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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竞争情报工作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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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质生产力浪潮的来临，竞争情报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机遇在于数据资源丰富

化、政策支持与引导、跨界合作与资源共享等。然而，数据质量与安全问题、技术更新快与人才短缺、市

场竞争加剧等成为主要挑战。面对这些挑战，需通过提升数据治理与安全保障能力、加大技术与人才投入、

增强企业市场敏锐度与灵活应变能力等方法，充分把握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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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作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深度融合的产物，不仅推动了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

革，也为竞争情报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新质生产力的兴起为竞争情报提供了

更加丰富和多元的数据来源，以及更加先进和智能的分析手段，使得情报工作能够更加精准

地把握市场脉搏，为企业决策提供有力支持。然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带来了诸多挑战。

技术的快速更新要求情报人员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

同时，人才的短缺成为制约竞争情报工作发展的瓶颈。此外，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对

情报的时效性、准确性和深度要求越来越高，给情报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因此，深入研究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竞争情报工作的机遇与挑战，对于指导企业制定科学

的竞争策略、提升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分析当前竞争情报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与建议。 

一、相关概念 

（一）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作为新词，于 2023 年 9 月由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是全球政治意识

形态变化和大变局加速演进下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标志，是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要素升级和生

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动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
[1]
。截止目前，已经发表的相

关文献近 4700篇，讨论度极高，研究范围广泛，主要集中在理论内涵
[2][3]

、发展逻辑
[4]
、实

现路径
[5][6]

等方面，并实际取得了显著进展。 

（二）竞争情报 

“竞争情报”作为老词，起源于 20世纪 50年代，它是一个通过合乎职业伦理的方式收

集、分析和传播有关经营环境、竞争者和组织本身的准确、相关、具体、及时、前瞻性以及

可操作性的情报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对竞争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和解读，旨在为企

业提供战略决策支持。截至目前，已经发表的相关文献近 4500 篇，研究持续不断，主要集

中在体系建设
[7][8]

、发展路径
[9]
、影响因素

[10]
等方面。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与“竞争情报”在推动企业和国家竞争力提升方面具有共同

点，它们都强调创新、信息和决策的重要性。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革新和要素优化，重塑生

产方式和产业形态，而竞争情报工作则专注于收集、分析市场及竞争对手的信息，为决策提

供有力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加剧了市场竞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企业需要更加精

准、及时的情报来指导战略规划和决策制定。同时，竞争情报的深入应用也能促进企业更好

地把握市场机遇，规避潜在风险，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

发展。因此，有必要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研究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竞争情报工作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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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和挑战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有助于揭示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竞争情报工作如何发挥

更大作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它也提醒我们关注新质生产

力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如信息过载、数据安全等问题，以及如何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竞争情报体系，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机遇 

（一）数据资源丰富化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极大

地拓宽了企业获取数据的渠道与深度。如今，企业能够轻松触及并整合来自多元渠道的丰富、

全面数据资源，这些数据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繁多，涵盖了市场趋势、消费者行为、竞

争对手策略等多个维度。这些宝贵的数据资源为竞争情报工作构筑了坚实的基石，使企业能

够运用先进的分析工具与方法，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洞察与规律，从而对市场动态、竞争对

手的动向以及消费者的需求与偏好形成更加深入、全面的理解。这种深刻的市场洞见为企业

制定精准的战略决策、优化产品与服务、提升市场竞争力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政策支持与引导 

在新质生产力的浪潮中，竞争情报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政策红利。政府作为推动者，

通过制定一系列前瞻性的政策与措施，为竞争情报工作铺设了坚实的基石。如《政府工作报

告》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质生产力”列为十大工作任务之首。这一政策导向明确了

新质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竞争情报工作聚焦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提供

了方向。政府还制定了多项专项规划与实施方案，如《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推动制造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这些规划不仅为新质生产

力的发展提供了蓝图，也为竞争情报工作在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开展指明了道路。因此，政

策支持与引导成为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竞争情报工作蓬勃发展的强大驱动力。 

（三）跨界合作与资源共享 

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竞争情报工作迎来了跨界合作与资源共享的广阔机遇。企业不

再局限于传统行业边界，而是积极寻求与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合作伙伴携手共进。通过跨

界合作，企业能够整合各方资源，实现技术、人才、数据等多方面的优势互补，为竞争情报

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资源共享成为常态，企业间建立起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共同挖

