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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视角下的情报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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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深入发展及其在图书情报领域的积极应用，大数据时代的情报分析已成为热点

研究问题。通过对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搜集、情报来源融合、数据存储、数据挖掘算法以及分析结果可视化等

问题的研究，从数据挖掘视角分析了大数据时代情报分析领域存在的挑战与机遇，并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大数据

环境的采用数据挖掘技术的情报分析模型。该模型的建立为情报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型及具有较好可

操作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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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纷纷启动大数据战略

以推动政府转型，政府推动的大数据变革给情报分析

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机遇，如何应用大数据技术

支持情报分析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如，Bonnie 
Hohhof [1]指出从社交网站及其他内部网络收集来的

大数据会对竞争情报分析产生巨大挑战；Hsinchun 
Chen[2]提出了对商业智能应用及新兴研究领域进行划

分的框架，并通过文献计量方法探讨高质量论文如何

影响商业智能应用；Michael Minelli[3]综合分析了大数

据技术与信息管理及商业应用的结合点，认为将大数

据技术应用到商业情报分析中可获取巨大的收益及更

高的效率；Ping-Tsai Chung[4]等通过对比数据挖掘工

具与传统商业分析方法，认为数据挖掘将成为今后竞

争情报系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贺德方[5][11]分析了大

数据给传统情报学带来的挑战与机遇，认为情报学研

究应积极与大数据研究和发展结合；黄晓斌[6][9]等人分

析了大数据时代企业竞争情报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提

出了基于大数据的企业竞争情报系统模型；吴金红[7][10]

等人探讨了大数据环境将如何影响技术竞争情报分析

的服务理念、模式与方法，基于此提出应对策略；王

晓佳[8]等从情报分析实践出发，阐述了大数据时代情报分

析与挖掘技术结合的建模机理，并予以验证；张玉峰[12]

等构建了基于数据挖掘的企业竞争情报分析模型，实

现了语义智能挖掘与分析，在数据挖掘与情报分析结合

方面做出有益尝试。

本文从数据挖掘视角，分析大数据时代情报分析

领域存在的挑战与机遇，从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搜

集、情报来源融合、数据存储、数据挖掘算法以及分析

结果可视化等方面，提出一种基于数据挖掘算法的适

用于大数据环境的情报分析模型，以提高竞争情报源

数据预处理能力，提升竞争情报分析及结果可视化展

现的时间性能。

2 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分析面临的挑战与
机遇

传统的情报分析较多基于人的智力加工，为了提高

情报分析的真实性及精准性，往往要求情报分析人员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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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全面的数据或信息，进而从信息中整理、提取、加

工成有价值的情报。这一过程中，也会使用统计学工具

来处理结构化数据，减少工作量。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传统的情报分析在应对这些数据量庞大、变化快、

