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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竞争情报论· 

程 愚，邓友诚 
(重庆师范大学 图书馆，重庆 400047) 

摘要：本文从企业应用的角度阐述了竞争情报概念以及它包涵的具体要素，详细论述了竞争情报搜集的基本原理及处理过 

程中的注意事项，为竞争情报的分析做好准备工作，使情报人员能将精力集中在关键的分析工作上，并结合当前的发展主流阐述 

了竞争情报的主要分析方法，文中结合实际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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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rporation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CHENG Yu，DENG You·cheng 

(Library ofChongqing Normal Univers ，C 400047，China) 

Abstract：Thepaperfirst expoundsthe COnCeption ofcompetitiveintelligence andpoints outitsmeaningfrom theansle of corporation 

application，and then discusses o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information-collected and the important things of information-processed，which is 

the preparative works，SO that the inteUigencer can concentrate their attention on pivotal intelligence analysis．It finally expounds the main 

methods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 and puts forward some material methods and stand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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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奈斯比特曾经认为，我们周围充满了信 

息，但却缺少真正意义的情报。与此同时，随着市场 

经济的日益发展，有关竞争对手和竞争环境的信息越 

来越丰富与重要，迫使人们不得不研究竞争情报的基 

本内涵，以及搜集、处理与利用企业竞争情报为企业 

生存和发展服务。 
一

、竞争情报的定义 

竞争情报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在 

人类社会的广泛领域中，与竞争活动相伴随的情报活 

动普遍存在，但作为有理论、有实践、有组织并且有职 

业化特征的竞争情报概念的出现只有近20年时间。 

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简称CI)一般 

是指竞争主体为保持竞争优势所需要的一切有关竞 

争对手和竞争环境的情报，如相关的原料产地、价格、 

技术设备和人员素质、管理水平、市场范围、营销方法 

等。此外，还包括宏观的环境要素，诸如人文、地理、 

社会以及政治环境等；从广义上讲也包括搜集、处理、 

分析相关信息的活动本身。一般而言，竞争情报包括 

三个要素：本企业和竞争对手；竞争环境(包括政策、 

市场、技术等)；竞争策略。 

在现代国际经济环境下，竞争情报活动是特定的 

经济组织乃至政府机构目标明确的情报活动，它具有 

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一指反映参与市场竞争的同类 

经济组织产品、技术和商务活动的准确信息；二指它 

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 

益；三指它是对初始信息进行类比、评估、分析和内容 

重组的结果；四指权利人出于自身利益，往往要全部 

或部分地保护已有的情报，不为他人所用。 

二、竞争情报信息的搜集 

在初步了解竞争情报的背景和定义的基础上，还 

必须要学会如何去搜集和发现生活中的竞争情报，信 

息搜集是竞争情报工作的基础，是通过公开渠道搜集 

原始信息的过程。在竞争情报规划工作的基础上，制 

定好搜集的范围和渠道，搜集大量相关的信息，为竞 

争情报处理和分析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在进行信息搜集工作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几个基 

本原理：(1)信息的流动不可避免，凡有交易的地方就 

有信息交换。特别是对于企业而言，必须同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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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从而产生信息的流动。在交易活动中不仅涉及 

到买卖双方，还涉及到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因此每 

一 项交互都透露信息，通过对这些交互的了解就可以 

发现和掌握信息源。(2)信息的传递过程并不规则。 

例如有关某公司的信息一经释放，在到达公众领域之 

前基本的传递顺序是这样的，即将宣布某事的传言在 

公司内部传播；正式公布之前经济人、供应商、经销商 

中的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已经知晓；事件在公司内部正 

式公布；有关消息通过展销会、商业报刊、销售人员传 

递到产业界；普通报纸对事件加以报道；相关信息可 

能被收人数据库；相关文章被载人光盘或编辑成册收 

入图书馆。因此一般而言，在链条中越靠前的信息越 

有价值但准确性越低。在我们进行信息搜集的过程 

中，根据这一原理对信息的价值以及准确性进行判 

断，对于后面的信息处理和分析有很大的价值。(3) 

