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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水电企业走出去的同时ꎬ风险事件成为巨大挑战ꎬ企业越发重视海外情报活动ꎮ 过去的

实践和研究主要侧重于情报部门ꎬ对非情报部门的研究略显不足ꎮ 对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展开研

究ꎬ包括情报活动范围和深度ꎬ分析其对企业海外情报能力的影响ꎬ并且将情报部门协同治理作为

中介变量纳入其中ꎮ 在对 １１３ 家企业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后发现: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对企业海外

情报能力具有积极影响ꎬ情报部门协同治理在此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ꎮ
关键词:中国水电企业ꎻ国际化ꎻ知识治理ꎻ情报活动ꎻ企业海外情报能力

中图分类号:Ｇ３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 ９５１１(２０１９)０５ ００２１ ０６

　 　 近年来ꎬ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ꎬ商业环境持续

动荡ꎬ水电企业走出国门面临严峻挑战[１]ꎮ 中国水

电企业工程合作项目遍及范围广ꎬ项目建设所处环

境差异大、建设周期长、业务活动繁杂的特征ꎬ使得

企业国际化战略实施面临很高的风险[２]ꎮ 情报作

为水电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成功要素ꎬ能够通

过外向型方式帮助企业应对多方面经营风险ꎮ 水电

企业所处经营环境复杂多样ꎬ加上经营环境中信息

量的指数型增长ꎬ导致高质量情报获取难度增加ꎬ企
业为了应对海外风险事件的发生亟须提升情报能

力ꎮ 海外情报活动的多部门参与能够将非情报部门

员工的情报智慧作用于复杂的海外经营环境ꎬ从而

成为水电企业高质量情报来源的重要渠道ꎮ 该机制

强调非情报部门员工将自身情报知识与智慧同企业

情报活动相融合ꎬ而非拓展企业情报源基础上的情

报收集工作ꎬ这对企业海外情报能力的提升意义

重大ꎮ
关于企业海外情报能力ꎬ过去的研究对企业海

外情报能力的内涵[３]、影响因素[４]、评价模型[５]、绩
效[６]等进行了细致的探讨ꎮ 其研究表明ꎬ技术因

素、协作模式、组织因素等都会刺激或者推动企业海

外情报活动的多样化开展ꎬ对水电企业海外情报能

力提升具有积极意义ꎮ 关于情报协同治理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情报协同的内涵[７]、组织行为过程[８]、模
型建构[９￣１０]、影响[１１] 等方面ꎮ 其研究表明ꎬ企业通

过绩效激励等制度结构的导向和治理结构、激励计

划等治理机制的建立及影响作用的发挥ꎬ能帮助情

报部门实现对企业海外情报活动的组织、管理、支撑

与保障ꎮ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情报部门为主导

的情报活动与企业海外情报能力之间关系的分析与

探讨ꎬ而对于非情报部门情报价值的开发与利用的

研究略显不足ꎬ导致无法从本质上剖析海外情报活

动的多部门参与对于企业海外情报能力的影响

作用ꎮ
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与知识治理的思想ꎬ将

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划分为范围与深度两个维度ꎬ
探讨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对水电企业海外情报能力

的影响机理和逻辑路径ꎬ并进一步考察情报部门协

同治理的中介效应ꎬ帮助水电企业实现对非情报部

门情报活动的引导与规制ꎮ 为此ꎬ构建概念模型ꎬ详
见图 １ꎮ

图 １　 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协同治理与

水电企业海外情报能力研究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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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理论分析

