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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报学与相关学科的差异性看情报学的核心技术

　　摘 　要 : 情报学与图书馆学、信息管理、通信科学、智能科学、计算机科学、计算语言学等学科有着

密切的关系 , 但它们之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通过分析情报学与相关技术学科的差别 , 得出情报学的核心

技术是分析技术。因此 , 应当在充分发展以检索为代表的传统情报技术的基础上 , 大力加强分析技术 , 特

别是文本内容分析技术 , 以推动相关理论、技术与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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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science is closely linked with 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science, intelligence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However, there are essential differ2

ences among them.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amo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other related technical subjects

concludes that the core technolog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s analysis technology. Therefore, we should put stress on

analysis technology, especially analysis technology of text content on the basis of vigorously develop ing th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retrieval technology as its rep resentative so as to p 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rrelated

theory, technology and app 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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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报学的目标就是通过新信息与原有知识的融合 , 形

成新的认知 , 进而成为真正的情报 , 用来服务于决策 [ 1 ]。

情报学需要技术的支撑 , 但不能技术至上。技术不是万能

的 , 但没有技术又是万万不能的 , 即 “为技术而不惟技

术 ”。如果忽略了技术的开发和利用 , 那情报学将会更加

软弱 ; 如果太看重了技术 , 就可能会忽略情报学的本质和

属性 [ 2 ]。所以情报学要根植于技术 , 但应高于技术。不能

绕过技术 , 而是要穿越技术 [ 2 ]。

当前情报学涉及的技术非常多 , 但究竟哪些技术属于

情报学的研究范畴 , 哪些技术超出了情报学的研究范畴 ,

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详细研究。笔者认为 , 可

以通过分析情报学与其相关技术学科的差别 , 使情报学的

核心技术更加清晰。

1　情报学与图书馆学

情报学有着很强的技术特征 , 而图书馆学有着浓郁的

人文特征。历史传统上 , 图书馆学的分类比检索重要 , 而

在情报学里检索比分类重要。如果说检索是情报学的 “看

家本领 ”的话 , 那分类就是图书馆学的 “镇山之宝 ”。随

着高校图书馆购买电子文献的经费和使用率都超过了传统

的印刷型文献 , 数字图书馆正在迅速崛起 , 图书馆学里的

检索渐渐地超越了分类。而随着搜索引擎对情报学的冲

击 , 检索在情报领域的相对地位也有所下降 , 转而关注挖

掘与抽取等深层分析。关注文本数据是图书馆学与情报学

的共同点 , 对于图书馆而言 , 元数据是一件很值得研究的

事情 , 它有助于迅速找到所需要的资源 ; 而对于情报学而

言 , 元数据的研究并不那么重要 , 内容本身才是情报关注

的焦点。因此可以说数字图书馆关注检索 , 现代情报关注

抽取与挖掘 ; 数字图书馆关注加工存储 , 现代情报关注分

析与理解 ; 数字图书馆关注元数据 , 现代情报关注内容与

本体 ; 数字图书馆关注词法与句法 , 现代情报关注语义与

语用 ; 数字图书馆关注用户访问量 , 现代情报关注决策反

馈效果。

图书馆学的研究是从大到小 , 情报学的研究是从小到

大。图书馆学的研究是逐步求精 , 不断细化的过程。分类

就是最好的例子 , 从门类到大类到小类再到种次号等 , 分

类号越来越长 , 细化程度越来越高。而情报学首先从问题

出发 , 然后再研究问题的前因后果 , 最后寻求问题的解决

方案 , 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研究路径。

情报重视交流 , 图书馆重视传播。交流的双向性更

强 , 传播的双向主要依赖反馈。在实际的图书馆服务中 ,

这种反馈往往反映在对读者的问卷调查上 , 情报服务却少

有问卷调查。情报领域的问卷调查往往不是用户 ; 而图书

馆的问卷调查往往是用户。如果情报领域的问卷调查是情

报用户本身 , 那显然不能为情报用户提供情报 , 真正的情

报应该是关于他方的 [ 1 ]。技术是知识管理的手段 , 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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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图书情报机构的本质和属性 , 图书馆是传播知识的重

