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月

JAN．2013

情报探索

Information Research

第1期(总183期)

No．1(Sefial No．183)

法国经济情报的起源与近期发展米
温宏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100026)

摘要：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为大背景，考察法国经济情报的词意演变发展脉络，并将法国经济情报研究进展情况与我

国竞争情报研究情况进行比较，找出我国与法国在该领域的差距，旨在为相关研究、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法国；经济情报；竞争情报

中图分类号：G3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5—8095．2013．叭．014

Origin and Recent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Intelligence in France

Wen Hongjia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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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特点

法国是西欧第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在波旁王

朝统治期间，它完成了对各个封建领地的统一，建立

了中央集权的王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在经

历几十年的反复后确立了民主制度。法国民主制度

是现代世界民主制度的基石之一。

然而法国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代又形成了中

央集权的行政体制。总体上看，法国一方面是民主政

治体制的发源地，同时也保持了中央政府高度集中

的权力结构。行政和政治体制的这两个特点，形成了

法国国家制度运行不同于英美和德国的特点。这种

体制被称为政治上民主，行政上集权。

法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大企业

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对于政府，扶植中小

企业无论对于发展生产力还是解决就业问题．都具

有重要意义。另外．法国的国有企业在经济生活中占

据着重要地位。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后，私有化浪

潮席卷发达国家，法国的国有企业也受到了削弱，但

是在银行、电力、交通等关键领域，至今国有企业仍

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这些特点使法国政府在经

济生活中一直保持着强大影响力。

法国还是近代世界主要激进思潮的发源地，不

仅向世界贡献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经典El

号，也贡献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

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之一．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法

国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和强大的影响力。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对法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有

着重要影响。二次大战以后．法国建立了强大的国有

企业，可以被看作是这种思潮的现实化结果。

法国行政体制的集权和国有企业的强大使得法

国中央政府得以国家的名义保持对全社会的强大支

配力量。以法国全社会对经济情报概念的重视，可以

看到这种行政、政治体制与经济制度相结合的特点。

在法国国有企业中居支配地位的领导大部分都

是精英学校出身，很少是从企业的职业生涯中成长

起来的。这一方面反映了法国政治制度的集权特点，

另一方面也以高素质的人才结构保证了法国经济体

系和政治制度的稳定运作。

2法国经济情报的由来

2．1 字源分析

当代法语对情报有“Rensignement”和“Intelli．

gence”两个不同的表述方法。前者是谍报，后者用于

经济和民事活动。法语“经济情报”就是以Intell—

gence 6conomique来表述的。“Intelligence”作为情报

一词来源于英语[I]。在英语中，“Intelligence”有两个

含义，首先是智能．其次是情报。关于第二个含义，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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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使用方式。首先是名词，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就是采用这个含义。其

