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ITA !　 理论与探索 #

●化柏林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 北京 　100038)

情报学三动论探析 : 序化论、转化论与融合论

　　摘 　要 : 通过对老三论、新三论以及认知三论等理论在情报学的不完全适应性引出情报学的理论应该

来源于情报学本身 , 进而引出序化论、转化论、融合论这 3个以信息、知识、情报为对象 , 以过程处理为

重点的三动论。论述了序化论、转化论与融合论的研究进展、核心要素等内容 , 并对它们在情报学科中的

应用与发展前景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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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three old theories, the three new theories and the three cognitive theories

are not comp letely suitable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should originate from information science itself1 The article further puts forward the three driving theories, that is,

the theory of sequence, the theory of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heory of fusion, which regard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intelligence as objectives and focus on p rocess p rocessing1 Their research p rogress and core elements are ex2

pounded1 Their app lications and development p rospect in information science are also discuss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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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称之为 “老三论 ”。这 3种

理论分别起源于生物科学、通信科学、自动化科学。把

“老三论 ”引入情报科学 [ 122 ] , 可以解释情报学科里的某

些现象并解决一些问题。但是 , 这些理论毕竟不是来自情

报科学本身 , 引入情报科学之后的局限性与不适应性是显

而易见的。情报学具有很强的社会科学属性 , 因此以信息

论为代表的 “老三论 ”并不可能成为情报学的核心理论。

把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称之为 “新三

论 ”[ 3 ] , 这 3种理论分别起源于热力学、物理学、数学 ,

在诸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把

“新三论 ”引入情报学科 [ 425 ] , 可以解释情报学科里的诸

多现象并解决一些问题 , 但毕竟不是起源于情报学科并为

情报学科服务的 , 因此 , 把 “新三论 ”纳为情报学的核

心理论亦不合适。“老三论 ”与 “新三论 ”皆起源于数理

学科 , 尽管在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也得到了很好的

应用 , 但其先天的技术特征不足以解释情报学科里的种种

现象。因此 , 情报学家开始从认知角度探寻情报学的核心

理论。“本体论 ”、“三世界理论 ”、“小世界现象 ”, 称之

为 “认知三论 ”。但是这 3种以认知为切入点的理论没有

考虑信息资源对决策的影响作用。因此 , 亦不适合成为情

报学的核心理论。不论是 “老三论 ”、 “新三论 ”还是

“认知三论 ”都不宜成为情报学的核心理论。情报学的核

心理论应该来自于情报学本身 , 而不是来自于其他学科。

“老三论 ”、“新三论 ”、“认知三论 ”如图 1所示。

图 1　情报学外围理论

信息链理论 [ 6 ]、全信息理论、布鲁克斯知识方程 [ 7210 ]

在情报学领域有着更强的适用性。信息链理论探讨数据、

信息、知识、情报、智慧之间的关系及转化 ; 全信息从语

法、语义、语用的层面对不同层面的信息之间如何转化进

行了系统阐述 ; 布鲁克斯知识方程用数学公式解释知识及

知识增量的变化规律。但是信息链理论在这些对象之间如

何转化 , 特别是转化的条件、过程与方法尚没有明确的解

析。信息链理论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探索 , 但遗憾的是 ,

专家们并没有深入探讨及总结 , 也没有把理论与应用结合

起来 , 没有用信息链理论解释情报学的种种现象与情报实

践 , 包括情报学研究生课程设置、情报学核心范畴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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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报核心业务的规划 , 等等 , 并用于指导 “耳目、尖