类型多样且价值非常稀疏的数据时，往往无法有效收

集、存储、分析大数据，在挖掘与辅助决策方面也存在

较多问题。

数据挖掘研究的内容就是如何从大量的、不完全

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

的、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应

用好数据挖掘技术，就可以解决传统分析方法无法深

入挖掘隐含在各种信息背后的知识这一难题，进一步提

升情报分析的效率与深度。从数据挖掘的视角看，大数

据环境下的情报分析面临挑战的同时，也存在较好的

发展机遇。

2.1 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分析的挑战

（1）大数据的有效存储

大数据时代，为了提高情报分析真实性，提升情报

分析精准度，需要收集和处理大量详实的情报资源，其

数据量远远超过传统科技情报数据存储规模，甚至无

法用传统的数据库去管理（如视频、非结构化事实性数

据等）。而收集、存储和维护这样庞大的数据对于一

般的单位或部门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如何有效存储

信息资源成为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分析需要解决的首

要难题。

（2）数据统一表示与数据源融合

数据收集的完备程度直接影响了情报分析的结

果。能否将不同来源的数据通过不同主题进行划分，建

立数据仓库，为决策分析之用，成为判定情报分析系统

优劣的关键因素之一。

传统的情报分析多局限于文本数据源，如文献资

源、Web信息、专利资源等，而现实中的数据源还包括

查新报告、科技报告、科技计划项目立项书、政府公文

等非结构化文档，甚至是图片、视频等文件，因此必须

建立统一的数据表示模型，即采用统一的模型融合多

个异构数据源中的数据。如对于给定的一种半结构化

或非结构化数据（图像），如何把它转化成多维数据

表、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或者直接基于图像的数据模

型，这是大数据时代情报分析的重要环节之一。同时，

由于大数据的存储量多达TB甚至是PB级别，必须设计

算法从上述情报资源中抽取所需的有效信息，避免无

用的信息，从而提高抽取信息的效率与质量。因此，数

据统一表示与多数据源融合成为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分

析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3）适应大数据环境的情报分析数据挖掘算法

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分析必须满足确保时效性、

处理增量式数据、处理流数据、处理分布式数据的要

求，特别是将数据挖掘方法与情报分析结合时，更要注

意满足以上要求。

传统的数据挖掘算法（如分类算法、关联规则等）

把挖掘结果精确度放在第一位。在大数据时代，对分析

结果的准确度要求往往弱于时效性要求。传统的情报

分析方法或数据挖掘算法多采取集中式处理情报资源

的方式，而在大数据时代，情报分析需要处理螺旋式爆

炸增长的数据，很难采用传统的情报分析或数据挖掘

模式去处理问题，采用数据挖掘与情报分析结合的方

法，必须能处理增量式数据。

动态数据流是大数据的主要特征之一，有了分布式

的文件系统支撑之后，也必须进行数据流处理才能发

挥其效用。但是目前情报分析工具基本不具备分布式

流处理的功能，对许多实时数据的处理无能为力。采用

数据挖掘思想的情报分析方法能对流数据进行抓取、

分析和挖掘，由于单一节点很难完成大量情报资源的分

析工作，必须保证分析方法可移植到分布式环境或并

行计算环境。 
（4）脏数据与丢失信息处理

传统的情报分析多局限于较为“纯净”的情报资

源，通过人工分析进行情报资源的清洗。随着大数据时

代的来临，传统的人工清洗数据方式很难在大规模数

据中发现可能存在的“脏数据”，而这些“脏数据”的

存在可能影响到最终分析结果的真实性，必须在进行

情报分析之初就对“脏数据”进行清洗。

由于传统情报分析将半结构化数据或非结构化数

据转化为结构化数据再进行处理，这一过程可能导致

丢失非结构化数据中隐含的关系，进而导致分析结果

的不确定性。情报分析面对的往往是价值稀疏且存在

较多冗余的数据，需要在情报分析之前，对数据进行预

处理，去除冗余数据同时，通过特征属性提取等方法，

在高维稀疏的数据中，抽取对分析目标最重要的数据

特征，从而减少数据挖掘工作量，提高情报分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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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级数据可视化需求日益迫切

大数据时代，情报分析的结果需要最终汇总整合并

达到用户可以理解的程度，简单的统计分析表格或关

联分析规则等初级可视化工具已不能满足用户需求，

这就必须充分考虑情报分析结果整合和结果如何呈现

给客户的问题，高级可视化分析能够直观的呈现大数据

背景下情报分析特点，同时能够被用户所接受。

2.2 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分析的机遇

从数据挖掘的视角看，数据规模庞大、数据类型复

杂、数据源的多样引起的情报分析难题都可以通过数

据挖掘技术手段的发展去解决，而在此过程中，情报分

析与数据挖掘结合后将可能产生极好的社会价值，对

情报分析发展而言无疑是很好的机遇。

（1）数据的全面社会化对情报分析具有极大促进

作用

占有足够多的数据是数据挖掘结果有效性的重要

保证，对于情报分析而言，分析人员用以分析的数据越

全面，最终得出的分析结果可能越接近真实。大数据时

代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数据的社会化，从Web、社交网络

（微博、微信、博客、Facebook等）、各类论坛等网络

活动场所（包括移动互联），借助数据挖掘技术，随处

可以收集到用于情报分析的资料，情报分析人员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便捷的获取分析对象的第一手资讯，极大