要阵地 , 而情报机构更倾向于成为服务决策的智囊团。知

识管理与知识服务在图书馆与情报学界都得到了高度认

可 , 发展趋势非常迅猛 , 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质的不同。

从文献服务到信息服务 , 最终走向知识服务是图书馆的发

展路径 ; 而情报活动中也涉及文献服务、信息服务、知识

服务 , 但这 3种服务在情报活动中并不是递进的关系 , 而

是并列的关系 , 它们共同作用来支撑情报服务。无论哪种

服务 , 自始至终必须贯穿情报的成分 , 必须围绕着情报展

开 , 知识服务并不是情报活动的最终目标 , 情报活动的最

终目标是在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的基础上 , 提供更快、更

准、更专的情报 , 以服务于决策。信息化与知识化有力地

推动着情报学的发展 , 但信息化与知识化都不能成为情报

学的发展方向。

2 情报学与管理科学

信息管理的核心过程在于管理 , 核心要素是信息。而

情报学的本质在于分析和研究 , 分析的目标是获得情报 ,

研究的目标是服务决策。信息管理所涉及的过程主要包括

组织、存储、分类、排序、标引、转化、共享等 , 而对信

息的分析并不是信息管理所必需的。情报学的核心在于情

报研究 , “研究 ”这个动词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 ,

因为它的概念范畴太大 , 而 “情报研究 ”中的 “研究 ”

似乎范畴更小一些 , 更突出分析 , 因此也有人把情报研究

称为信息分析。信息分析是对信息进行分析 , 情报研究是

研究出情报。前者强调过程 , 后者强调结果 , 应该是一个

概念的两种表述 , 强调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情报研究的对

象除了信息外 , 还可能涉及数据或知识 , 但仅从单纯的数

据或知识中是很难分析出情报的。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并不能完全代表情报学的本

科专业。尽管它有一部分来源于过去的科技情报专业 , 但

从全国范围来看 , 很多学校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基

本失去了情报学的属性和特色。这个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

和传统意义的情报学专业的学生在知识结构、素质和能力

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偏重管理与

系统 , 而情报学应该偏重分析。前者适合做系统分析员、

C IO、技术总监等 , 适合于大多数 IT企业 ; 传统意义的情

报学还是要回归到耳目、尖兵、参谋上来 , 即使是企业 ,

也只适合企业的情报部门或者以全文数据为主营业务的那

些 IT企业。信息管理的分析更系统 , 强调整体 ; 情报的

分析更注重附加值 , 强调对决策的作用。还有计算机技术

本科加 MBA也特别适合项目经理 , 它的执行力很强 , 而

情报人员的执行力相对较弱 , 但对信息更敏感 , 从信息中

分析出情报的能力更强。因此 , 应尽量避免把情报学硕士

培养成高级程序员、网络管理员、数据库管理员等技术人

员 , 这方面情报学不如计算机专业有优势。

造成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科不是情报学本科专业的

主要原因是 ,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全都在高校 , 而情报机

构自身不设本科专业。高校为了拓宽学生知识面 , 增加就

业机会 , 需要面向社会需求调整培养目标。

3 情报学与计算机科学

情报学关注结果与实现 , 注重效果 ; 计算机科学技术

关注过程与算法 , 注重效率。情报学关注新的应用 , 从需

求的角度来学习新技术 , 类似于信息获取中的 Pull; 计算

机科学技术关注新的技术 , 先开发出新技术 , 再看能解决

什么问题 , 类似于信息获取中的 Push。

目前的情报技术比较注重文献内容的分析处理 , 文本

数据更是关注的焦点 , 对数值、图形、图像、音频、视频

等数据的研究目前还不是主流。因此情报学里的技术应当

更加针对全文数据 , 围绕全文数据的一系列活动 , 包括数

据的来龙去脉以及中间分析 , 是情报技术关注的焦点。

很多情报学硕士点教学单位都为情报学研究生开设了

“数据库系统原理 ”、“网络建设与管理 ”等课程 , 然而 ,

50学时的数据库课程却很少提及全文数据库 , 结果上成

了计算机专业的本科课程。从其授课大纲就可以发现 , 情

报学硕士的专业课变成其他专业的本科课程的现象在情报

教育界非常普遍。情报学归属于管理学大类 , 因此无论情

报学有多么强的技术特色 , 都应有所限定 , 既然属于管理

学 , 那么情报学的技术应该相对较软。也就是说 , 应更多

地关注与利用计算机软件技术 , 特别是利用计算机来处理

文本数据方面的系列技术 , 而不用去关注计算机本身特别

是硬件技术及系统结构方面的技术。所以有些学校在招收

情报学硕士生时加考 “微机原理 ”、“微机技术及应用 ”

等偏硬件和偏系统本身的课程似乎有些不妥 [ 2 ]。要让计算

机技术服务于情报学 , 情报学里的技术要偏重于计算机技

术的应用 , 而不是去研究计算机技术本身 [ 2 ] , 在这一点

上 ,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杂志的定位就是很好的范例。

4　情报学与通信科学

通信关注变量的变化、变量的影响以及对变量的控

制 [ 3 ]。情报学侧重交流 , 而通信科学侧重传递 ; 交流更注

重人的参与 , 从这个角度讲 , 情报学更接近社会科学 ; 而

通信科学注重物理层面 , 从这个角度讲是纯粹的自然科

学。

关于通信的学科名称 , 目前是把 “信息与通信工程 ”