１ １　 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与企业海外情报能力

１ １ １　 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范围与企业海外情报

能力

　 　 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范围是指ꎬ水电企业内部

所从事的、与情报相关的各类物质或技术活动的非

情报部门数量ꎮ 企业是多主体利益的集合体ꎬ水电

企业尤为突出ꎬ因此企业中不同部门拥有并使用的

资源各异ꎮ 企业要想发挥资源价值优势ꎬ必须对资

源进行整合与利用ꎮ 为了支撑企业的战略决策ꎬ情
报部门需要在较大的范围内持续获取情报资源ꎮ 若

该工作只依靠情报部门ꎬ很难满足企业多样化和差

异化的情报需求ꎮ 非情报部门在日常工作中自然地

具备第一手信息的接触便利性ꎬ特别是市场、销售、
服务、公关、采购等部门ꎬ这些部门及员工对海外市

场某些方面的理解往往非常深刻ꎬ对有关信息的获

取也非常直接ꎬ如果充分利用这些渠道ꎬ必然非常

有利ꎮ
非情报部门参与情报活动具有诸多优势ꎮ 首

先ꎬ非情报部门能够在不同的国家、市场及细分市场

开展业务工作ꎬ这使其能直接完成对于特定情报的

获取ꎮ 其次ꎬ长期的接触使非情报部门的员工对特

定信息产生情报敏感性ꎬ使其更容易发现信息蕴含

的情报价值ꎮ 再次ꎬ非情报部门员工实践积累所形

成的情报智慧ꎬ能够丰富企业情报知识资源ꎮ 非情

报部门参与情报活动能够保证情报获取的及时性ꎬ
实现获取情报总量的扩大和种类的多样化ꎮ 更重要

的是非情报部门所提供的及时、大量、多样的情报能

帮助管理者理解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ꎬ为管理者

带来情报“组合效应” [１２]ꎮ 不同部门的员工在知识

结构、情报素养等方面存在差异ꎬ根据资源基础理论

的观点ꎬ非情报部门在实践积累中形成的情报智慧

使其获取的情报具有价值性和异质性的特点ꎮ 多样

化的部门和员工共同参与情报活动ꎬ形成了企业内

部“因果关系的模糊性”ꎬ使行业竞争者难以对此进

行模仿或复制ꎮ 这就形成了以非情报部门为基础ꎬ
情报获取的整体 ＶＲＩＯ 效应(具有竞争力和价值使

企业获得的竞争优势)ꎮ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参与情报活动非情报部门数量增加对企业

海外情报能力提升具有积极作用ꎮ
１ １ ２　 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深度与企业海外情报

能力

　 　 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深度是指非情报部门将市

场数据转化为情报和知识ꎬ所依次经历的情报搜集、
存储、共享、转化和学习等步骤的集合ꎮ 相较于有形

资源ꎬ无形资源促进企业竞争力的发展的作用更为

显著[１３]ꎮ 作为一种重要的无形资源ꎬ情报价值能够

通过情报主体之间的传递、共享与碰撞而提升[１４]ꎮ
非情报部门对其所具有的情报资源进行存储、

共享、转化和学习将直接影响水电企业的情报能力

优势ꎮ 首先ꎬ非情报部门对搜集的情报信息加以整

理和存储ꎬ有利于水电企业对情报信息进行迁移、统
计和聚类等处理操作ꎬ提高情报资源的利用效率ꎮ
其次ꎬ跨部门员工间的情报共享ꎬ可减少不必要的情

报重复劳动ꎮ 再次ꎬ情报共享带来的组合效应能够

提高管理者对于市场资源的认知效率ꎬ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有限理性对管理决策的影响ꎮ 情报转化与学

习是企业实现情报资源利用的最高层次ꎬ非情报部

门完成对情报资源的转化与学习ꎬ会直接提升水电

企业情报分析能力、情报意识与响应能力和情报导

向的决策能力ꎮ
资源基础理论强调异质资源对企业竞争优势的

重要性ꎬ随着理论的发展ꎬ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异质资

源的作用仅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过程中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１５]ꎮ 之后的研究丰富了对资源内涵

的理解ꎬ其中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资源包涵两层含义:
一是企业所拥有的异质资源ꎬ二是利用这部分资源