兵、参谋 ”的工作。全信息理论的提出者钟义信教授从事

通信研究 , 对信息运动过程论述非常充分 , 但是全信息理

论更多地是从纯技术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 并和自然语言处

理结合起来 , 不关注分析过程中人的作用。因此 , 全信息

理论不完全适合情报学。但是信息链理论、全信息理论、

布鲁克斯知识方程更加注重信息资源的变化是毋庸置

疑的。

1　情报学三动论

情报序化原理是理论情报学研究的核心 [ 11 ]。序化就

是将杂乱无章随机的情报 , 进行加工、整序、分析综合成

人们解决问题的形态 , 以提高情报的利用率 [ 12 ]。近年来

情报学研究的主攻方向是信息的序化 [ 13 ] , 而对信息转化

的研究不多。序化已经被计算机科学侵占了太多的地盘 ,

而转化又在被通信与智能科学所掠夺。20世纪 90年代以

前信息检索是情报学较有影响的研究领域 , 而现在计算机

领域给了情报学界太大的冲击 , 尤其是搜索引擎 , 在最权

威的检索会议 TREC上 , 也少有情报学家的声音 , 国内的

历届搜索引擎与分类会议上 , 情报学领域的参会人员也不

多。竞争情报搞得如此之火 , 也是被认为比较有情报特色

的研究领域 , 但是却少有人在做情报学学科专业的竞争情

报 , 自认为转化是情报学的主攻方向 , 可竞争对手在召开

全国的会议 ( “信息 —知识 —智能转化 ”高峰论坛 ) , 大

多数情报专家并不知晓。情报学是个多学科的融合。所谓

多学科融合 , 不是把这些学科合起来 , 形成大杂烩 , 而是

根据需求 , 把相应的内容合理地融入并进行消化 , 形成一

体 , 为我所用 , 并加以发展。既然是理论研究 , 重点应该

关注这种融合机制与机理。把序化论、转化论、融合论三

大理论放在一起统筹考虑 , 以信息、知识、情报为核心研

究对象 , 以其序化过程、转化过程、融合过程为核心研究

路径 , 关注信息、知识、情报的序化 , 信息、知识、情报

之间的相互转化 , 信息与知识融合得到情报的融合过程。

序化、转化与融合是情报学的三大板块 , 这三大板块反映

了情报活动中三类最重要的过程 , 关于这三大任务的理论

称之为 “三动论 ”。序化、转化与融合涵盖了情报学的大

部分任务 , 而关于这些任务的理论理应成为情报学的重要

理论 , 如图 2所示。

2　序化论

序化论的重点是信息序化与知识序化。信息序化包括

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抽取等 3个过程。信息组织包

括信息分类、信息排序、信息可视化等。知识序化包括知

识抽取、知识组织等。情报的序化包括情报的效果评价反

图 2　情报学三动论

馈与排序。

211　信息的序化

信息组织是实现信息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 信息检索

实现信息从多到少的过程 , 信息抽取实现信息从大到小的

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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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过

程来讲 , 信息组织包括信息分类与信息导航 , 通过信息组

织可以实现信息构建。信息检索结果按满足检索需求的程

度进行排序 , 排在前面的相关性强 , 排在后面的相关性

弱 , 没有出现在检索结果里的信息与检索需求不相关 , 因

此无论是否出现在检索结果中 , 信息检索是对所有信息按

与需求相关性所进行的一个排序 [ 15 ]。信息可视化是一种

序化 , 揭示分析结果的空间分布关系 , 从这点上来讲 , 它

与检索结果的排序 , 其本质是一样的。信息抽取是指从文

本中抽取相关的或特定类型的信息 , 并将其形成结构化的

信息。信息抽取前信息存在于一个大的信息集合中 , 抽取

后信息以一个独立的单元而存在。总之 , 信息组织、信息

检索、信息抽取的处理对象是信息 , 处理结果也是信息 ,

信息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 , 只是组织方式、排序方式、存

在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因此 , 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与

