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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重点项目%平行管理& ',%-(-&&+$和信息学部重点项目%平行控制&

'+%-((&&%$的资助(

情报!"#!平行时代的平行情报体系
王飞跃

'%?国防科技大学军事计算与平行系统技术研究中心!长沙!*%&&,()-?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北京!%&&%I&$

摘要!!继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网络化之后!人类已迈入虚实互动的平行化智能技术发展阶段( 相应地!我
们认为!与智能同根同源的情报科学与技术也将继人员情报#信号情报#图像情报#网络情报!迅速地进入平行情报
这一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即情报)?&时代( 在这一新的情报时代!情报就是封装的智能!而智能就是开放的情报!

情报将是整个社会!从军事国防#社会经济到个人服务的核心与关键!主要特征就是实时#在线#交互的社会信号#

社会情报#社会智能!主要方法将是基于28R的平行理论与系统技术(

关键词!!平行情报!情报)?&!情报激活!激活器!28R方法!平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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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类从有%自我意识&以来!可能就有了%情报&

的%情结&( 而且!这一情结始终挥之不去!从战争
到和平#从原始到文明!伴随着人类一直发展到今

天( 然而!直到近代!情报只是作为一项活动或工作
在进行!成为一门科学!在世界范围也只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的事*%!-+

( 在中国!情报作为一门科学
技术!更是-&世纪̂&年代之后才开始的事业*(!*+

(

何谓情报, 钱学森的定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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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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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概念!一个就是它是知识!不是假的!乱猜的!应
该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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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简言之!情报就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获取
的具有相当针对性和及时性的知识( 现代科技的迅
猛发展!特别是半世纪来信息科学与技术的革命性
跨越!也使情报理论与手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目
前为止!情报技术的发展大致可分四个阶段"第一次
世界大战及其之前的人员情报'6@JKA "ATB>>DOBAQB!

60;"$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信号情报' #DOAK>

"ATB>>DOBAQB! #"_"$5$!苏美冷战时期的图像情报
'"JKOB"ATB>>DOBAQB!";"$5$!以及网络时代的开源
情报' /ZBA #=@UQB"ATB>>DOBAQB! /#"$5或$BTN=UY

"ATB>>DOBAQB!$75"$5$( 我们认为*)+

!由于当前信息
量的指数型%爆炸&式增长!已经引发了整个社会对
%大数据&价值和智能技术的强烈追求!加上人类对
%政治是战争通过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之%逆&克
劳塞维茨断言的时代需求和趋势!无论是在国防军
事还是在社会经济领域!情报工作将从目前的通过
人员进行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情报!通过自动化
和智能化技术!特别是知识自动化技术!过渡到自动
情报!进而迈向智能情报的时代(

近年来!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智能科学
与技术引起了社会和产业界的极大关注( 从美欧的
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到中国的创客与互联网!

新兴的智能产业正开始改变整个社会及其经济的结
构与生态( 在理念上!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时代#新
体系)在学科里!我们必须发展新理论#新方法)在实
践中!我们迫切需要培育新技术#新产业( 趋势表
明"继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网络化之后!我们正
迅速进入第五个技术发展阶段!即为以虚实互动为
特征的平行化智能时代)而情报!从国防军事#社会
经济#到个人的信息服务!都将在此新阶段中变得日
益重要并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因此!我们必须重
新审视情报科学的体系!尽快建立适合时代特征的
情报理论与方法( 本文将就平行时代的平行情报体
系!即情报)?& 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抛砖引玉!希
望引起更多的情报专业工作者的关注!促进这一学
科的加速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情报的本源"波普尔的
三个世界与默顿定律

人类对于情报的情结!源自于本性的需求"化不

定为确定#归多样于一统#使复杂变简单( 这一古老
而永恒的愿望!也正是当前复杂系统和复杂性科学
研究的焦点( 因此!在过去复杂性科学本身没有得
到本质性的重要突破之前!情报科学自然也难有重
大的突破和进展(

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许多军事与政治斗争中!

情报工作都是取胜的法宝!特别是%以弱胜强&的利
器!其重要性在各种军事或管理经典中已有诸多体
现( 例如!.孙子兵法/中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
形&!%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
负)不知彼! 不知己!每战必殆&!%故明君贤将!所
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先知者!不可
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
之情者也&( 军事行动必须%知战之地!知战之日&!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
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情报协助其达到%故策之
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
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的境地( 最后的境界
就是"%形兵之极!至于无形&( '见其.虚实篇/#

.谋攻篇/#.九地篇/和.作战篇/$( .管子/也强
调"%蚤知敌!则独行&!要求%治民有器!为兵有数&!