的能力[１６]ꎮ 竞争优势是企业具有的异质资源和利

用这部分资源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因此ꎬ情报资

源竞争优势的发挥ꎬ还需要实现对情报资源的有效

利用ꎮ 非情报部门深入开展情报活动ꎬ能够帮助水

电企业在获取情报资源整体 ＶＲＩＯ 效应的基础上ꎬ
实现价值效益的最大化ꎬ提高企业的情报能力竞争

优势ꎮ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深度增加对企业海外

情报能力提升具有积极作用ꎮ
１ ２　 情报部门协同治理的中介效应

情报部门协同治理是指ꎬ以情报部门为主体ꎬ通
过建立合适的治理机制与组织结构ꎬ帮助非情报部

门实现对情报知识资源的搜集、存储、共享、转化、研
究的最优化ꎮ 情报部门协同治理是知识治理的具体

表现ꎬ其本质是秩序和规则ꎬ是对水电企业情报活动

的引导、规制、激励与约束ꎮ 情报资源不可视的特点

使其难以共享与转移ꎬ因此情报资源具有很强的独

特性ꎮ 知识治理机制的建立能够弱化情报资源的独

特性ꎬ解决情报活动中存在的认知不够、动力不足、
难以协调等问题ꎮ 通过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等正式

机制的设计ꎬ或企业情报文化、员工信任、组织惯例

等非正式机制的安排ꎬ促进企业情报活动的开

展[１７]ꎮ 一方面ꎬ情报部门协同治理可以引导和规制

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ꎬ并将其转化为企业海外情报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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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组成部分ꎮ 首先ꎬ情报部门有针对性的海外

风险监测与研究ꎬ能够将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与企

业情报需求进行匹配ꎬ充分利用部门情报优势的同

时ꎬ进一步完善企业的情报工作制度、流程和规划ꎮ
其次ꎬ帮助员工理解业务活动所具有的情报意义ꎬ培
养员工的情报意识与情报能力ꎬ有利于水电企业挖

掘和拓展内部情报知识存储的广度和深度ꎮ 再次ꎬ
帮助水电企业协调各部门情报的收集、处理与分析

工作ꎬ为员工分享情报工作经验、知识和诀窍提供支

持ꎬ促进企业内部多元化知识的融合与摩擦ꎬ为企业

情报知识共享建立渠道ꎮ 最后ꎬ海外环境的不确定

性会分散水电企业的情报注意力ꎬ情报部门协同治

理能够帮助企业以时间为基准ꎬ不断积累情报知识

和技能ꎮ 另一方面ꎬ以情报需求为主导的传统情报

工作ꎬ其内在逻辑强调管理者在情报工作中的作用ꎬ
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情报工作模式ꎮ 这种工作模式

能够有效避开情报工作中的机会主义ꎬ但在无形中

打压了利他主义的情报知识分享ꎮ 基于合作互惠的

情报产生过程会涉及多部门员工共同参与ꎬ这不免

会造成“搭便车”、剽窃等机会主义现象的发生ꎮ 尤

其是员工在追求金钱名誉等情况下ꎬ这种行为尤为

突出ꎮ 情报部门协同治理作为一种联结机制ꎬ首先

能够发挥保障的作用ꎬ即有效规避和约束机会主义

行为的发生ꎬ使企业中损益对等、权责对等的观念深

入人心ꎬ保证参与情报工作员工的权力、责任与利

益ꎮ 其次ꎬ能够发挥激励作用ꎬ即它能够吸引员工积

极参与情报工作ꎬ使优秀的部门或个人获得更多的

利益ꎬ鼓励员工进行情报知识的分享与贡献ꎮ 最后ꎬ
情报协同治理能够实现企业海外情报能力的提升ꎬ
保证企业情报工作效率ꎮ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情报部门协同治理在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

与企业海外情报能力之间具有中介作用ꎮ

２　 研究方法与过程

２ １　 抽选样本和收集数据

现实中大部分企业没有独立行使情报职能的部

门ꎬ情报职能的发挥是由诸如信息中心、总经理办公

室、战略部、企划部等部门承担ꎮ 因此ꎬ笔者将所有

承担企业情报职能的部门统称为情报部门ꎬ而其余

未承担情报职能的部门称为非情报部门ꎮ 由于“情
报”话题的敏感性ꎬ调研中需要承诺企业隐私的保

护ꎬ以消除企业顾虑ꎮ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具有较高

的代表性和普适性ꎬ选择较为重视情报活动的企业ꎬ
并且被访者须对情报工作较为了解ꎮ 这样的要求在

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调研的困难ꎬ导致样本数量不高ꎮ
样本收集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７ ~ ８ 月ꎬ历经两个月ꎬ