在信息搜集过程中，商业秘密并不重要。运用伦理和 

法律许可范围内的搜集和研究方法不可能获取竞争 

对手的商业秘密，但商业秘密并不是竞争情报工作的 

目标，商业秘密可能仅代表需要了解的竞争对手的所 

有信息的5％。企业需要的是战术信息和战略情报， 

这些均可以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搜集和分析。关键 

在于商业秘密并不是成功的保证，定价策略、品牌形 

象、广告战略、销售策略等更加重要。(4)信息的集中 

与组合是影响竞争情报价值的重要方面。竞争情报 

是通过大量零散信息的集中和组合而产生的。情报 

生成过程相当于七巧板和拼图游戏。因此信息的搜 

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累积过程。 

在掌握了以上的原理后，需要对信息的来源进行 

确定，并从适当的渠道获得这些信息。具体的信息渠 

道可以分为公共领域和非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主要包 

括：政府部门、证券交易所、媒体(如报纸、行业杂志、 

电视讲话、新闻访谈、招聘广告、分类广告等)、剪报服 

务、财经类出版物、行业协会、展销会、商务图书馆以 

及工业词典、案例研究和论文、统计资料、文献索引、 

检索服务、公司公告、资深馆员、商会等，除此之外，In— 

temet也成为了搜集信息的主要渠道。而非公共领域 

则包括通过询问客户、供应商、对手的雇员和前雇员、 

产业关键客户(既购买本公司产品又购买竞争对手产 

品)，或聘请专业管理顾问、设计顾问，以及抢聘竞争 

对手的顶梁柱、搜集竞争对手的废弃物等。 

针对不同的信息内容选择不同的渠道是获得有 

价值的信息的关键因素。一般认为信息搜集的最佳 

时机是竞争对手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在大变化或 

大动荡时刻，政府、行业、研究部门和公众媒体对某些 

公司或产业的注意力大大增加，导致大量有关目标公 

司以及其受影响的子公司和从属单位的信息出现。 

同时竞争对手的信息防火墙会出现漏洞(或是在对本 

企业不利的环境中不得已向外界公布信息，或是在对 

本企业有利的环境中出于树立形象等原因主动向外 

界透露信息)。综合结果就是与竞争对手相关的信息 

大幅度膨胀。主要的大变化时刻包括公司的剥离、收 

购、破产、法规变动、产权改革等，常见的竞争情报信 

息搜集渠道如表 1。 

表 1 竞争情报信息搜集渠道 

竞争情报的搜集渠道 

报刊和专业杂志 行业协会出版物 产业研究报告 

政府出版物 互联网及数据库 工商企业名录 

企业招聘广告 企业内部员工 经销商 

客户 行业主管部门 展览会 

信用调查报告 专业调查咨询机构 供货商 

竞争对手 产品样本、手册 卜 

小道消息等 

三、竞争情报的信息处理 

信息的处理过程主要是对搜集到的原始信息进 

行初步处理以便于进一步分析，包括信息的格式转 

换、记录、集中、分类、组合和评级。信息处理的首要 

工作是将信息集中、记录和组合，具体的处理工作尽 

量由企业内部较低层次的部门和人员完成，使分析人 

员将精力集中在关键的分析工作上。 

信息处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所搜集的信息 

进行评级。评级的主要标准是信息源的可靠性和资 

料本身的可靠性。根据信息可能的准确度和信息源 

的可靠性将流人情报单位的原始信息“定级”，不仅有 

助于分析员跟踪原始信息的相对价值，并且还能帮助 

情报经理掌握各种潜在的竞争情报源的概况，有利于 

制定未来的搜集计划。 

信息源的可靠性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确定，分别是 

该渠道过去提供的信息质量、该渠道向你提供信息的 

动因、该渠道是否拥有该信息以及该渠道的可信度。 

通过这些标准，可以有效去除一些虚假信息，甚至是 

竞争对手有意泄漏的虚假信息，保证情报分析建立于 

真实的信息基础上。在资料本身的可靠性方面，可以 

通过其它信息源来证实，单一信息源不是可靠的信息 

源，一般将从单独信息源获得的信息主要用作为第一 

手资料对来自第二个信息源的信息加以证实。 

为了更好地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评级，很多情报 

机构和部门都建立了自己的评价系统，来衡量信息的 

真实程度，在实践中经常用到美国情报机构所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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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快速评级表(表2)。 

表 2 美国情报机构信息快速评级表 

信息快速评级袁 

信息源的可靠性 

A一完全可靠 

B一通常可靠 

c一比较可靠 

D一通常不可靠 

E．一不可靠 

F一无法评价可靠性 

信息的准确程度 

1一经其他渠道证实 

2一很可能是真实的 

3一可能是真实的 

4一真实性值得怀疑 

5一 很不可能 

6一无法评价真实性 

四、竞争情报的分析方法 

竞争情报分析是对原始信息进行综合、评价、分 

析，使信息转化为情报的过程，在情报工作中居于核 

心地位。进行竞争f青报分析，一般要遵循三条基本原 

理：一是大部分信息除非经过分析处理，本身没有任 

何价值，甚至隐含着风险；二是拼图游戏；三是竞争情 

报工作的第一个目标是找到答案，而不是分析。如果 

在搜集信息的过程中就能得到，就不再需要进行分 

析。竞争隋报分析的具体方法如表3。 

其中运用较为广泛的是 SWOT分析法。SWOT 

分析实际上是将对企业内外部条件各方面内容进行 

综合和概括，进而分析组织的优劣势、面临的机会和 

威胁的一种方法。其中，优劣势分析主要是着眼于企 

业自身的实力及其与竞争对手的比较，而机会和威胁 

分析将注意力放在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对企业的可能影 

表3 竞争情报分析的具体方法 

竞争情报分析的具体方法 

响上，但是，外部环境的同一变化给具有不同资源和 

能力的企业带来的机会与威胁却可能完全不同，因 

此，两者之间又有紧密的联系。 

随着竞争情报活动的逐步扩大和广泛开展，有关 

竞争f青报的新观念、新方法层出不穷，同时对理论和 

方法指导的需求愈来愈迫切。因此，社会开展竞争情 

报教育，提供专门的理论和方法指导，成为社会竞争 

情报实践的迫切要求，竞争情报也将在不断总结中完 

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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