认为必须%察于先后之理!则兵出而不困( 通于出
入之度!则深入而不危( 审于动静之务!则功得而无
害( 著于取与之分!则得地而不执( 慎于号令之官!

则举事而有功&( 最终达到%察数而知治!审器而识
胜!明谋而适胜!通德而天下定&的灵捷#聚焦和收
敛的地步( 显然!.管子/中一再提出的数!不但是
%心中有数&之%数&!更是要求有足够的数据#充分
的制度!从而能够%量化&管理之%数&(

按照美国情报学者的传统观点!美国是一个彻
头彻尾依靠情报获得独立并合众建邦的国家( 开国
总统华盛顿被称为美国情报史上第一人!%第一位
中央情报主任' 4DUGT:8"! :DUBQT=U=L8BATUK>

"ATB>>DOBAQB$&!亲自组建了美军的第一个情报机构
% À=N>T=A]G1KAOBUG&和美国的第一个地下特工网络
%8@>ZBU1DAO&

*++

( 美国关于情报科学的研究!起步
于军事情报!发轫发展于-&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第二
次世界大战与冷战期间!兴盛成熟于八九十年代!转
型变革于-%世纪初!无论军事还是商务!至今仍以
网络信息战和大数据解析为核心!不断开拓#蓬勃
发展*,! ^+

(

大致上!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经历了三次变革!一
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WBUJKA B̀AT为代表的自由
派的奠基性工作!提出%情报就是知识&的鲜明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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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试图以社会科学为基础!建立情报的科学理论(

B̀AT将情报构成与过程归为三类组成元素!即%基
础描述元素'aKGDQ:BGQUDZTDVB7>BJBAT$&#%当前汇
报元素'8@UUBAT1BZ=UT=UDK>7>BJBAT$&#和%预设评估
元素'#ZBQ@>KTDVB7VK>@KTDVB7>BJBAT$&!并强调情报
的̀2/' À=N>BCOB!2QTD=A!/UOKADXKTD=A$ %三位一体
化&

*-+

( 二是冷战后以2[UKJ #W@>GYM为首的新保
守派对社会科学为基础的自由派观点与实践之批判
与修正!强化情报组织体系的建设!强调情报的目的
性以及秘密行动与闭源信息的重要性*I+

( 在此思
想的指导下!成立了%特别计划办公室'/#R!/LLDQB

=L#ZBQDK>R>KAG$&!甚至提出了"%真相不是情报工
作的目标!胜利才是0 ' 5U@TW DGA=TTWBO=K>=L

DATB>>DOBAQB=ZBUKTD=AG! [@TVDQT=UM0$&的极端实用口
号( 三是%I1%%&事件反恐后开展的%情报事务革
命&!开启了技术派的网络开源时代!国会立法实施
%国家开源事业' $/#7! $KTD=AK>/ZBA #=@UQB

7ATBUZUDGB$&!力图改革情报机构的组织运作和信息
搜集技术! 鼓吹%全面信息感知' 5"2! 5=TK>

"AL=UJKTD=A 2NKUBABGG$&! 从%电子曼哈顿计划
$81&#%2'#ZKQB&到%基于众包的情报分析&!特别
是%#A=NCBA事件&之后!已经引发全世界的关注!但
最终效果其实未知*%& b%-+

(

在美国情报界一派盎然的景象背后!还有欧洲
的冷思考( 其中最有相关学术价值的可能是aU==YG

关于信息科学基础的一系列思考和探讨*%( b%++

!其主
要观点是信息科学本身太忙于应付其与计算机相关
的各种应用!几乎沉没于%常识&的海洋之中!哲学
支撑欠缺!理论基础没有!故提出以波普尔的三个世
界理念作为信息科学的哲学基础!而且把信息科学
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第三世界即人工世界之中!成为
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的波普尔世界三之基础科学和
技术( 应当强调的是!aU==YG坚持认为"作为%碎片
知识&的信息和作为%信息一致性结构&的知识都不
是物理的!而是仅存在于认知空间'世界二和世界
三$之中!因此!信息的定量化分析与定性化分析必
须互相结合!相辅相成( 显然!aU==YG的信息科学理
念同样有助于情报科学的发展( 实际上!在基础层
面上!很难将信息科学与情报科学分开处理( 但问
题是!aU==YG之后!信息科学和情报科学与波普尔三
个世界理论的关联!至今依旧局限在哲学意义的讨
论层面上(

