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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疫情的影

响，各国的经济受到了重创，企业之间的竞争上升到产

业间的博弈阶段。ICI是以提升国家或地区某特定产

业整体竞争优势从而开展的一项信息活动［1］。ICI可以

提高产业竞争力，是促进行业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一

直以来都是国家、地区、企业关注的竞争情报的关键所

在。著名情报研究专家、中国竞争情报事业开创者包

昌火研究员认为产业竞争情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科

技和经济情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产业竞争情报

与企业竞争情报的目的不同，它不是为某个特定的企

业获取竞争优势，而是为了使该产业整体最大限度获

取国际竞争优势［3］。

相关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 ICI开展研究，并且取得

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陈峰从基本概念、用户需求、产

品服务供给等9个方面分析了国内 ICI理论方法研究进

展，并介绍了以美国、加拿大为主的发达国家 ICI发展

水平较高的相关研究现状。胡笑梅对2016年之前国内

ICI现状进行了梳理，并指出了相应的不足及发展趋

势，为 ICI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鉴于目前国内 ICI
相关研究成果处于不断积累中，适时进行文献梳理是

必要的。故本文对国内现有的 ICI研究文献重新进行

探究，运用内容分析法将类目体系进行逐一编码，从时

间趋势、研究方法两方面分析这些研究文献的特点，并

基于 ITGinsight对作者合著网络进行可视化分析，然后

从主题角度把样本分为6个板块进行具体阐述。笔者

根据 ICI研究现状评述，进而提出建议，以期对国内 ICI
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1 研究方法与编码体系

1.1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最初起源于新闻学领域，该方法是一

种在常规阅读文献的途径之外，系统、客观地对文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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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明确未来方向，有望为领域内相关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

参考。借助内容分析法，归纳了研究主题，分别是 ICI概念及方法、分析框

架、服务、过程、风险预警及具体产业 ICI，并阐述了每个主题的重点内容。

结果表明，我国在 ICI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初步形成了稳定的研

究团队，且研究视角多元，研究内容相对集中。然而，研究方法以理论分

析与个案研究为主，规范的实证分析较少，研究力量与部分新主题的研究

深度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后续学者可尝试采用更科学的方法，加强对产

业间协作、多源数据整合、信息动态跟踪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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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进行分析的专门方法。这种方法面对内容的相关