通过微信问卷星、现场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问

卷 １５０ 份ꎮ 其中微信问卷星发放问卷 ９７ 份ꎬ回收数

量为 ６６ꎬ有效问卷数量为 ６３ꎮ 现场访谈发放问卷

５３ 份ꎬ回收数量为 ５０ꎬ有效问卷数量为 ５０ꎮ 问卷共

回收 １１６ 份ꎬ回收率为 ７７ ３％ ꎮ 其中有效问卷 １１３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７５ ３％ ꎮ
２ ２　 变量测量

为保证量表的效度与信度ꎬ本文选用的测量条

目主要来自于国内外文献ꎮ 量表尊重理论严谨性ꎬ
充分考虑了水电企业海外情报工作的现实背景ꎮ 题

项设计确保涵盖全面ꎬ测量内容处于同一层次且不

存在交叉ꎮ 在正式调研之前ꎬ评估并完善题项的

语义ꎮ
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的测量ꎬ借鉴丁源等[１８￣１９]

的研究成果ꎬ结合水电企业海外情报实际工作ꎬ运用

７ 级李克特量表对变量进行测量ꎬ范围表示水电企

业在不同区域(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区

域)涉及的非情报部门数量:１ ＝ 企业海外业务涉及

部门数为 １ꎬ３ ＝企业海外业务涉及部门数为 ３ꎬ５ ＝
企业海外业务涉及部门数为 ５ꎬ７ ＝ 企业海外业务涉

及部门数为 ７ 及以上ꎮ 深度表示非情报部门(包括

人力、财会、物流、营销、服务等部门)海外情报工作

程度所处水平:１ ＝ 简单的信息记录ꎬ３ ＝ 中等的分

享ꎬ５ ＝情报利用与转化ꎬ７ ＝最深入的情报研究ꎮ
情报部门协同治理的测量ꎬ主要借鉴 Ｍａｒｃｅａｕ

等[２０￣２１]的研究成果ꎬ用 ８ 个问题测量ꎮ 包括:海外

风险监测ꎬ海外风险研究ꎬ制定情报工作策略ꎬ建立

情报工作制度、流程和规划ꎬ培养员工的情报意识与

能力ꎬ协调部门情报工作ꎬ建立情报激励机制ꎬ制定

情报惩罚措施ꎮ 企业海外情报能力的测量ꎬ依据刘

冰等[２２￣２３] 的研究ꎬ利用 ７ 个问题测量ꎮ 包括:海外

情报工作对战略规划服务的有效性ꎬ海外情报信息

处理的有效性ꎬ海外情报研究的有效性ꎬ海外市场监

测、风险预警的有效性ꎬ海外情报报告在许可范围内

有效传播ꎬ海外情报工作优秀且稳定ꎬ稳定保护商业

机密ꎮ 这里运用 ７ 级李克特量表对上述变量进行测

度ꎬ其中 １ ＝最不认可ꎬ７ ＝最认可ꎮ

３　 数据分析

利用 ＳＰＳＳ 和 ＡＭＯＳ 两种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具
体分析方式如下:利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样本进行了信度

检验与探索性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ꎻ
利用 ＡＭＯＳ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ꎮ 通过回归分析

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ꎮ
３ １　 信度与效度

信度检验是利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系数作为评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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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标准ꎬ结果详见表 １ꎮ 各维度 α 系数均大于 ０ ８ꎬ
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ꎮ 效度检验分为探索性

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ꎮ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详见表 １ꎬ各维度的 ＫＭＯ 值均在 ０ ７ 以上且巴特莱