在aU==YG的论文发表后不久!钱学森也独立地
意识到情报科学和技术与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内

在关系!并提出了情报的%激活&理论**+

!为现代中
国情报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指明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但任务依然艰巨( 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钱学森批
判地采用了波普尔的思想!并将世界三称为%精神
财富&( 钱学森认为"%我的意见就是把情报说成是
资源这好像不大妥当!因为情报不是物质的( 我们
应该说情报是一种特别的精神财富!是一种特别的
知识(& %我这样一种说法!是一方面吸取了一点新
的东西!这新的东西就是英国的哲学家!或者叫科学
哲学家!卡尔1波普尔的一些说法!但是也批评了#

反对了卡尔1波普尔的二元论的说法( 波普尔很出
名!在英国还封了他爵士( 他对于现代科学有些看
法!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在他这三个世界的理
论里头!是强调了精神财富这个领域!这一点是对
的!但是在他看来!这三个世界都是等同的#独立的!

世界一就是客观世界!世界二就是精神世界!世界三
就是知识世界!而且他强调这三个世界都可以独立
地发展!这就搞乱了( 特别让人家很难接受的就是
说这个知识世界!它自己就有独立性!自己可以自由
自在地在那儿发展( 这就十分荒谬的了( 知识是人
去创造的嘛!知识怎么能独立自主地在那儿发展呢0

所以实际上波普尔是陷入了哲学里面的二元论( 这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哲学家是不能理解的!因为
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

我说这一段就是要强调这个知识的领域!也就是精
神财富(& %我认为知识#文化应该用另外一个更概
括性的词!把它总结起来!用2精神财富3这样一个
词(&

**+ 这三段引文的出现次序与钱学森原文的顺
序相反!但更合其因果的逻辑(

除此之外!钱学森对情报的独特贡献是为了说
明情报是%一种特别的知识&而做出的%激活&解释"

%那么这个特别!特别在哪儿, 我觉得说特别! 是不
是可以用这么一个词! 就是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
的知识! 是激活了#活化的精神财富( 那么! 怎么
叫活化了#激活了呢, 我觉得! 回答这个问题就在
于我们给情报下了个定义! 就是情报! 一方面是知
识! 另一方面对情报有个要求! 就是它要针对某一
问题! 有及时性针对性的需要! 这个是情报的非常
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刚才我把它概括起来! 提
了一个对情报的定义! 这里头就强调一是知识! 二
是它有及时性针对性( 及时性#针对性就是说它不
是一般的知识! 而是针对某一问题! 你要把它提出
来! 这一提就是激活了#活化了(& %我们常常说情
报资料!我看现在要把情报和资料分开!情报之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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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离不开资料!但是资料不等于情报( 僵死的
资料不是情报!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或者精
神财富!或者利用资料提取出来活的东西(&

**+

钱学森后来在与其他学者的私人通信中!进一
步阐述了他的情报%激活&理论!由这些文献及其讨
论*(!*!%, b-*+

!我们可以将钱学森的情报%激活&理念
或理论大体总结为*%,+

"

%$情报不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属性!情报是一种
瞬时过程!是发生在大脑中的智能过程的表现(

-$情报的本质是激活了的#解决特定问题所需
要的#具有针对性和及时性的知识(

($情报工作是激活知识的工作!情报系统是激
活知识#转化知识#产出情报#使情报增值的智能系
统!需要%大成智慧&(

钱学森的情报%激活&理念!不由得使人想起他
应.光受激发射情报/杂志之邀!突破语义常规将表
示过程的英文缩写%32#71&译为中文%激光&的故
事!这份情报杂志也随即改名为.激光情报/( 这一
历史的巧合!也不由得使人产生这样的希望"情报是
%激活&的知识!就是%激光情报&!就像光一经过%激
光器&就成为%单色性极好#发散性极小#光亮度极
大&的%激光&一样!%激活&的情报在应用中也成为
决策与行动中%最快的刀#最亮的光#最准的尺&(

图78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与演化阶段

然而!从普通的资料#数据#信息#知识!到钱学
森%激活&的%激光情报&!除了充分认识波普尔第三
个世界的基础性作用之外!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情报
科学与技术的研发中还必须完成从牛顿的机械思维
与机械系统到默顿的引导思维与智能系统的转化!

这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一步*%,+

( 换言之!我们必须
寻找新的途径!将牛顿或爱因斯坦第一世界物质上
的%激光器&转化为钱学森或默顿第三世界知识上的
%激活器&!从牛顿力学的确定性#量子力学的概论性!