次是情报提供．是表示通过信息和情报来适应环境

的发展和变化，是动词。这两个概念都是从军事活动

中产生的。检索英美百科全书都能找到这种解释晗]。

但是在法语传统中，Intelligence并不包含情报

或者情报工作的含义[3]。在21世纪初出版的法语百

科全书中，Intelligence只有单一的智能含义。直到近

年，法国学者在Intelligence中接受来自盎格鲁一萨

克森的情报含义时．把其延伸到了经济政治和一般

社会活动中去了。为使这个概念的使用合法化，法国

学者把它中性化．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学术界讨论的问

题。按照学者的语言，这是一个脱离文化的翻译14]。

但是其起源清楚地表明“Intelligence 6conomique”和

信息相关．和环境相关。和变动环境下的信息收集相

关，是对环境的监控。

2．2经济情报概念的产生

法国经济情报的概念来源于“Veiller”(监控)一

词。随着市场的开放和全球化的发展，法国企业在

20世纪80年代逐步对Veiller赋予监控技术的含

义。根据学者提供的资料，1987年在直属法国产业

部的增值研究全国办公室(Agence Nationale de la

Valorisation de la Recherche．简称ANVAR)的一个

会议上首先提出了监控技术的概念．包含企业对环

境变动进行监控的意思。1988年法国研究部组建了

监控技术战略指导委员会．其当年出版的报告对监

控技术的概念做了明确的定义，即国家和企业监控

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相关动向。

20世纪80年代．对信息的利用和环境的监控

研究El益深入，提出了方法论问题。而方法是建立在

对监控和信息利用加以区别的基础上的。这是对信

息概念的深入。显然监控概念无法概括这一发展。因

此，1994年正式提出了经济情报(Intelligence 6cono—

mique)的概念。

法国公认的最早提出经济情报这个概念并给其

下定义的是法国政府计划专员马特尔，他在一个以

其命名的《马尔特报告》中指出：“经济情报可以定义

为从经营的观点在经济主体间搜寻、处理和分配实

用信息的协调活动。所有这些行为应合法地进行，在

最佳的质量、期限和成本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证企

业财富的安全。”㈣这里是把经济情报定义为一种和

信息相关的活动。在这个定义的后半部分，作者还给

出了实用信息(Information utile)的说明。关于实用信

息．报告中给出了专门的说明：“为达到企业在竞争

环境下的总目标．各个不同级别的部门和单位确立

实施达成目标的战略和策略时所需要的信息。”[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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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情报与智能——去信息化

在法语Intelligence中强行加人英语的情报概

念，是形成法语经济情报概念的一个语言学方法。法

国经济情报著作中关于这一发展进行了连篇累牍的

讨论。确实，在法语词典和百科全书中，Intelligence

一直只有一个智能的含义．但是法语和英语毕竟是

有很多相近之处。虽然这种强行引入新含义的做法

在学术界引发讨论和争议．但是在相当范围内还是

被容忍和接受。因为，情报毕竟是以智能为基础，因

此，智能概念自然就被保留下来了。

这一点与法国情报研究的学科背景有很重要的

联系。法国对于经济情报的研究是从对环境的监控

转化过来的。监控概念的提出有强烈的时代背景和

技术背景，是建立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和信息与

网络技术发展基础之上的。因此，现在的经济情报需

要技术基础的支持。这样．很容易把情报概念与智能

技术联系起来。英语法语中，Intelligence本身就包含

了这双重意义。

智能问题是经济情报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有关

情报与信息区别在中国也做了多方面讨论。法国学

者对此的讨论可以对问题的理解有所启示．其中的

关键是智能概念的使用。

按照一些学者的理解。经济情报的提出是由于

现存的两个条件限制：首先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其次

是理性的有限性。信息是决策的基础，但是现在的信

息不是少了，而是信息爆炸。所以学者们提出去信息

化(D6information)。信息爆炸加上有限理性的结果

是概念的破碎(Conceptualisation fragment6e)，这无

助于决策．因为决策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以相对有限

的成本面对不确定环境所做出的。我们目前缺乏的

往往不是信息，而是对信息的理解、处理、分配的能

力。所以企业或者国家竞争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

包括知识的创造和对知识的掌握。所谓经济情报就

是这种能力。所以发展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发展企

业的信息系统都是在这个背景下被看待的。显然，这

种能力的构建要有组织、技术等多方面要素的投入

和组合。智能概念是渗人其中的。

从企业层面上看，知识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

是经济情报。因此，讨论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企业核

心能力和经济情报的关系，即经济情报是构成企业

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企业能力也对经济情

报有帮助。

2．4经济情报——去秘密化和去军事化

传统的情报概念是从军事上来的．这种情报的

收集往往面对的是严格的保密措施．只有采取极端

手段才能获得。因此，情报与间谍是互为表里的事

万方数据



2013年1月 温宏建：法国经济情报的起源与近期发展 第1期(总183期)

物。但是，企业竞争活动和经济活动不是军事活动，

要在符合法律和伦理的基础上展开。传统间谍的手

法不仅不合法，也为正当经营的企业所不齿。企业不

能通过非正常的手段取得情报．反而需要遵守法律

与道德。为了确立经济情报的合法性，学术界提出了

竞争情报去秘密化和去军事化的问题。这是经济情

报概念建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汉语中和英语中，情报(Intelligence)的基本含