特球体检验的显著性符合统计标准ꎮ 验证性因子分

析结果详见表 ２ 与图 ２ꎬ量表整体的适配度指标值

均达到理想值ꎬ这表明量表效度符合要求ꎮ
表 １　 信度检验与探索性分析结果

变量 项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ＫＭＯ 采
样充足度

巴特莱特球体检验

卡方值 自由度 显著性检验

部门情报
活动范围

４ ０ ８７５ ０ ７１９ ２８６ ２５２ ６ ０ ０００

部门情报
活动深度

１０ ０ ９６４ ０ ９５５ １ １５４ ２０５ ４５ ０ ０００

情报部门
协同治理

８ ０ ８５８ ０ ８３５ ３８８ ６９２ ２８ ０ ０００

企业海外
情报能力

７ ０ ８９９ ０ ８９５ ４２４ １４３ ２１ ０ ０００

表 ２　 验证性因子分析适配度指标值

项目 χ２ / ｄｆ ＴＬ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理想值 ≤５ ０ ≥０ ９０ ≥０ ９０ ≤０ １０

结果值 １ ５７５ ０ ９０３ ０ ９１１ ０ ０７２

图 ２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３ ２　 统计性描述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详见表 ３ꎮ
研究变量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ꎬ这也初步验证了

本文所提假设ꎮ
表 ３　 统计性描述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范围 深度 协同 能力

范围 ５ ４１６ １ １５３ １

深度 ５ ２３１ ０ ８１４ ０ ３０５∗∗ １

协同 ５ １５４ ０ ５５６ ０ ５０５∗∗ ０ ２５６∗∗ １

能力 ５ ６５６ ０ ７８５ ０ ４５４∗∗ ０ ４５６∗∗ ０ ５１９∗∗ １

　 　 注:∗∗表示在 ０ 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ꎮ

３ ３　 回归分析

非情报部门活动与企业海外情报能力逐步回

归分析结果详见表 ４ꎮ 模型 １ 表明非情报部门情

报活动范围对企业海外情报能力具有显著影响

(β ＝ ０ ３０９ꎬＰ < ０ ００１)ꎮ 模型 ２ 表明非情报部门情

报活动深度对企业海外情报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 ０ ４４０ꎬＰ < ０ ００１)ꎮ 模型 ３ 表明非情报部门情

报活动的两个维度ꎬ即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范围

(β ＝ ０ ２３７ꎬＰ < ０ ００１)和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深度

(β ＝ ０ ３３７ꎬＰ < ０ ００１)对企业海外情报能力均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ꎮ
表 ４　 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范围 ０ ３０９∗∗∗ ０ ２３７∗∗∗

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深度 ０ ４４０∗∗∗ ０ ３３７∗∗∗

Ｒ２ ０ ２０６ ０ ２０８ ０ ３１７

调整 Ｒ２ ０ １９９ ０ ２００ ０ ３０５

ΔＲ２ — — ０ １１１

Ｆ ２８ ８７５∗∗∗ ２９ ０６７∗∗∗ ２５ ５４０∗∗∗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ꎮ (同下)

３ ４　 情报部门协同治理的中介效应

表 ５ 为情报部门协同治理对非情报部门情报活

动与企业海外情报能力的中介效用分析ꎮ 引入中介

变量之后ꎬ情报部门协同治理对企业海外情报能力

的作用显著 ( β ＝ ０ ４５５ꎬＰ < ０ ００１)ꎬΔＲ２ 上升了

０ ０７８ꎬ这表明模型效果较为理想ꎮ 但非情报部门情

报活动与企业海外情报能力的回归系数显著性下降

(β 值由 ０ ５４８ 降为 ０ ３９２ꎬＰ < ０ ００１)ꎬ表示情报部

门协同治理在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与企业海外情报

能力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ꎮ
表 ５　 中介效应分析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 ０ ５４８∗∗∗ ０ ３９２∗∗∗

情报部门协同治理 ０ ４５５∗∗∗

Ｒ２ ０ ３１２ ０ ３９０

调整 Ｒ２ ０ ３０６ ０ ３７９

ΔＲ２ ０ ０７８

Ｆ ５０ ３４１∗∗∗ ３５ ２１８∗∗∗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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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研究结果与讨论