升华到默顿复杂智能系统的可能性( 平行化的智能
技术!为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

(!情报)?&与智能情报理论
三十年前!aU==YG访问欧美有关信息科学的院

校之后曾感叹"为什么大家都在忙着为信息科学开
各种各样的衍生课程!但信息科学本身是什么都无
人去管去问去教, 三十年后!尽管已经有了许多情
报学的教科书*-)+

!可直到今天!情报科学的现状与
aU==YG当年看到的信息科学的状况在本质上并没有
多少不同( 主要原因可能是精确地界定情报科学是
什么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任务!难怪3K\@B@U

声称"%44所有试图建立宏大情报理论的努力都
已经失败了&

*-++

(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直到-% 世纪
的今天!美国情报学界依然还在寻求情报的定义!并
讨论能否建立一个情报的一般理论或%美国&式的
理论体系*%%!%-! -,!-^+

(

然而!本文的目的不是讨论情报学的准确定义!

或情报理论的精确内涵( 对我们而言!情报即为服务
于特定目的之针对#及时的知识( 本文的焦点是技术
体系性的!即按照%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
弗失固有之血脉&

*-I+的原则!探讨如何顺应科技发展
的大趋势!将情报科学与智能科学深度融合!从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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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新时代#新体系!形而中的新理论#新方法!形而
下的新技术#新产业等三个层次!讨论如何构建智能
化的情报科学与技术体系!即平行情报体系*)+

(

如图% 所示!近代科学技术在经历了以蒸汽机
为特征的机械化#以电动机为特征的电气化#以计算
机为特征的信息化和以路由器为特征的网络化四个
发展阶段之后!正进入以智能机'如机器人#无人
车#无人机等$为特征的平行化智能技术的发展阶
段( 显然!技术的平行化时代是%互联网c&之必
须!其特色就是虚实互动!通过实时在线的社会信
号!例如人类通过智能手机所产生的各类信号!实现
知识的自动化!从而进入智能产业和智能时代( 就
制造业而言!即为%工业)?&&!这也是%工业*?&&融
合%互联网c&的必然结果( 情报!经过%激活&和变
革后的平行情报!无论在国防军事上!还是社会经济
上!都将在这个时代发挥关键且巨大的作用!因为本
质上!这就是情报的时代(

图98情报与智能的一体化

图:8情报技术的五个发展阶段

实际上!情报与智能化有着%天然&的内在联
系( 情报的英文%"ATB>>DOBAQB&既有%情报&之意!又
有%智能&之说( 智能是获取和应用知识与技巧的
能力!而情报又是服务于特定目的的知识!因此!情
报与智能可谓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知识将其连接为
不可分割的整体( 情报与智能的一体化!是情报科
学与智能科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与途径( 鉴于情报本
身传统的%秘密&色彩!用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阴
阳鱼&表示这种观点既直观又恰当""ATB>>DOBAQB!阴
为情报!阳为智能!情报是封装的智能!而智能就是
开放的情报!如图- 所示*(&+

( 传统文化认为"阴阳
结合!变化无穷!是万物之源( 因此!情报技术之阴!

加上智能技术之阳!就是构建各种智能系统!特别是
智能情报系统的根本之道( 过去!情报的̀2/%知
识c行动c组织&一体化*(% b((+

!知识是秘密情报!

行动是谍报行动!组织是特务组织)这在新时代发生
了本质的变化"随着信息的开源!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众包#人肉搜索等网民群
体运动*(* b(,+的常态化!各种智能技术都将派上用
场( 未来的智能系统一定是开放的# 开源的#实用
化#大众化和微小%创客&式的!成为开放的智能!其
核心或灵魂就是各种各样社会化%活&的情报(

如此!经过60;"$5!#"_"$5!";"$5!/#"$5或
$75"$5!情报科学与技术就在新的平行时代进入了
新的第) 个技术发展阶段"基于平行系统的情报
)d&!即平行情报'RKUK>>B>"ATB>>DOBAQB!R21"$5$阶
段!如图( 所示( 情报)?& 的核心理念在于虚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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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情报与智能合一的平行思想!两个关键支撑为
28R'人工社会c计算实验c平行执行$理论和社会
物理信息系统8R## ' 8M[BU'RWMGDQK>'#=QDK>

#MGTBJG$基础设施!三个主题为智能组织或智能结
构#智慧行动或智慧管理#社会智能或智能解析!四
个集成为使人员#装备#信息#使命密切地融合成为
一个整体!最终目标为使情报工作所面临的0:8"