掘数据价值，提升情报分析的深度和广度。这种跨界合作与资源共享的模式，不仅拓宽了竞

争情报工作的视野和范围，还促进了情报工作的创新与发展，为企业赢得市场竞争优势提供

了重要保障。 

三、挑战 

（一）数据质量与安全问题 

在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背景下，竞争情报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数据质量与安全问题

挑战。随着数据量的爆炸性增长，数据质量问题日益凸显。虚假数据、重复数据、不完整数

据等“数据噪音”不仅增加了情报分析的难度，还可能误导决策过程，导致企业做出错误的

战略判断。此外，数据安全问题也成为悬在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数据泄露、黑客攻

击等安全事件频发，严重威胁着企业的商业秘密、客户隐私和竞争优势。因此，如何在海量

数据中筛选出高质量信息，并确保数据的安全性与隐私保护，成为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竞争情

报工作面临的重要挑战。 

（二）技术更新快与人才短缺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持续创新与迭代。然而，技术的快速更新给竞争情报工

作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企业需要不断引入新技术、新工具来提升情报收集与分析的效

率与准确性；另一方面，市场上具备相关技能和经验的人才却相对短缺，难以满足企业的需

求。这种技术与人才之间的不匹配，不仅限制了竞争情报工作的发展速度，也增加了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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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成本。因此，如何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提升情报团队的技术适应性和创新能力，成为

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市场竞争加剧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市场格局的重塑。在这一过程中，市场

竞争的激烈程度不断加剧。竞争对手可能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等方式快速崛起并抢占市

场份额，给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企业需要在竞争情报工作中保持

高度的警觉性和敏锐性，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和竞争对手的动向，及时调整战略方向和市场策

略。然而，这要求企业具备强大的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快速响应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对

于许多企业来说是一大考验。 

四、应对办法 

（一）提升数据治理与安全保障能力 

在应对日益凸显的数据质量与安全问题时，企业应首先加强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建立严

格的数据质量标准与验证流程，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如高效的数据清洗工具、智能去重

算法以及自动化数据补全机制等，以科技力量赋能数据治理，显著提升数据的质量与可靠性，

从源头上确保数据质量。同时，强化数据安全防护，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数据安全防护网，

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保护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机密性，实施严格的访问控制策略以防止未授

权访问，并定期进行安全审计以监测并预防潜在的安全风险。此外，为了有效应对可能发生

的数据泄露等安全事件，企业应未雨绸缪，建立健全的数据泄露应急响应机制，确保一旦发

生安全事件，企业能够迅速响应、有效应对，将损失降至最低。 

（二）加大技术与人才投入，促进融合发展 

面对技术日新月异的快速更新与行业内专业人才短缺的双重挑战，企业应积极采取策

略。首先，在技术研发领域加大投入力度，致力于探索并引进最前沿的情报收集与分析技术，

特别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挖掘等尖端科技，显著提升情报工作的效率与精确度，赋予企业更

强的智能化决策能力，使企业在信息海洋中迅速捕捉并解析关键情报。同时，企业必须高度

重视人才培养与引进工作。通过深化校企合作，搭建产学研用融合平台，吸引并培养具备创

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情报人才。此外，开展定期的专业培训，不断更新团队成员的知识体系

与技能结构，确保他们始终站在技术发展的前沿。促进技术与人才的深度融合，形成技术与

人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增强市场敏锐度与灵活应变能力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为了稳固并扩大其市场份额，必须全面提升竞争情

报工作的敏锐度和前瞻性，建立一套高效、精准的市场监测机制，能够实时、准确地捕捉市

场动态，包括消费者趋势、行业政策变动、技术创新动态以及竞争对手的市场策略与行动等，

以此洞察市场先机，预见未来趋势，为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企业还需进一步加强

情报分析与决策支持的深度融合，将情报分析团队与业务决策层紧密联系起来，确保情报分

析成果能够迅速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市场策略和行动方案。通过跨学科、跨部门的协同合作，

充分发挥情报分析的价值，精准定位市场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制定差异化的竞争策略，从

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此外，为了有效应对市场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企业还需

不断提升自身的灵活应变能力，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战略方向和市场策略，保持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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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Work i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Productive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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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dvent of the New Productive Force wave, competition intelligence work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opportunities lie in the richness of data resources, 

policy support and guidance,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However, data quality and 

security issues, fast technological updates and talent shortages, and intensifying market competition 

become the main challenges. In order to fully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New Productive 

Force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methods such as enhancing data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capacity,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and talent, and enhancing the 

enterprise's market sensitivity and 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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