４ １　 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对企业海外情报能力的

影响研究

　 　 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范围对企业海外情报能力

有积极影响ꎬＨ１ 成立ꎮ 参与情报活动非情报部门数

量增加能够保证水电企业情报资源的获取ꎬ促进企

业海外情报能力的提升ꎮ 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深度

对企业海外情报能力有积极影响ꎬＨ２ 成立ꎮ 非情报

部门深入开展情报活动能够保证水电企业情报资源

的积累与沉淀ꎬ促进企业海外情报能力的提升ꎮ
水电企业不应忽视情报不可视性、路径模糊性

等属性导致的情报活动独特性ꎬ过分强调情报知识

库和情报网络的建设ꎮ 水电企业需要塑造氛围环境

和制度建设为基础的治理活动ꎬ双管齐下更好发挥

情报资源的作用ꎮ 首先ꎬ构建以共享为基础的企业

愿景ꎬ在员工之间建立信任与默契的关系ꎬ以消除情

报共享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ꎬ提升员工参与情报工

作的积极性ꎮ 其次ꎬ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与激励机

制ꎬ规避情报工作中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ꎬ通过这种

方式改善员工的情报共享行为ꎬ调动员工情报分享

的意愿ꎮ
４ ２　 情报部门协同治理的中介效应

情报部门协同治理在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和企

业海外情报能力之间具有中介作用ꎬＨ３ 成立ꎮ 通过

合理治理机制与组织结构的建立ꎬ情报部门能够帮

助非情报部门明晰情报转化过程ꎬ为情报的产生提

供最优化路径和条件ꎬ并为推动企业海外情报能力

的提升奠定基础ꎮ
对水电企业而言ꎬ情报部门协同治理的内涵包

括组织架构、激励与规制、企业情报文化等诸多方

面ꎬ更倾向于从制度层面对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的

引导与规制ꎬ企业需要深刻理解其内涵ꎮ 但需要关

注的是ꎬ情报部门协同治理作用的发挥是正式治理

机制与非正式治理机制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企业若只重视某方面治理机制的发挥ꎬ很可能出现

治理效果不符合预期等情况的发生ꎮ 在实践中ꎬ水
电企业要建立以学习型为主的企业文化ꎬ注重部门

及其内部员工的协调发展ꎬ促进部门之间情报知识

的共享与整合ꎮ 在此过程中满足员工的利益诉求ꎬ
最大限度地将员工所掌握的情报知识、工作经验和

诀窍显性化ꎮ 与此同时ꎬ企业要积极组织情报知识

和技能的相关培训ꎬ提高员工的情报意识和学习能

力ꎬ使其在掌握情报知识之后ꎬ有能力在从事业务工

作的过程中从复杂事件中抽象出对企业经营有价值

的情报信息ꎮ

５　 结　 语

本文研究了水电企业非情报部门情报活动对企

业海外情报能力的影响ꎬ情报部门协同治理在非情

报部门情报活动与企业海外情报能力之间具有中介

作用ꎮ 将非情报部门范围及其情报活动的深度作为

提升企业海外情报能力的重要维度ꎬ挖掘非情报部

门所具有的情报价值ꎬ弥补了水电企业在海外经营

背景下情报部门在情报收集、分析、处理等工作中存

在的缺陷和不足ꎮ 从情报价值增值的视角研究了非

情报部门所具备的情报价值优势ꎬ在非情报部门参

与情报工作的过程中阐释了其情报活动的全貌ꎬ有
利于水电企业及管理者全面认识非情报部门参与情

报工作的作用机理ꎮ

参考文献:

[ １ ] 舒欢ꎬ许俊丽. 中国水电企业在走出去历程中的形象塑

造:以密松水电站为例[ Ｊ]. 水利经济ꎬ２０１８ꎬ３６ (２):
４４￣４８.

[ ２ ] 蒋其发. 我国水电企业外包业务的发展[Ｊ]. 水利经济ꎬ
２００８ꎬ２６(５):６１￣６４.

[ ３ ] ＥＺＥＮＷＡ Ｏꎬ ＳＴＥＬＬＡ Ａꎬ ＡＧＵ Ａ 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Ｉｎｎｏｓｏｎ 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Ｅｎｕｇｕ ｓｔａｔｅꎬ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Ｊ].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８ꎬ１(１):２６￣３７.