不定性'0AQBUTKDATM$!多样性':DVBUGDTM$和复杂性
'8=JZ>BeDTM$转化成为完成特定任务和使命所生成
情报之248"灵捷'2OD>DTM$#聚焦' 4=Q@G$#收敛
'8=AVBUOBAQB$等品质和特性!如图*所示(

在本文的后续部分!我们将更加深入地讨论基
于28R理论的平行情报体系!以及相关的技术方
法( 引入8R##!而非8R#'8M[BU'RWMGDQK>#MGTBJG$

作为平行情报体系之关键支撑( 我们认为!单纯依
靠物理空间的资源!无法有效地完成智能情报工作
所面临的从0:8向248的转化任务( 必须引入

8R##及其%虚拟&资源!而且必须人在其中!以人为
本!通过虚实互动的平行思维!利用大数据和社会信
号!设计各种各样特定应用的%默顿定律&!使%不是
知识依照对象!而且对象依照知识&的哥白尼变革!

提升为%不是情报依照对象!而且对象依照情报&的
智能情报变革!最终实现从0:8的248的跨越!如
图)所示(

*!基于28R的平行情报体系
如何%激活&信息!产生%激光情报&!使情报也

像激光一样!具有%单色性极好#发散性极小#光亮
度极大&的特性!从而使相关的决策和行动能够像
%最快的刀&一样灵捷#像%最亮的光&一样聚焦#像
%最准的尺&一样收敛!实现从0:8到248的转化!

这就是智能情报的任务( 为此!我们必须借助于复
杂系统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图;8情报!"#!平行时代的智能情报体系

图!8智能情报的变革!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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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科学与复杂性科学之融合!亦有其天然的
结合点( 复杂性的英文8=JZ>BeDTM也有二重意思!

一是复杂性!二是包含了%情结& 'Q=JZ>Be$这个词(

复杂性之%情结&与智能化之%情报&的结合!为想象
创造了信息丰富的空间!也就为%激活知识&创造了
智力的基础!其结果就为利用复杂系统控制与管理
的28R理论和相应的平行系统技术来%激活&知识!

制造信息的%激活器&创造了思路!从而能像产生激
光一样生产%活&的#主动#自动#智能化的情报(

所谓28R!即为人工社会#计算实验与平行执
行的有机融合与%活化&"

图@8/>,!人工社会"计算实验与
平行执行之有机融合

通过这一组合!将人工的虚拟第三世界及其技
术表现之8M[BUGZKQB转化为我们解决智能情报问题
的另一半#新的%活化&空间!在第二世界的心理空
间作用下!同第一世界的物理空间一起!构成求解
%智能情报方程&之完整的%复杂情报空间&!从而突
破传统情报理念#方法及资源的约束( 这就像数学
上引入虚数!结合实数产生复数!将数的空间加倍!

使许多之前无解的方程有解一样( 28R引入人工
系统!技术上也可称为软件定义的人员#组织以及系
统!它能够将计算机和网络变为情报%实验室&!从
而%激活&知识!并通过虚实互动的平行执行方式!

及时#针对性地更新情报#修正决策和行动#形成从
信息到情报再到解析的过程!最终完成情报的使命!

如图,所示(

大数据和社会信号是应用28R理论的主要前
提( 如图̂所示!就大数据的本质与任务而言!可从
管理学家的二句名言!7CNKUC :BJDAO的%除了上
帝!其他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和RBTBU:U@QYBU

的%除了上帝!其他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中提
炼成三项任务"%数据说话&#%预测未来&#%创造未
来&

*(^+

( 首先!经过情况分类等描述计算的处理!数
据成为有用的信息!成为驱动%信息一致性结构&!

图A8基于/>,的智能情报解析过程

即知识的动力与原料)再进一步经过聚类和关联等
描述解析手段和知识的精化表示!就转化为代表特
定目标和功能的人工社会#人工组织#人工系统等!

技术上则表现为软件定义的社会#组织#系统#人员
等!成为服务于特定目的之具有针对性#及时性#可
自动计算与操作的知识结构!即智能化情报( 这些
软件定义的知识实体!可以有自己的搜索引擎!自己
主动上网获取社会信号和社会智能!并改变自己的
结构!成为知识的%活体&!如目前流行的社会媒体
%角色培育&#社交%软件机器人&和网络攻击%智能
水军&等!都是这类%活体&情报系统的雏形( 其次!

