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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深入科技无人区的情报感知本领

在 2016 年 6 月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任

正非在其发言中提出了“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

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

随的困境。”这是一个真正领先的创新者，一个

持续奋斗的先锋才能发出的感慨。几年来在产业

界、经济界、传媒界，特别是科技界回响不绝。

鸦片战争以降，国人上下求索，一直在追赶西方

世界的工业化、现代化、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

智能化的步伐，多数时间和场合是在望他人之项

背。而今，我们在有的领域开始领跑，闯入了无

人区。这才回味起上千年前先辈们就已述说过的

“前不见古人”“拔剑四顾”“独钓江南雪”等意境。

由华为人说出这般话，确属实至名归。我曾

经仿照延安整风时说过的一句话认为：中国有一

两百个华为这样的企业（或其它机构），今天我

们面临的创新问题就可迎刃而决，甚或大为改观。

华为人的这般话，折射出了当今中国在科技创新

方面很多细节信息。站在科技情报领域，我们都

有很多的认同。特别是面向不断涌现的、越来越

大的、甚至感觉不到边界的无人区，情报工程该

如何做？如何才能起到有意义有价值的作用？笔

者认为有四方面应给予高度的关注。

进入无人区，人们特别需要以智慧引导感知

的理念。科研走进无人区，同婴儿面世不同。人

们往往是带着常识、经验、智慧、预期以及相当

的技术手段和准备进入的。当各种生、奇、新、

异的信号和信息扑面而来之时，如何实现较好的

感知质量、较高的感知效率、较丰富的感知层次，

这非常需要人类已有的智慧给予及时的引导和赋

能。有了智慧引导的情报工程作支撑，人们在无

人区的认知过程就同简单的信息获取或经验重复

大不相同。人类的真知灼见大都涌现在知识进步

的前沿，特别是在无人区全新信息的触发。

进入无人区，人们特别需要用情报串起零碎

知识及方法手段的能力。面对新情况，摸石头过

河是再简单不过的策略。即使面对绝对新奇的情

况，只要时间允许，人们也能够迅速投射已有的 2020 年 12 月 于北京

经验和想法，形成准体系化的知识，并将其中的

部分知识上升为行为模式。这其中快速试错和迭

代发挥着关键作用。当然，人们也不仅仅会投射

已有经验和想法，也会预判一些设想和推断。情

报工程将会预先编码解码相关知识，可通过情报

信息的内在逻辑，对在无人区的获得的增量知识

进行先期整合，从中找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

知识体系化、行动组织化、实践价值化的突破点。

进入无人区，人们特别需要勇敢地面对新情

况、新态势。遭遇新情况，常会面临旧有知识、方法、

手段不起作用的情况。犹如人们初到极地，在别

的地方常用罗盘判定方向的方式办法忽然就行不

通了。仅仅诚慌诚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绕开问

题，也不等于走出了无人区。只有敢于直面新境

遇、新挑战，才能进入场景和状态，认真观察对象，

关注问题本质，保持足够定力。在无人区，碰到

问题的人会有很多；但只有敢于直面和坚持的人，

才会找到答案。

进入无人区，人们特别需要对科学真理和技

术创新坚定的信仰。不论遭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应

始终坚信，任何现象和事物都会得到认知和揭示，

科学真理是反映世界的真正知识；任何发展问题都

会在持续的技术创新中找到解决方案。华为人认为，

进行“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习近平总

书记更进一步提醒我们，在变局和挑战面前，“惟

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创新

型国家或社会必须塑造这样的形象：在日常区域，

让创新成为习性；在无人区域，让创新成为信仰；

在前进的征途中，让创新成为使命。

科技创新史上有很多里程碑，它们基本上都

是由探索者、原创者树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无

人区。今天，这些里程碑都早已成为了人类发展

和进步的阶梯，也使原来的无人区变为原著区，

再变为活跃区、繁荣区。中国的科技界、企业界

须坚定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自主自信，敢于闯当

任何的科技无人区，有机会提出更多原创理论、

突破性创见，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和发明，努力为

人类实现更多“从 0到 1”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