提升情报分析的真实性与精准性。

（2）专业化情报分析的研究地位将极大提升

随着大数据概念不断深入人心，人们将逐渐改变以

往依赖独立的内部信息和对外部世界的简单直觉作为

依据的决策方式，将逐渐接受依据事实而获得的可执

行的情报。专业化的情报分析研究将有能力整合、分析

和开发结构性数据和非结构性数据，帮助各行业的领

导者改善决策，极大提升人们对专业化情报分析的认

知度，实现从信息时代至分析力时代的转变。在这一过

程中，理解业务需求、熟悉相关数据挖掘和情报分析技

术方法、了解数据资源的情报人员也将扮演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1]。

（3）情报分析实时性要求更高

随着数据存储技术及数据挖掘技术的进步，情报

分析的难点将不再是能否分析大数据，更多的是考虑如

何提升分析的效率，人们对情报分析的实时性要求将更

高。数据挖掘技术的引入使得人们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

的知识的可能性极大提升，同时，有可能将最终提交人

类进行决策分析的情报数目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进

一步提升情报分析的实用性。

（4） 政府开放数据共享

政府主导开发的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其中的数据具

有较高的社会价值，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放开机制，有相

当一部分逐渐变成“信息孤岛”。随着政府对大数据的

不断重视，不断开放数据库，大量的相关信息以数据的

形式生成、处理和存储，情报分析人员用这些数据就能

创造价值，可能创造新的服务行业。

（5）数据可视化程度提高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很难掌握深厚的数据挖掘技

术，如果没有能帮助人们理解大数据的工具，许多信

息背后的知识可能很难为人所知晓，数据可视化工具

能够有效的呈现数据之间的内在关联。包括Visual.ly、
Tableau、Vizify、D3.js和R语言在内的很多可视化工具可

以帮助人们更容易、更快速的从越来越大的各种数据集

中发现新的内容。如果能很好的应用数据可视化工具，许

多非技术专业人士也可能从大数据角度提出见解。

3 基于数据挖掘的情报分析模型

将数据挖掘方法引入情报分析已有较多研究，但

这些研究较多关注于将传统的情报挖掘方法移植到云

计算环境。如采用Map Reduce方法将各种已有的文本

挖掘算法（聚类、分类、序列分析、关联规则等）应用于

Hadoop平台架构[13-14]，或将数据采集方法移植到云计

算环境下，再采用传统的情报挖掘算法进行分析。

现实中的情报分析除了要搜集Web信息、微博、微

信等半结构化信息，还需要搜集如文献资源、专利资

源、查新报告、政府公文等非结构化的文档，在构建情

报分析挖掘模型阶段，必须在研究情报分析挖掘算法

的同时，统一考虑如何利用云计算的海量存储能力将

各类情报分析数据源融合，拓宽情报分析数据来源，这

样才能充分适应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分析需求，得到

的情报分析结果才能更及时、更准确。另外，情报分析

的最终目标是满足用户需求，如何将各个节点分析的结

果融合并将机器分析的结果可视地展现给用户也是必

须要包含在的内容。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适用于大数据

环境的采用数据挖掘算法的情报分析模型，如图1所
示。该模型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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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适用于大数据环境的情报分析模型

（1） 基于Hadoop/Map Reduce的大数据存储与

计算

考虑到该模型需要处理的资源异常庞大，且为保

证一定的资源存储能力，拟采取基于大规模云服务应

用的Hadoop底层架构。底层是HDFS，用以存储海量

和多类型的数据，使用Hbase统一管理各类数据，借助

Map Reduce的计算能力，分解计算任务并重组结果，

由数据可视化模块或情报分析模块统一展示给用户。

该底层架构普遍应用于大规模用户群体和大数据

处理平台上，该架构是一种能够对大量数据进行分布

式处理的云计算软件框架，能解决许多要求极大伸缩

性的问题，可以广泛运用在分析处理TB级的数据文件

上，大大提高处理效率。

（2）多数据源融合与清洗平台

来自物联网、互联网、SNS社交网络、专利及文献

等事实性数据、已加工的结构化元数据以及来自人工

搜索整理的数据，通过数据采集平台收集整理进行初

步加工（去除重复与冗余数据）后，利用数据清洗平台

完成最终的数据入库过程，洗去其中的“脏数据”，必

要的时候还需要人工干预，避免出现遗漏重要数据等

问题。

（3）数据挖掘分析平台

传统情报分析方法不下100种，能直接用计算机描

述并适合云计算环境的算法却寥寥无几，情报分析与

挖掘算法的实现是情报挖掘的关键难题。数据挖掘分

析平台中的数据挖掘与情报分析算法将计算向存储迁

移，在存储节点完成各项任务，既保证每个分治节点能

协作完成情报挖掘与分析工作，也能独立完成个性化

信息分析工作。

情报分析是人智力加工的产物，所有计算机辅助

产物都是在为减低人工工作量及提升决策准确性做帮

助，最终由数据挖掘分析平台产出的结果可能是一组关

联规则，也可能是分类的辅助信息，情报分析人员对这

些决策辅助信息做出解释与判断，最终的决定权还是

由情报分析人员做出并提交用户。

（4）高级数据可视化平台

整个模型产出的结果，除了情报分析人员做出的专

业判断，还可以借助第三方工具如Visual.ly、R等，将每

一个决策数据项作为单个图元元素表示，由全部的决

策数据集构成数据图像，同时将数据的各个属性值以

多维数据的形式表示，帮助人们更容易、更快速的从数

据集中发现新的东西，理解情报分析的结果。

4 结语 

大数据是寻求搜集新技术、新思想的一种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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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工具，情报分析是借助这一工具开展知识发现的实

践，数据挖掘则是这一实践的有益补充。本文从数据挖

掘角度分析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分析的机遇与挑战，并

提出基于数据挖掘的情报分析模型，是拓展大数据战

略背景下情报分析研究思路的一次有益尝试，如何将模

型付诸情报分析实践，在真实大数据环境中得到实际

应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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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Information Analysis in Big Data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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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into the important hot issues of information analysis in the Big Data er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data storage, data mining algorithm and information analysis results visualization in the Big Data environ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mining, and proposes a kind of  information analysis model using data mining 
technology，which is suitable for Big Data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l ,a new theoretical model for the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and a better 
operational method is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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