预测未来的任务经过预测计算转化为回归和挖掘等
预测解析任务!再由假设#试验#推理#分析等方法构
成面向特定任务的计算实验平台!这样就可以利用
人工社会等!把计算机和网络系统变成测试#评估#

分析各种情报任务的%实验室&( 最后!创造未来的
任务通过引导计算和引导解析!结合机器学习#人工
智能#自适应控制与管理!转化为虚实互动#实时在
线#闭环反馈的平行执行( 如此!28R理论和方法
将智能技术#数据工程#情报解析集成于一体!形成
基于模型和数据驱动的情报分析!组成完整的描述
情报#预测情报#引导情报的体系*(,+

!为实现智能化
平行情报系统提供了完备的框架和算法!进一步的
相关技术与算法可参考文献*(* b*-+(

图I给出平行情报体系的基本框架( 其中!人
工情报机构以%数字&和软件的形式记录或承载了
一个实际情报机构的知识#行动和组织等̀2/一体
化的步骤与过程!与相应的实际进程通过动漫#可视
化等手段平行交互(

平行情报中的平行互动的方式主要有下列三种
形式"

%$学习与培训"此时!以人工情报机构为主!而
且人工与实际情报机构可以有较大的差别!二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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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8大数据驱动的/>,智能情报方法

图C8平行情报体系的基本框架

以不连不在线!目标就是通过游戏动漫等方式使工
作人员熟悉情报业务!如建立或了解资料库!了解用
户!向用户宣传情报功能范围!建立或掌握检索搜索
系统!如何分析#如何%激活&#并提供针对性强#及
时#准确的情报等基本任务( 同时!人工系统也必须
记录并建立每个工作人员的%人工模型&!针对性地
用于情报任务的平行执行过程!提醒#监督#奖惩相
关工作人员( 最终目的就是%灵者拥识而捷&!通过
%以万变应不变&的培养方式!使情报人员及其机构
具有相关深度知识和技巧支撑#能够灵活应对各种
不确定情况的灵捷能力(

-$实验与评估"此时!人工与实际情报机构以
/-/的形式相连!两者的情况应尽可能地一致!目
标就是通过模拟甚至%仿真&!把计算机作为解析评
估周期#流程#生产#控制#传播等情报工作与方式的
设制!以及情报的质量#影响#效率等一系列问题的
%实验室&!对各种各样的情报计划和解决方案进行
不同程度的测试!寻求最佳合理的情报工作方式!在
多种多样工作的情况下!%明者因事而变&!为情报
人员及其机构提供可以形成聚焦能力的手段和

途径(

($管理与控制"此时!人工与实际情报机构密
切相连!并举并重!形成虚实互动#反馈闭环#实时自
适应调节的平行系统( 人工与实际相互借鉴#相互
影响!以互操作#互理解#互遵循的方式按预定的规
则实施情报工作!%以不变应万变&!以此完成对复
杂情况下执行情报任务之过程的有效控制#管理和
指挥!最终达到%知者随势而制&的境界!促使情报
过程向设定的目标精确地收敛(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看出人工社会或人工系统
可被视为传统数学或解析建模之扩展! 是广义的知
识模型! 更是落实各种各样的%灵捷性'2OD>DTM$&

的基础( 计算实验是仿真模拟的升华! 是分析#预
测和选择复杂决策和情报后果的途径!也是确保复
杂情况下能够正确%聚焦'4=Q@G$&的手段( 平行执
行是自适应控制和许多管理思想与方法的进一步推
广!是一种通过虚实互动而构成的!人在其中的新型
反馈控制机制!由此可以指导行动#锁定目标#保证
过程的%收敛'8=AVBUOBAQB$&( 显然没有人工系统#

计算实验#平行执行!敏捷#聚焦#收敛就没有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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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情报的智能机#激活器$!从牛顿机到默顿机的升华

基于模型或基于数据的智能化情报就是空话!只能
是空中阁楼(

平行情报体系主要是针对情报机构!包含知识#

行动和组织( 实际上!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构建情
报的%激活器&!即情报产生与解析的%智能机器&!

如图%&所示(

我们相信"不久!一个情报机构的能力和效率!