性，主要研究内容与特定主题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而揭

示出内容的深层结构或发现内容所含的隐蔽信息。内

容分析法在图情领域应用广泛，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

人才培养、用户研究等方面，其中，学科发展在于通过选

择基本单元并构建类目体系，从学科整体、学科分支等

层次来研究学科发展现状［4］。除此之外，该方法也常常

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中。

1.2 问题假设与样本选取

当前，国内的 ICI研究文献总量还在持续增加，不

少学者尝试从新视角、新方法等维度进行 ICI的研究。

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梳理国内近年来的 ICI研究文

献，探究 ICI发展现状。笔者选择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

表的 ICI文献为研究对象，资料来源于数据库CNKI、超
星发现及维普等，选取“产业竞争情报”“产业CI”“产业

与竞争情报”为检索主题词，检索时间为2022年1月17
日，本研究将各数据库中相同的论文进行单一保留，最

终得到 338篇文献，其中 289篇来自学术期刊，27篇为

硕、博学位论文等。为了确保研究文献的代表性及科

学性，选取期刊学术论文作为分析的样本，把非核心期

刊及摘要内容相关性差等不符合要求的文献做进一步

筛除，最终确定了73篇与 ICI相关的文献。

1.3 编码体系

本研究把每篇文献的主题内容作为分析单元，期

望从整体上了解 ICI研究现状，进而通过文献归纳及研

究小组讨论的方式确定类目标准，并为不同的分类项

即文献的发表时间、文献主要研究方法以及样本文献

的主题进行编码。

经过检索各数据库，选取 ICI文献的时间为2009年
1月 1日—2021年 12月 31日，因此，从 T1~T13依次进

行逐文编码，期望可以找出近几年文献数量特点。文

献涉及的研究方法有个案研究法、文献综述法、社会调

查法、模型分析法及其他方法，因此将其编码为

M1~M5，然后对 ICI文献的主题内容进行编码，本研究

参考了胡笑梅总结出的 ICI的分析框架，选取其中的

ICI服务、分析框架、具体产业 ICI等 3个模块，同时，笔

者总结近十几年关于 ICI的内容，经过研究小组讨论并

在采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加入概念及方法、风险预警、

ICI过程 3个主题内容，更好地涵盖了 ICI的主题内容，

最后将概念及方法、分析框架、ICI服务、ICI过程、风险

预警、具体产业 ICI研究6部分依次编码为A~F，如表1
所示。

表1 类目编码体系表

体系维度

文献时间

研究方法

内容主题

编码

T1~T13
M1
M2
M3
M4
M5
A
B
C
D
E
F

类目

2009—2021年
个案研究法

文献综述

社会调查法

模型分析法

其他

概念及方法

分析框架

ICI服务

ICI过程

风险预警

具体产业 ICI
1.4 信度检验

在编码阶段，笔者邀请了本文的第三作者共同参

与编码，经过培训两位编码员最终都能够熟练掌握类

目界限和编码程序以及编码的技巧方法等，整个过程

中，笔者作为主编码员对73篇样本文献独立编码，另外

一位作为比较编码员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编码。编码

结束后，通过信度分析检验了两位编码员之间的编码

结果一致程度。笔者采用霍斯提公式计算信度，若该

系数大于 0.9，则说明这两位编码员通过了信度分析。

最终编码结果如表2所示，两名编码员之间的信度值为

95.89%，说明本文构建的类目体系可信度较高。

表2 类目信度表

层次维度

文献时间

研究方法

内容主题

平均信度

编码信度/%
1

93.14
94.52
95.89

信度是对文献编码一致性、分类准确性和方法稳

定性的检验。霍斯提公式表明当编码员编码信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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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以上时，编码过程具有可信性。若两位编码员同

时编码，分别编码的文献数量为N1和N2，其中一致的

编码数为M。则编码员信度=2M/（N1+N2）。
2 描述统计分析

2.1 时间趋势分析

自从“ICI”概念被提出后，十几年间相关的文献数

量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尤其在近5年出现了较多新颖

的文献。笔者选取了2009—2021年间的 ICI研究文献，

试图找出文献数量随时间变化的特点。

如图 1 所示，2009 年后相关 ICI 文献数量逐渐上

升，并且在2010年达到发表文献的峰值，这说明越来越

多的业界学者开始关注该领域。从 2010年到 2012年

ICI文献量呈现下降的趋势，期间 ICI分析框架及风险

预警的研究仍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2012年后发文

数量出现缓慢增长趋势，在 2016年再次达到发文量的

峰值，但是，在这之后 ICI发文量整体上呈现下降的趋

势。总的来说，ICI文献发表数量随时间的变化呈现不

稳定的状态，由此可见，ICI虽然已经受到部分学者的

认可，但研究成果数量相对有限，未来研究空间有待提

升。

ICI 文献的数量有限，但仍有部分已发表在图情

领域的核心期刊上，该类期刊影响因子较高且收录的

文献被引率也较高，普遍受到 ICI专家认可，如《情报

杂志》《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科学》《现代情报》等，

可见 ICI文献中不乏优秀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个

别 ICI文献发表在非图情核心期刊上，如《科技管理研

究》《中国软科学》《高技术通讯》等。（注：因选取样本

具有局限性，除上述提到的非图情核心期刊外，还包

括《农村经济与科技》《中国信息化》《企业技术开发》

等。）

2.2 研究方法分析

针对样本文献，笔者选取其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

作为统计指标，具体结果如表 3所示。个案研究法在

ICI文献中使用比较广泛，占比 30.14%，通过具体案例

来说明研究进展更具说服力，如以电子信息产业［5］为例

探讨 ICI价值的实现机理与可行性；在样本中有2篇文

献综述了 ICI的研究进展，对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

指导和帮助；社会调查法历来是学者从事研究所使用

的主流研究方法，其占比10.96%，其中大都采用了问卷

调查、实地调研及访谈等，以上3种方法是 ICI领域学者

收集数据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

表3 研究方法分析

编码

M1
M2
M3
M4
M5

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法

模型分析法

社会调查法

文献综述法

其他

文献数/篇
22
6
8
2
35

占比/%
30.14
8.22
10.96
2.74
47.94

近年来，模型分析法在图书情报学科中应用较多，

该类方法通过建立模型来解释内部的原理，进而佐证

研究结论，学者通常在 ICI服务建立模型，如技术 ICI服
务模型［6］、中小企业竞争情报模型等，但占比上相对个

图1 文献时间分布图

年份

发
文

量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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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研究法来说数量偏少；样本中不乏一些新颖的研究

方法，如PEST分析法、专利技术地图等。

2.3 作者合著

领域的核心作者往往能在较大程度上代表研究的

发展方向，他们所发表的文献有较高的被引率，并且被

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可根据普赖斯提出的“平方根定

律”来确定 ICI领域的核心生产者的分布情况，其定律

表达式为M=0.749（Nmax）1/2，Nmax为最高产的作者所发表

的文献数，得出M≈3.432 3，取整为 4，说明发表文献 4
篇及以上为 ICI领域的核心作者。如图2所示，发表 ICI
文献数量最多的4位作者分别为陈峰、赵筱媛、郑彦宁、