义所导致的联想都与军事有关，因此很容易被设想

为谍报工作，与暗杀、偷窃、情色和收买等手段相关。

但是，在汉语中，从确立科技情报概念开始，就脱离

这些理解。而法语中，原来的Intelligence没有情报

的概念．虽然后来强行把Intelligence加入了情报的

含义，但是．即便如此，在法国，依然有很多人把经济

情报的获取误解为与军事秘密手段一样。从理论上

讲．当代经济情报的手段参照了军事情报和外交情

报手段[6]。但是，这种参照是在公开和合法的基础上

进行的。为了规避这些误解，法国政府和学术界做了

多方面的努力。例如．政府原来负责竞争情报工作的

职位与军事部门完全脱钩．把原来隶属于国防总秘

书处的经济情报高级负责人放在了经济部的框架

下，就是一个重要举措。另外，学术界也通过经济情

报伦理的反复研讨来强调其公开性和合法性的特

征．并且把经济情报作为国家形象政策的一个重要

手段。

3 中法经济情报研究的比较

我国竞争情报与法国经济情报的研究几乎同时

起步。虽然我国更多是受美国竞争情报研究范式的

影响．但是．法国的研究一直在中国领军人物的视野

之中。法国《马特尔报告》是1994年发表的，这一年

被视为法国经济情报的元年。而我国1994年成立竞

争情报分会，被看成是竞争情报(类似法国的经济情

报)研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即使抛开这个因

素．从研究角度看，从1994年开始．中国才有成规模

的竞争情报研究展开，发表相关的论文数量大量增

加。从时间上，中法从事相关的研究几乎是同时起步

的。

情报作为这个学科的元概念，在中国和法国都

有一个发现和定义的过程。这是重要的工作。在法语

中，20世纪90年代之前，intelligence只有智能和智

力的含义，没有情报的意思。而中国的情报概念，虽

然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一直存在，并且很接近

现在的Intelligence的含义．但是这个概念的英语对

应词一直是Information，而不是Intelligence。20世纪

70年代之后．随着学术讨论逐步以美国为参照，In．

formation对应的信息概念在中国广泛流行，而情报

概念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最终“情报”在科技情报领

域中遭到了驱逐。20世纪90年代之后，因为竞争情

报的引入，才使情报的概念获得了新生。目前汉语中

竞争情报的对应词就是Intelligence，这与英语含义

一致了。

汉语与法语的情报概念虽然都吸收了英语的内

容，发展了原来的语义，但是毕竟还是存在着不同的

词源性质。Intelligence在西方语言中本意是智能，情

报是延伸的含义，而在汉语中“情报”无论如何都不

包含智能的含义。在法国的经济情报研究中，智能是

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在引入竞争情报概念后，一些学

者也想把智能的含义注入到情报中去【1]，但是这不

符合汉语的习惯，所以这项工作很难成功。

总体上看，中国竞争情报和法国经济情报的概

念具有基本相同的内涵和属性。这是因为中法竞争

情报／经济情报研究都深受美国研究的影响。所以，

法国学者以英语发表文章时，常常把经济情报直接

翻译成竞争情报。

但是法国的研究坚持了独立的特点：而中国早

期的研究主要是对美国有关研究的介绍和借鉴。目

前中国的研究中很大一部分是应用研究。在理论上

的创新较少．并且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和特点．

还是处于对美国的模仿上面。

从1994年到现在．19年过去了．总结中法两个

国家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可以看出各自的特点。法国

经济情报的推广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这与法国推广

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国家行为有关。不仅法国政府发

表了《马特尔报告》《卡拉永报告》，而且法国政府先

后设立了隶属总理的经济情报高级负责人(HRIE)