可能并不取决于其物理形态的机构如何庞大!而在
很大程度上由其伴生的人工或软件定义的情报机构
之规模和水平所决定!因为它们代表了情报机构的
智能化水平!决定了这个机构应对不定性#多样性#

复杂性的灵捷#聚焦#收敛的能力(

)!社会情报"从社会信号到社会智能
我们认为!促生情报之智能化变革的最大最直

接因素!就是实时#在线#海量之社会信号的汹涌而
至!以及随之而兴起的各种各样各个领域之智能技
术及其普遍应用!形成了大数据和知识自动化之时
代特征( 经过进一步处理或%激活&的社会信号!将
产生实时#在线和海量的社会情报!服务于%众包&

或%创客&!最终形成社会智能!成为智能系统社会
化#产业化的基础!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必
要条件(

这里!我们不得不再回到钱学森的另一项使他
成为世界著名学者的重要成就"其六十年前发表的
.工程控制论/( 在这本著作中!钱学森在第一页第
一段开篇就说明"%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安培曾经给关于国务管理的科学取了一个名字---

控制论'8M[BUABTD\@B$( 安培企图建立这样一门政
治科学的庞大计划并没有得到结果!而且!恐怕永远
也不会有结果(&( 而且!钱学森之前!.控制论"或
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的作者维
纳自己也认为控制论的原意是%虚伪的希望&或%过
分的乐观&

**(+

(

然而!六十余年后!世界变了"互联网#物联网#

云计算#8M[BUGZKQB已经成熟普及!从社会媒体#社
会计算我们正飞速跨入以智能手机和社会事务为主
体的%大数据&时代( 面对这一新的历史性发展!我
们不仅要问"面向其本意的社会管理之%控制论&!

难道还是%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结果&或是%虚伪的希
望&吗, 智能化平行情报科学与技术!又会在这历
史性的变革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认为!社会信号向社会情报的转化!并进一
步向社会智能的升华!将成为建设智能化平行时代
的基本原料与动力**( b*^+

!更是创%创客&!%创客空
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物质与知识保障( 显
然!社会信号与%数据说话&!社会情报与%预测未
来&!社会智能与%创造未来& '图̂$!它们之间的联
系是天然的!更为28R方法的实施以及在线实时知
识自动化的实现!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如文献**^+所提出的!社会信号是关于人在其
中的社会系统之信号!我们必须理清其与物理信号
为主体的物理系统之间的主要区别!这就是牛顿系
统与默顿系统之间的差别!如图%% 所示!这一差别
可用%认知鸿沟&形象地表示"随着系统复杂性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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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系统逐渐地从简单的物理系统向大型的信息系
统!再向复杂的社会系统过渡!所涉及的关键信息也
从物理信号!到商务信号!再到社会信号)系统的行
为越来越难以被精确地刻画!相应的建模方法也从
解析式的数学模型到仿真模型!再到描述型的人工
模型)但实际行为与模型行为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
大!以至形成%认知鸿沟&的客观现象**I+

( 实际上!

这一%鸿沟&也是造成认为闭环反馈式的社会管理
%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结果&或是%过分的乐观&的主
要因素( 而且!%鸿沟&越变越大!情报!特别是平行
智能化的引导情报的作用也就越大0

由于%认知鸿沟&的出现!迫使我们把注意力从
利用可以控制系统的行为的%牛顿定律&进行建模!

转向通过能够影响系统行为的%默顿定律&进行建
模( 这里%牛顿定律&泛指可以通过解析的方式精
确地描述系统行为的各类物理#力学#化学#生物等
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定律和公式!当然也包含经典的
牛顿定律等( 而%默顿定律&泛指以美国社会学家
默顿命名的各种能够引导系统行为的自我实现预
言!即"%由于信念和行为之间的反馈!预言直接或
间接地促成了自己的实现&( 因为对于复杂的社会
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要%证实&的命题!其实最
后是我们影响甚至改变#构成#实现的命题!非自然
科学!特别是物理数学里的因果关系!而是心理学上
的因果驱动关系( 简言之!命题改变行为!进而
成真(

图778系统复杂性与社会系统的#认知鸿沟$

在此基础上!文献**I+进一步讨论了牛顿系统
与默顿系统的内容和任务!特别是如何利用社会信
号进行基于28R方法的计算辩证解析的框架与过
程!为我们利用社会信号!%激活&社会知识!进而产
生%社会情报&和%社会智能&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途
径( 尤其是建立社会传感网的思路!可以直接用于

开源的平行情报传感网的建立!确保了平行情报系
统和情报%激活器&能够有维持运行的%激活&动力
和动机( 显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方便地产生面
对各种各样特定领域特定问题的%社会情报&与%社
会智能&!真正形成以智能化情报为主导的新型智
能产业!而平行情报系统和情报%激活器&就变成这
一新型产业的新型%机器&!其原料就是波普尔第三
世界里的数据!%大&中有%小&!%小&中有%大&0