[ ４ ] 郑荣ꎬ靖继鹏ꎬ刘姝宏. 企业竞争情报能力的影响因素

分析[Ｊ]. 情报科学ꎬ２００７ꎬ２５(８):１２６２￣１２６６ꎬ１２７６.
[ ５ ] ＣＯＬＡＫＯＧＬＵ 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 ｈｏｗ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 [Ｊ].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 ￣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４:１６１５￣１６２３.

[ ６ ] ＣＡＯ Ｇꎬ ＤＵＡＮ Ｙꎬ ＣＡＤＤＥＮ Ｔ.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Ｊ].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９ꎬ４４:
１２１￣１３１.

[ ７ ] 李明ꎬ贺伟ꎬ丁本洲. 基于 Ｓ２Ｂ 模式的小微企业竞争情

报多元协同供给机制研究 [ Ｊ]. 情报科学ꎬ２０１８ꎬ３６
(１２):５２￣５６.

[ ８ ] ＢＲＥＥＳＥ￣ＶＩＴＥＬＬＩ Ｊ.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ｏｏｌｓ 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１.

[ ９ ] 王晓慧ꎬ王康.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产业协作参与者

竞争情报协作研究 [ Ｊ]. 图书馆学研究ꎬ２０１８ (５):
１４￣１９.

[１０] 华坚ꎬ胡金昕. 基于舆情演化的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决策

信息传导机制设计[ Ｊ]. 水利经济ꎬ２０１９ꎬ３７ (２):１８￣
２５ꎬ６６.

５２



水利经济ꎬ２０１９ꎬ３７(５) 　 Ｅ￣ｍａｉｌ:ｊｊ＠ ｈｈｕ. ｅｄｕ. ｃｎ　 ｈｔｔｐ: / / ｊｏｕｒ. ｈｈｕ. ｅｄｕ. ｃｎ　 电话:０２５ ８３７８６３５０　

[１１] ＲＡＨＡＴＵＬＬＡＨ Ｍ Ｋꎬ ＲＡＥＳＩＤＥ Ｒ. Ｔｏｗａｒ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ｉｎｇ: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ｓｙｎｅｒｇｙꎬ ａｄｄｉｎｇ ｖａｌ￣
ｕｅꎬ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ｂｙ 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 ｅｎ￣
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Ｊ]. ＳＡＭ 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０８ꎬ ７３(３):２５.

[１２] ＷＩＫＬＵＮＤ Ｊꎬ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Ｄ Ａ.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ｌｌｉ￣
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Ｊ ].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２００９ꎬ ３３(１):１９３￣２１２.

[１３] ＲＡＤＵＬＯＶＩＣＨ Ｌꎬ ＪＡＶＡＬＧＩ Ｒ Ｒ Ｇꎬ ＳＣＨＥＲＥＲ Ｒ 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ＭＥｓ ｉｎ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５(１):１１３￣１３５.

[１４] 李芳ꎬ章恒全. 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信息共享机制研究

[Ｊ]. 水利经济ꎬ２０１７ꎬ３５(１):５５￣６０.
[１５] ＧＲＡＮＴ Ｒ 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Ｃａｌｉ￣
ｆｏｒｎｉ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１９９１ꎬ ３３(３):１１４￣１３５.

[１６]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Ｋ Ｍꎬ ＭＡＲＴＩＮ Ｊ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
ｔｉｅｓ: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００ꎬ ２１(１０ － １１):１１０５￣１１２１.
[１７] ＦＯＳＳ Ｎ Ｊ.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 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７ꎬ
１４(１):２９￣５２.

[１８] 丁源ꎬ陈洁ꎬ余菲菲. 竞争情报工作组织的全员模式研

究[Ｊ]. 情报理论与实践ꎬ２０１３ꎬ３６(４):２６￣２９ꎬ１６.
[１９] 李瑾.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竞争情报工作组织结构创

新[Ｊ]. 科技进步与对策ꎬ２００８ꎬ２５(９):１６７￣１７０.
[２０] ＭＡＲＣＥＡＵ Ｓꎬ ＳＡＷＫＡ 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ｗｏｒｌｄ￣ｃｌａｓｓ ＣＩ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ｔｅｌｅｃｏｍｓ [ Ｊ].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
ｖｉｅｗ: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ꎬ １９９９ꎬ １０(４):３０￣４０.