信息排序都是信息序化的主体。

212　知识的序化

知识抽取又称为知识元抽取 , 以句子分析或句群分析

为主 , 把蕴含于文献中的知识单元 , 包括逻辑规则、经验

以及观点等知识元抽取出来 , 以一定形式存入数据库。知

识抽取是实现知识从篇章单元转向知识单元的一种路径 ,

因此知识抽取是实现一种知识从大到小的序化。知识组织

是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典型过程。知识组织包括知识分

类、知识链接 (知识链接是实现知识导航的一种方式 )。

知识分类是按照知识分类的体系以及知识内涵的大小进行

排序 , 知识链接是按照知识可能满足用户需求的相关度进

行排序的 , 所以知识组织是知识序化的典型代表。

213　情报的序化

情报的序化表现在情报可用性的判断上。即按照重要

程度、新颖程度、可用性程度对情报进行筛选排序 , 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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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最需要的情报以最恰当的方式传给情报用户。看似是一

个评价的问题 , 实际上是对情报进行序化的一种体现。

214　序化的实质

按照序化的目标可以将序化分为 3种 : 从无序到有序

的序化 , 如检索结果的排序 ; 从多到少的序化 , 如检索过

程中的匹配 ; 从大到小的序化 , 如从文献中对内容的抽

取。序化按照顺序的组织方式分为层次顺序与单维顺序。

层次顺序是按照概念的大小依次排列 , 包含关系是层次顺

序里的关键特征 , 以树状结构的组织方式为典型代表 , 如

中图分类法。单维顺序是指待序化元素无大小之分 , 只有

满足序化要求的某种程度。如检索结果的排序 , 排序的机

制可能是综合了几种指标与方法 , 但结果的呈现显示出一

种线性关系。序化的过程是信息、知识等集合里的每一个

元素按照序化的要求进行重新排列组织。

3　转化论

我国情报学研究的主攻方向是信息的序化 , 而对信息

转化的研究 , 即如何将信息转化为知识、情报和谋略的情

报研究或曰信息分析着力不多。这种失衡 , 导致了情报学

既与以计算机科学为代表的信息科学类同 , 也与以数字图

书馆为发展方向的图书馆学合流 ,失去了情报学的特性 [13 ]。

文献 [ 16 ]从数据类型、结构与实例等方面论述了数据、

信息与知识之间的转化。文献 [ 17 ]阐述了通过综合、分

析、标注等方法把有效的数据集合转成一种洞察 ( In2

sight) , 即实现从数据到情报的转化。信息获取理论、全

信息理论、知识理论、综合智能理论及控制理论之间相互

贯通 , 构成了 “信息 —知识 —策略 —行为的转换与统一

理论 ”, 构成了智能科学的核心和精髓 [ 18 ]。文献 [ 19 ]对

信息链中信息、知识、情报 3个节点的定义及概念间的关

系进行了阐述 , 对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进行了探讨。文献

[ 20 ]对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进行了论述 , 论述了

知识不同状态之间的转化 , 尽管也提及知识转化过程中情

报的交流 , 但没有论述知识向情报的转化。