+!回顾与展望
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我们首先是依靠体力!通

过农业社会开发了第一世界的地表资源!最后几乎
消除了第二世界里人类社会的%血缘不对称&问题)

其次是借助%文艺复兴&等运动!进一步解放了思想
意识!发展了现代科学!进而通过工业社会回头深入
地开发了第一世界的地下资源!发展至今差不多消
除了第三世界中人类社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
%不对称&始终是人类发展的永恒动力!现在!我们
正进入%智业&社会!开发的是第三世界的数据#信
息#知识等%人工&资源!从物联网#大数据到云计
算!地表#地下#天上合为一体!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
%智力不对称&问题)此时此刻!社会的发展迫切需
要智能化的情报系统( 面对这一巨大挑战!情报科
学与技术必须变革(

关于智能!爱因斯坦曾言"%智能的真正标识不
是知识!而是想象0&按照英文!把%智能&这两个字
还原成%情报&二字!爱因斯坦的话仍然是有其道理
的( 而且!由于情报之不可剥离的人文情结和与社
会科学的内在关联!歌德对爱因斯坦的智能观和钱
学森的情报%激活&理念之回应就显得更恰当不过
了"%只有通过艺术!尤其是通过诗!想象力才能得
到激活(&因此!智能情报理论与技术!必须是文学
想象和科学工程的融合!而非仅仅是传统的%理工&

学科( 智能情报一定是牛顿与默顿在第三世界中的
融合"由%默顿式&想象解放思想!激活知识!寻求新
路)由%牛顿式&科学引导思路!客观决策!正确
行动(

现代科学曾给人类的尊严带来极大的%伤害&(

首先是哥白尼的%日心说&!瞬时将地球从宇宙中心
的宝座上拖了下来!人类想象出的%地心说&破产!

第一世界在自然界的中心地位轰然倒塌( 然后!达
尔文的%进化论&!更是狠狠的一击把人类从上帝的
伊甸园赶了出来!人类是%上帝之子&的想象也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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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 原来!我们同其他动物同源同根!是猴子甚至
更低的动物演化而来!第二世界在心灵上的崇高位
置只能躲进人类的诗文之中了( 医学和天文学的发
展!更是把人类及其环境退缩成部件可换的生物机
器和宇宙里微不足道的斑点( 然而!永恒的想象再
一次给了我们希望---第三世界的想象!波普尔自
己称其为%奇迹';DUKQ>B$&( 一定程度上!第三世界
恢复了人类的尊严!这是我们独有的世界*%-+

"在第
一的物理世界!人类只是行动的主体!在第二的心理
世界!人类可谓认识的主人!只有在第三的人工世
界!人类才成为一切的主宰(

维系人类尊严之第三世界的开发与建设!可谓
是智能产业的历史使命( 原料是数据#信息#知识!

手段是各种%激活&这些原料的智能方法!智能化情
报技术自然成为其核心和关键!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都应作为其工具( 更为
重要的是!智能化战争与智慧化企业等新兴军事经
济形态!已经对人的智力提出了更高甚至非分的要
求!与新一代人类自身的愿望和针对具体工作的智
力水平形成一个日益扩大的%剪刀差&( 很大程度
上!这一个%智力剪刀差&也是%情报剪刀差&!必须
依靠服务于特定目的之知识自动化!就是具有针对
性#及时性的情报!即%最快的刀#最亮的光#最准的
尺&的%激光情报&来弥补(

显然!传统的情报理论与方法无法应对智能产
业所提出的任务与挑战!我们必须继续想象( 首先
面对的是日益严重的情报%瓶颈&"更多的信息#更
少的情报#更杂的任务和消失的时间( 平行情报的
理念和体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象&出来的智
能情报理论与方法( 实际上!平行情报是现有情报
方法的自然延伸!就是情报的自动化与主动化)也是
其功能的深入!使情报能够在线嵌入于决策和行动)

更是其方式的变革!变为实时#引导#闭环#反馈#交
互的情报(

我们相信!智能化平行情报的发展与成熟!不但
不会导致个人隐私的丧失!而且能够加强个人的安
全与权利!促使整个社会加快向开放社会发展( 借
助波普尔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之名!平行情
报体系不是开放社会的敌人!而是其朋友!是人类迈
向智能产业和智慧社会的必由之路(

致!谢
在过去几年时间里!本人得到有关部门许多专

业人士的帮助!在此特表感谢( 本项工作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重点项目f平行管
理f'号,%-(-&&+ $和信息学部重点项目f平行控
制f'号+%-((&&%$的支持!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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