[２１] 姚伟ꎬ刘建准. 知识治理视域下竞争情报协同模型构建

[Ｊ]. 情报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３３(４):７０￣７６.
[２２] 刘冰. 我国企业竞争情报力测度实证研究[ Ｊ]. 情报学

报ꎬ２００９ꎬ２８(３):４５９￣４６８.
[２３] 李艳ꎬ赵新力ꎬ齐中英. 企业技术竞争情报活动对技术

创新绩效影响实证研究[ Ｊ]. 图书情报工作ꎬ２０１３ꎬ５７
(１０):８７￣９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０２ ２３　 编辑:陈玉国)


(上接第 １５ 页)
[１０] ＯＥＣ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 Ｐａｒｉｓ:ＯＥＣＤꎬ２００２.
[１１] 耿芳ꎬ董增川ꎬ管西柯.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南京市

用水效率与经济发展关系 [ Ｊ]. 水利经济ꎬ２０１７ꎬ３５
(１):２１￣２５.

[１２] 孔珂ꎬ徐征和ꎬ丛鑫ꎬ等. 山东省水资源价格波动效应的

投入产出分析[Ｊ]. 水利经济ꎬ２０１７ꎬ３５(１):３１￣３５.
[１３ ] ＶＥＨＭＡＳ Ｊꎬ ＫＡＩＶＯ￣ＯＪＡ Ｊꎬ ＬＵＵＫＫＡＮＥＮ Ｊ.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Ｊ]. Ｔｕｒｋｕ: Ｆｉｎｌ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ꎬ２００３ꎬ１２

(３):６￣９.
[１４] ＴＡＰＩＯ Ｐ.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ｄ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ｒｏａ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ｎ Ｆｉｎｌ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７０ ａｎｄ ２００１ [ Ｊ].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２００５ꎬ１２
(２):１３７￣１５１.

[１５] 王崇梅.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分析[ Ｊ]. 中国

人口资源与环境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３):３５￣３７.
[１６] 华坚ꎬ张瑶瑶ꎬ王丹ꎬ等. 西北五省水资源消耗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Ｊ]. 水利经济ꎬ２０１８ꎬ３６(４):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０５ ０９　 编辑:陈玉国)


(上接第 ２０ 页)
[１６]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ꎬ ＤＡＲＧＥ Ｒꎬ ＲＵＤＯＬＦＤＥ Ｇ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１９９８ꎬ２５(１):３￣１５.

[１７]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ꎬＤＡＲＧＥ ＲꎬＲＵＤＯＬＦＤＥ Ｇ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Ｊ]. Ｎａｔｕｒｅꎬ１９９７ꎬ３８７:２５３￣２６０

[１８] 王健民ꎬ王如松. 中国生态资产概论[Ｍ]. 南京:江苏科

学技术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１９] 张代青. 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水库生态调度研究[Ｄ].

武汉:武汉大学ꎬ２０１１.
[２０] 叶林奇ꎬ袁兴中ꎬ刘红. 御临河流域河流湿地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评价 [ Ｊ]. 资源开发与市场ꎬ２００８ꎬ２４ (１):
２２￣２４.

[２１] 陈仲新ꎬ张新时. 中国生态系统效益的价值[Ｊ]. 科学通

报ꎬ２０００ꎬ４５(１):１７￣２３.
[２２] 唐宁ꎬ廖铁军. 基于能值分析的土地生态经济系统可持

续性评价[Ｊ]. 安徽农业科学ꎬ２００７ꎬ３５(２):３４５￣３４７.
[２３] 赵欣胜ꎬ崔丽娟ꎬ李伟ꎬ等. 吉林省湿地调蓄洪水功能分

析及其价值评估[Ｊ]. 水资源保护ꎬ２０１６ꎬ３２(４):２７￣３３.
[２４] 赵景柱ꎬ肖寒ꎬ吴刚. 生态系统服务的物质量与价值量

评价方法的比较分析 [ Ｊ]. 应用生态学报ꎬ２０００ꎬ１１
(２):２９０￣２９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１１ ２８　 编辑:胡新宇)

６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