作为一级学科名称。本文之所以把网络与通信放在一起 ,

其原因是 , 网络是交流的一种形式 , 从 ISO七层协议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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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 顶层的应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 底层的传输是计算

机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因此网络更偏向于通信 , 而不是

计算机科学技术。网络的重点在协议解析、数据传输 ; 计

算机科学技术的重点还是计算。当然 , 现在的网络计算也

已兴起 , 分布式存储更多地反映通信 , 当然也有适量计

算 , 网络里计算特征非常明显的当属网格。

对于情报学而言 , 对网络通信技术的关注应该集中在

网络内容的分析处理而不是网络本身 [ 4 ] , 在网络空间里 ,

计算机专家和图书情报专家的分工可以概括为技术和内容

的分工。从技术出发的计算机专家主要考虑怎样提供一种

完全智能、自动化、高效率的信息存取机制。图书情报专

家更多地考虑知识内容本身的合理逻辑性 , 寻求科学的知

识建构、组织和控制的途径 [ 4 ]。

5　情报学与智能科学

史忠植教授指出 , 人类的科学事业正面临着四大问题

的挑战 , 即物质的本质、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本质和智力

的产生。智能科学作为四大挑战之一 , 是生命科学技术的

精华、信息科学技术的核心、现代科学技术的前沿和制高

点 , 涉及自然科学的深层奥秘 , 触及哲学的基本命题 [ 5 ]。

智能科学研究智能的基本理论和实现技术 , 是由脑科学、

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构成的交叉学科 [ 6 ]。智能科学

的任务是了解人的心智 , 模拟思维与智能 , 建立人机结合

(人机一体化 ) 系统的理论。智能工程的任务则是构建各

种实用的智能系统 , 研制各种智能系统的开发工具 [ 7 ]。

情报不等于信息在情报界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 而

情报与智能的英文都对应着同一个单词即 Intelligence, 说

明它们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与渊源关系 , 那就是都围绕着智

能。钟义信教授给出了智能的完整概念。在给定问题、问

题的环境以及主体目的这 3个要素的条件下 , 智能就是有

针对性地获取关于问题与环境的信息 , 恰当地处理这些信

息以达到认知 , 在此基础上结合主体的目的信息合理地产

生解决问题的策略信息 , 利用得到的策略信息在给定的环

境下成功地解决问题以达到主体目的的能力 [ 8 ]。从他对智

能的论述中不难看出 , 智能与情报是非常相似的。尽管情

报学与智能科学如此相近 , 但事实上 , 它们差别非常大。

智能科学关注计算机如何才能模拟人的思维与判断 ,

而情报学并不关注模拟的过程 , 只关注利用这些模拟技术

能为之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智能科学的核心在于智能实现

的过程与机理 , 而情报学的核心在于智能的应用。因此 ,

情报学的发展应该更多地融合智能成分 , 不论这种智能是

人工的还是人类的。人工智能的核心是知识获取与搜索。

人工智能的搜索与信息的搜索有着很大的不同。人工智能

的搜索是带路径的 , 搜索的过程是有条件的 , 如 “深蓝 ”

