏｒｙ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１１）：１６－１９ ）

［１８］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Ｍ］．盛杨燕，周涛，

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 Ｍａｙｅｒ⁃Ｓｃｈöｎｂｅｒｇｅｒ Ｖ，Ｃｕｋｉｅｒ Ｋ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ｈｏｗ ｗｅ ｌ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Ｍ］．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２０１３ ）

［１９］ 　 马费成 论情报学的基本原理及理论体系构建［ Ｊ］ ．情报学报， ２００７，２６（ １）：３－ １３ （ Ｍａ Ｆｅｉｃｈｅ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２６（１）：３－１３ ）

［２０］ 　 Ｇｏｌｄｈａｍｅｒ Ｈ Ｔｈｅ １９５１ Ｋｏｒｅａｎ ａｒｍｉｓｔｉｃ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ｍｅｍｏｉｒ［Ｒ ／ ＯＬ］． ＲＡＮＤ， １９９４［２０１４－０４－０５］．

ｈｔｔｐ： ／ ／ ｏａｉ．ｄｔｉｃ．ｍｉｌ ／ ｏａｉ ／ ｏａｉ？ｖｅｒｂ ＝ ｇｅｔＲｅｃｏｒｄ＆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Ｐｒｅｆｉｘ ＝ ｈｔｍ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 ＡＤＡ４２７５８３．

［２１］ 　 叶蓬  对大数据进行交互式分析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２ －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ｙｅｐｅｎｇ ｂｌｏｇ ５１ｃｔｏ ｃｏｍ ／ ３１０１１０５ ／

１０３１０２３ （ Ｙｅ Ｐｅ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４ － ０２ － １０ ］． ｈｔｔｐ： ／ ／

ｙｅｐｅｎｇ ｂｌｏｇ ５１ｃｔｏ ｃｏｍ ／ ３１０１１０５ ／ １０３１０２３ ）

［２２］ 　 凤凰网  ６０ 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苏关系的评估和预测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０５］．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１ ／ ｊｉｓｈｉ ／ ２００９０１ ／ ０１０９＿２６６３＿９６０４５９ ｓｈｔｍｌ （ ｉＦｅ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ｏ

Ｓｏｖｉｅ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６０ｓ ｂ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０５ ］．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１ ／ ｊｉｓｈｉ ／ ２００９０１ ／ ０１０９＿２６６３＿９６０４５９ ｓｈｔｍｌ ）

［２３］ 　 靳晓明，赵志耘，续超前，等 中美科技关系三十年———从冷战时期的科技外交到网络化世界中的伙伴关

系［Ｒ ／ ＯＬ］． ［２０１４－ ０３－ ２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ｉｎｆｏ ｇｏｖ ｃｎ ／ Ｒｅｐｏｒ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Ｖｉｅｗ＿４２３３ ｈｔｍｌ （ Ｊｉｎ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Ｚｈａｏ Ｚｈｉｙｕｎ， Ｘｕ Ｃｈａｏｑ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ｉ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ｂｏｕ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ｔｏ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ｇｅ［Ｒ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３
－２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ｉｎｆｏ ｇｏｖ ｃｎ ／ Ｒｅｐｏｒ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Ｖｉｅｗ＿４２３３ ｈｔｍ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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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将在北京市东城区举办

由文化部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等相关单位共同承办的“２０１４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中国图书

馆学会年会·中国图书馆展览会”将于１０月１０日至１２日在北京市东城区举办。本次年会的主题是“馆

员的力量：改革 发展 进步”，分为工作会议、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中国图书馆展览会三大板块，是
全国图书馆界的年度盛会，也是图书馆事业和相关产业交流合作的有效平台。

学术会议将围绕年会主题，针对展示当代图书馆人的职业风采，发挥图书馆员的改革创新精

神，探索图书馆事业发展新思路、新机制、新模式等方面，开展学术交流和研讨。会议由４场主题论

坛、２０余个分会场及其他非正式会议等不同形式、规模的会议组成。
目前，年会参会报名工作已经启动，请各位代表登录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 ｗｗｗ ｌｓｃ ｏｒｇ ｃｎ）年

会注册系统注册参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２４］　 Ｍｅａｄｏｗｓ Ｊ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Ｕ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３４（４）：１－１６．

［２５］　 周文杰 国外信息行为研究十年：现状、热点与趋势［ Ｊ］．情报学报，２０１２，３１（ ５）：５４８－ ５６０
（ Ｚｈｏｕ Ｗｅｎｊｉ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ｃａｄ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ｈｏ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３１（５）：
５４８－５６０ ）

李广建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５ 号。 邮编：１００８７１。

化柏林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后。 通讯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０９；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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