311　信息与知识之间的转化

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过程是规律性的总结。数据经过加

工以后在传播过程中变成了信息 , 对众多信息的共性进行

总结与概括 , 揭示信息的内容 , 发现信息活动的规律 , 以

形成知识。利用这些知识指导以后的认识、分析与处理活

动 , 并在活动中对知识进行验证、修改与完善。利用信息

和知识解决问题并没有实现从信息到知识的转化 , 而从大

量的信息样本中总结出规律并对其进行验证才是信息到知

识的转化。例如 , “黑龙江今天下雪了 ”就是一条信息 ,

“黑龙江冬天经常下雪 ”就是知识。对信息进行规律性的

总结就变成了知识 , 但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并不能变成

信息。

312　信息与情报之间的转化

在情报工作中 , 单纯的数据是没有用的 , 只有达到信

息的层面才有用。信息按公开程度及获取方式分为白色信

息、灰色信息与黑色信息。白色信息指可以公开获取的信

息 , 新的信息以特定的方式传给特定的人 , 把白色信息变

成情报。黑色信息可以直接转化为情报 , 例如间谍或卧底

所获取的他方信息可以直接用于本方决策。灰色信息是指

获取方法合法但不合道德的信息 , 以内部资料或不容易获

取的资料为主 , 例如 , 某高校在招聘毕业研究生的过程中

获取了其他兄弟院校的课程设置 (通过应聘材料 ) 及内

容 (通过面试 ) , 以用来调整本校的课程改革及培养方

案 , 研究生的个人简历属于半公开的信息。情报变为信息

包括时间推移与受众变多等条件。情报的保密程度放松 ,

由保密变成公开 , 情报也就变成了信息。

313　知识与情报之间的转化

“情报是激活与活化了的知识 ”[ 21 ] , 说明情报具有知

识属性。知识转化情报的条件是激活 , 知识可以被激活 ,

说明该知识有用 , 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被激活即是知识的情

境化的问题。活化是知识转化成情报的标志。活化强调知

识的可用性 , 知识的效能开始发挥 , 其实是知识利用的过

程。情报是针对给定的问题、环境和目标 , 可以把知识转

换成为求解问题的策略 [ 22 ]。利用知识发现问题、分析环

境、制定策略与方案 , 这才是真正的情报服务。情报直接

转化为知识的情况并不多 , 情报转化为知识往往是通过信

息 , 即情报失效变为信息 , 再由信息变化为知识。也有情

报直接转化为知识的情况 , 过了时效的情报可以转化为案

例 , 作为一个案例进行传播 , 情报就成了知识。

314　转化论小结

信息转化为情报是情报来源的主体。情报来源的主体

是信息而不是知识 , 知识在信息转化为情报的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很多信息经过总结成为知识 , 信息与知识融

合成为情报 , 情报经过不断传播成为信息。情报、信息、

知识主要转化过程如图 3所示。

图 3　情报、信息、知识三角转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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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合论