下棋时要考虑棋谱之间的关系。而信息搜索不是一次性

的 , 即一次性判断该文献是否命中 , 即使有多个检索词 ,

那么再用下一个检索词来匹配该文献 , 在判断命中的过程

中不涉及目标文献之间的操作。

6 情报学与计算语言学

计算语言学通过建立形式化的数学模型来分析、处理

自然语言 , 并在计算机上用程序实现分析和处理 , 从而达

到用机器来模拟人的全部或者部分语言能力的目的 [ 9 ]。计

算语言学是一个横跨语言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学

科。语言学和数学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学科 , 语言学历来

被视为是典型的人文科学 , 数学则被许多人看作是最重要

的自然科学 [ 10 ]。在学校教学中语文和数学被认为是两门

最基础的学科 , 它们似乎成了学校教学的两个极点 : 一个

极点是作为文科代表者的语文 ; 另一个极点是作为理科代

表者的数学 [ 10 ]。而计算语言学恰恰是把这两个极点结合

起来。

计算语言学是 “大文大理 ”的结合 , “大文 ”是指深

入研究人际交流媒介 (语言 ) 的各种复杂现象 , 具有浓

厚的人文色彩 ; “大理 ”是指深入研究计算机处理语言时

所涉及的算法、过程 , 具有明显的技术特征。计算语言学

相关会议一般由两部分人组成 : 那就是语言学专家与计算

机专家 , 语言学专家主要关注语言的单个现象 , 找出个别

现象的特征 , 总结其规律 , 如专门研究 “‘的 ’字结构 ”、

“‘于 ’式结构 ”等 ; 计算机专家主要针对语言的普遍规

律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与计算语言学相比 , 情报学只能

算是 “小文小理 ”的结合 , 因为它对技术的要求不像计

算语言学那样高深 , 而人文科学研究也无须像计算语言学

那样精细 , 即 “文得不够活 , 理得不够深 ”。

计算语言学的条件是语言具有计算性 , 计算过程中突

出语言现象的处理 ; 而情报学是从应用的角度来关注整个

应用过程 , 分析处理更注重结果。语言学是先关注个性 ,

再总结出共性 , 情报分析是先关注共性 , 逐步求精与完善

时再关注个性。计算语言学会研究模型 , 情报学只关注应

用 , 并不去研究计算语言学模型本身。

语言学家总结更多的语言学规律 , 计算语言学家研究

出更好的计算模型 , 而情报学家研究出更好的应用实践 ,

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计算语言学家关注语言学的各个层

面 , 从处理单位来讲包括词语分析、句子分析、语段分析

及篇章分析 ; 从分析层面来讲包括语音分析、语形分析、

语法分析、语义分析、语用分析。情报学家只研究语义和

语用 (文献 [ 11 ] 提到的第二个突破 ) , 语形和语法不属

于研究层面 , 但会用到。钟义信教授提到的全信息理论 ,

包括语法信息、语义信息和语用信息 [ 12213 ] , 正好处于计算

—771—　·情报理论与实践 ·



!　 理论与探索 # ITA

语言学与情报学的中间地带。

7 情报学的核心技术

从 1989—2005年的 17种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数据来

源于重庆维普期刊数据库 ) 中抽取关键词 , 这些分别以

“数据 ”、“信息 ”、“知识 ”、“情报 ”、“文献 ”开头、后

接动词的高频四字关键词 , 如表 1所示。

表 1 图书情报领域核心四字关键词 (各取前 10位 )

数据挖掘 146 信息服务 2103知识管理 655 情报检索 810文献检索 274

数据存储 26 信息检索 580 知识创新 168 情报工作 462文献利用 93

数据处理 22 信息管理 359 知识服务 147 情报服务 382文献采访 67

数据转换 22 信息咨询 170 知识共享 67 情报研究 232文献分类 65

数据管理 14 信息工作 133 知识发现 62 情报教育 106文献传递 58

数据分析 13 信息利用 123 知识传播 31 情报分析 105文献工作 54

数据压缩 11 信息开发 119 知识获取 26 情报管理 36 文献计量 52

数据采集 11 信息交流 112 知识检索 24 情报搜集 33 文献服务 48

数据检索 10 信息共享 101 知识转化 23 情报交流 32 文献收集 44

数据集成 9 信息传播 80 知识挖掘 19 情报利用 26 文献老化 44

　　从表 1中可以看出 , 在图书情报领域 , 排位最高词都

是同列次位词的 n倍 , 数据挖掘、信息服务、知识管理、

情报检索、文献检索分别是数据存储、信息检索、知识创

新、情报工作、文献利用的 5倍、315倍、4倍、2倍、3

倍。也就是说 , 在四字关键词中都有一个出现频率相对比

较高的词 , 分别为数据挖掘、信息服务、知识管理、情报

检索、文献检索 ,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与反映着研究的

相对集中。

情报技术研究历来就是围绕着 (情报 ) 信息检索技

术与 (情报 ) 信息组织技术进行的 , 这两大研究领域自

然也是当前提高情报学技术含量的主攻方向 [ 14 ] , 检索技

术在情报学领域的地位毫无疑问 , 但组织技术是不是情报

学的核心有待论证。当然 , 近些年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

正是因为太看重组织技术而忽略了分析技术 , 才使得情报

学与以数字图书馆为发展方向的图书馆学合流 , 导致了智

能的缺失 [ 15 ]。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 , 笔者认为情报学的核心技术应该

是分析技术 , 无论是人工分析还是自动分析 , 无论是定性

分析还是定量分析 , 无论分析的对象是数据、信息、知识

还是情报 , 都体现着智能的成分。分析过程的目标是实现

信息知识与情报之间的转化 , 这些分析过程都是针对各种

资源、运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种方法分析得出决策所需要

的情报 , 这就是情报活动的本质。分析只是过程 , 可以服

务于种种应用 , 如用于智能检索、机器翻译、知识抽取、

技术监测、技术预见、非相关文献的知识发现等。因此 ,

情报学的核心技术应当在充分发展以检索为代表的序化技

术基础上 , 大力发展分析技术 , 特别是文本内容分析技

术 , 以推动相关理论、技术与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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