和目前的隶属总统的经济情报跨部代表(DIIE)等高

级政府职位来协调这个工作。这样就使经济情报工

作成为一个政府直接推动的工作。在法国中央集权

的行政领导下，经济情报研究和推广自然受到了全

社会包括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学会等社会组织的

全力配合和支持。

相比之下。我国对于经济情报的研究起步更早，

在20世纪50年代就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研究网

络，并且进行经济情报的收集、整理和利用，形成一

个牢固的基础，为科技情报和政府机构服务。20世

纪90年代竞争情报研究虽然得到兴起，但积极推广

竞争情报的主要是一些研究人员和企业，而政府却

没有设置国家级的主管机构来负责竞争情报的推广

工作．竞争情报的推广还没有提高到国家战略的层

面上来认识。虽然中国甚至更早就提出了国家竞争

情报的概念噶】，但是至今还是一个被讨论的问题，没

(下转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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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事实上，为了防止微博碎片传播对权威性、

准确性的消解。很多政务微博在发布信息时都会附

上原文全文地址。

笔者认为政务微博作为当下一个比较火热的政

务发布平台，并不能取代其他信息发布平台，只不过

因为其具有受众的广泛性、信息发布的即时性与互

动性强等特点得到更多的青睐而已。事实上，一个发

达的政务系统应是多维关联、一体统筹的结构。政务

发布将会趋向于多维一体模式，即政府微博、政府网

站、电视、广播、报纸、新闻网站、BBS论坛等媒介方

式共同服务于政府信息发布与交流。

3．3引入聚合方式

有学者就微博的碎片化提出了微博的“重聚”，

即散落的碎片以新的方式、因着新肘联系而汇聚起

来。融合成新的聚合体。其中一个趋势就是会形成统

一的发布平台。所谓统一的发布平台，笔者认为分为

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省市或者区镇

范围形成政务微群．即在网络城市广场整合所辖范

围内的各类政务微博：高级阶段是形成一个全国级

的发布平台，在总平台里设置全国各省市分站链接，

即形成一个类似于“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

台”的政务微博服务网站。结合现状就可以看出这个

趋势已初现端倪，北京微博发布厅与南海微力城市

广场就是实例。另外，这个平台涵盖了经过权威认证

的政务微博族群，以简洁明了、规范集成的形象展示

给大众，一方面保证了公信力，另一方面大大减少了

公众搜索相关政务微博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而且

它也将会是政府微博与官员微博的一个归宿。

事实上，为了弥合碎片化传播的劣势，微博上还

出现了话题、标签、微群这样的聚合方式。政务微博

作为一种特殊的微博形式．也已经开始引入了这些

聚合方式。政务微博就一些重大新闻事件和热门话

题开设专门栏目．为话题贴上各类标签，网民之间形

成一种相互协作、相互验证、相互纠正的关系，并由

此不断调整目标，校正信息传播中的偏差，逐渐将一

个复杂事件的真相揭露出来。这种聚合方式其实是

一种自组织模式。从系统论的观点来说，“自组织”是

指一个系统在内在机制的驱动下，自行从简单向复

杂、从粗糙向细致方向发展，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复杂

度和精细度的过程。换句话说，所谓自组织，即指没

有外界干预，仅仅只有控制参量变化，通过子系统间

的合作．能够形成宏观有序结构的现象。微群也是政

务微博“去碎片化”传播的一种有效的聚合方式。例

如，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就在微博内

添加了微群，将下属部门的各类信息聚集起来发布，

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实现了信息集成。

政务微博的碎片传播特征有利又有弊，但是毋

庸置疑它的出现为政务局面吹来了新风，是社会民

主政治的一大进步。我们所要做的是尽量在趋利避

害的情况下，将政务微博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就目

前来看，政务微博已经开始走进广大民众的生活，给

人们带来获取政务信息及参与政务建设的前所未有

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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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政府的政策中得到落实。虽然中法同属集权行

政体制．但两国政府重视程度的差别确实造成了目

前竞争情报／经济情报在两国的不同命运。在强调经

济转型和科技兴国的背景下．这一状况尤其应该引

起政府高层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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