2002年 6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会同商务部发布了

一份长达 400多页的报告 《提高人类素质的融合技术 : 纳

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 》。该报告指出 ,

纳米、生物、信息和认知这 4个领域 , 将成为主导本世纪

的科学技术 , 尤其是其产生的 “融合技术 ”将对人类产

生巨大影响 [ 23 ]。文献 [ 24 ] 建立了一个多源信息融合的

软件工具模型 , 并对情报分析的不确定性评价进行了

探讨。

411　学科融合

情报学是一门既有自然科学成分、又有社会科学特征

的跨学科 [ 25 ]。学科跨度有多大 (学科之间的相关度 ) , 学

科之间是否有层次感 , 学科的哪些部分进行了交叉 , 为什

么能够交叉 (是应用需求拉动、还是其他原因 )。对这种

融合现象的规律进行总结 , 找到学科融合的共同规律和情

报学融合其他学科的特性 , 用于指导学科发展。所以无论

从学科地位的外联角度还是从学科本体的内涵角度都应该

对融合好好研究一番。如果情报学把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

机制研究清楚的话 , 情报学一定会在当前跨学科跨领域研

究热潮中 , 脱颖而出。

412　信息知识与情报之间的融合

对象的融合体现在与情报相关的概念上 , 包括数据、

信息、知识等。信息与信息之间的融合不能形成新的东

西。知识融合是指不同的知识放在一起 , 从复杂知识链中

发现新的知识 [ 26 ] , 仍然是一种从知识到知识的过程。新

信息与旧有知识的融合所形成的新认知为情报 , 得到新认

知的关键是融合 [ 27 ]。融合过程表现为一种策略 , 策略表

现为 3个方面 : 分析此信息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 ; 如何利

用这些知识分析信息 ; 信息分析的结果可能是什么 , 是否

能达到预期的情报。

413　融合的本质

按照融合的程度分为部分融合、完全融合。部分融合

指融合对象的部分内容融入新的对象中 , 而原对象仍有部

分内容游离于新对象之外 , 如文献自动综述。完全融合指

融合对象的全部内容都融入新的对象 , 融入之后原对象已

没有剩余的内容。融合的前提是找到共性与互补性。有共

性即为相关 , 相关性包括主题相关、特征相关、方法相

关、情境相关等。但是 , 有共性不一定需要融合 , 只有元

素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和借鉴性 , 才有必要融合。融合

的目的是为了共生 , 通过融合找到更普适的理论 , 提高其

应用价值 , 更大地发挥其作用。如果融合不具备以上条件

和目的 , 就成了概念的堆砌了。

5　结束语

序化论反映空间组织分布 , 转化论反映从一种资源到

另一种资源的转化 , 每个转化过程是一种单向操作 , 很多

情况也是单目操作 ; 融合论反映两种及以上的资源共同作

用的过程 , 是双目或者多目操作。序化论、转化论、融合

论以信息、知识、情报为核心 , 以信息、知识与情报之间

的相互动作为研究对象 , 注重信息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计

算机之间以及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流动。序化、转化与

融合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在很多实践中 , 这三大过程有时

是共同作用的。例如信息可视化既是分析结果的一种空间

分布的序化 , 也是从数值到图形的一种媒体形式的转化。

信息、知识到情报既是一种质的转化 , 也是信息与知识共

同作用的一种融合。在序化的问题上遇到了计算机科学技

术的巨大冲击 , 在转化的问题上遇到了通信与智能科学的

巨大冲击。因此情报学要想上升一个台阶的话 , 仅靠序化

与转化显然不能满足其需求 , 必须寻求新的增长点 , 融合

是个不错的选择。针对文献信息是情报研究处理的对象圈 ,

以信息、知识、情报为研究对象 , 以序化论、转化论、融

合论为核心理论对学科体系进行重构 , 以序化为本职工

作 , 以转化为突破 , 以融合为生长点 , 必将夯实情报学的

学科内核 , 迎来新一轮的挑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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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与通信类、经济管理类等多种专业并存的趋势发展。

信息资源管理是一个大的研究领域 , 应该发展成为一

个大学科。从目前国内信息资源管理发展的格局来看 , 可

以有两种可能的选择 : 一种是从当前图、情、档成为信息

资源管理研究的主力军这一现状和事实出发 , 在这些学科

研究的基础上 , 不断扩充和拓展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内容

范围和分支领域 , 把信息资源管理扩展成为一个恰当的学

科。但这有一定的难度 , 因为受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影

响 , 这些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很难摆脱图、情、档学科发展

的现实和局限。另一种是广泛整合图情档、经济管理、信

息管理、计算机和通信、公共管理等学科领域中的信息资

源管理 , 形成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各个分支领域 , 在此基

础上形成信息资源管理这一多元化、综合性、跨学科的交

叉学科。但这需要打破学科界限 , 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综合

研究机构或组织 , 完成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整合 , 专业设

置的科学化和专业教育的合理化。

4　结束语

面对信息社会发展给 IRM学科定位带来的新的挑战 ,

信息和信息资源的概念已进入生物学、哲学、社会学、管

理学、法学等学科领域 , 并成为其重要的学术研究对象。

事实上 , 没有一门具体学科能够声称是 “信息科学 ”或

“信息资源管理学 ”,且对信息、信息资源、信息组织、信

息分析、信息管理、信息过程、信息利用等信息实践活动

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已无法由某一具体

的学科完整地进行 , 而必须整合通信、计算机科学、认知

心理学、人工智能、数学、哲学、工程、商业、经济、管

理、法学及其他多门学科的知识 [ 6 ]。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

不仅需要与图、情、档等学科合作 , 还需要与其他相关学

科合作 , 如计算机科学、通信、经济学、法学、教育学、

管理学等 , 需要多方位地开放与整合。信息资源管理的创

新发展必须充分基于同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基础之上 , 借

鉴新的信息技术 , 利用多学科的方法 , 实现真正的信息资

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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