张立超。前3位均来自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他们

在 ICI研究中存在着合作关系。张立超来自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相关

研究领域的工作。ICI文献的其他作者大多与核心作

者有着合著经历，借助 ITGinsight可视化软件，不难看

出，除以陈峰、张立超所形成的合著网络外，郑荣、方

曙、朱庆华等数位作者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合著关系。

由此可见，ICI文献作者合著网络还处于不断完善及发

展中，研究成果的创新仍在不断积累。

图2 作者合著分布

表 4为 ITGinsight生成的机构分布表，笔者选取了

前12家机构。可以看出，国内的多家信息研究所、信息

中心、高校已然是 ICI研究的主战场。除中国科学技术

信息研究所外，湖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也是国内

较早开展 ICI研究的机构，曾与中信所积极交流合作，

产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两家研究所曾联合申请了

“产业竞争情报理论方法的基本问题及其实证研究”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在 ICI研究的推进历程中，高等院校也贡献着各自

的智慧，如中国科学院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辽宁

师范大学等，它们在文献发表的数量上占据优势。以

吉林大学的郑荣［7］为例，其构建了多源数据融合框架，

并探讨了 ICI智慧服务在多层次发挥的作用，为 ICI服
务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3 主题分析

经过描述统计分析后，对文献的主题内容进行深

层次归类探究。自2009年 ICI概念提出后，逐渐受到竞

争情报业界学者的关注，经过十几年的成果沉淀，国内

的 ICI理论体系呈现不断完善的趋势，尤其近5年来随

着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影响，许多专家

学者开始从一些新颖的视角来研究 ICI。为了分类详

尽，笔者从一级类目中提炼出二级类目，把所选取的样

本文献进行归类分析，具体情况如表5所示。

3.1 ICI的概念及方法

该主题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ICI的概

念、ICI 的作用、ICI 特征及意义，分析方法，经验性总

结、发展现状梳理。

早期的 ICI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方法、作用等层

面。陈峰等针对国内钢铁行业出现情报缺位、企业竞

争情报无法应对国际上产业间激烈竞争的情况，率先

提出了“产业竞争情报”这一术语。随后有学者在该概

念的基础上把 ICI定义为通过对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

表4 机构隶属关系分布表

机构名称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

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吉林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湖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

文献数/篇
29
9
9
5
4
4
3
3
3
2
2
2

占比/%
39.73
12.33
12.33
6.85
5.48
5.48
4.11
4.11
4.11
2.74
2.7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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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产业所处的产业竞争环境进行检测，并把影响产

业发展的相关情报要素进行一系列处理，进而制定出

ICI战略，从而为该国或地区产业整体竞争力提升提供

服务［8］。该观点与陈峰的不同，他们更倾向认为 ICI是
一种服务产品而不是一个过程。

随着研究的深入，ICI方法逐渐受到相关学者的关

注，该类研究集中在产业链理论［9］、专利技术关联［10］等

视角下进行。这些新颖的视角势必会给 ICI研究带来

新气象，但研究往往不够深入，缺乏连贯性的探讨。涂

彦等［11］总结了十几年来湖南省与法国竞争情报的交流

经验，为进一步促进中法两国的 ICI合作打下坚实的基

础。

3.2 ICI分析框架

该主题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分析框

架下情报要素间关系、产业链主体影响因素、不同产业

层次研究、应用实例研究、机制运作研究。

框架研究一直是 ICI 学者关注的热点，通过分析

具体的框架使要素之间的关系更加鲜明，以便于进一

步阐述观点，当前分析框架大都基于理论视角来进行

研究。鲁晶晶等［12］是国内较早开展分析框架研究的

学者，他们从产业链视角出发重点分析了产业链内部

所涉及的各类情报要素，并且建立了 ICI框架，有助于

引导产业流动、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效率。黄立

业等［13］从产业全局思维出发，建立了基于专利分析的

竞争情报分析框架，并采用专利分析的手段对产业环

境、产业链及技术链进行了综合分析。王超等［14］引入

了创新链理论，构建了一种新的 ICI分析框架，并以国

内基因工程疫苗产业为例进行了应用研究，揭示了该

产业竞争态势并论证了基于创新链角度分析框架的

可行性。框架的建立与内部构成要素联系密不可分，

部分学者在分析框架的同时探究了要素之间的机制

原理。

3.3 ICI服务

该主题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主体在

供给服务中的作用［15］，服务平台及体系的构建研究，用

户需求识别、需求调查，服务策略、供需模型、服务模式

研究等。

ICI 是一种能够提升产业竞争力的产品，从而使

其自身具备服务的特性。早期学者选取了几个典型

的国家、地区对其 ICI供给服务过程中政府发挥的作

用进行了深入探讨［16］，为我国政府从事 ICI工作提供

了理论经验。在市场经济中，擅长情报分析的企业会

与急需信息产品的企业达成合作，获得该竞争对手的

情报并制定相应的措施，从而使企业能更好地把握市

场局势。ICI服务的供给方式主要以构建系统、平台

为主。邱羚等探讨了产业园区竞争情报服务链的结

构要素和运行机理，设计了产业园区竞争情报服务平

台。ICI服务以用户的需求为导向，从而使产业快速

占据市场份额。有学者总结出了基于 ICI用户需求识

别的 12种方法［17］，其在企业-国家-政府层面有较大

的普适性，另外对识别其他领域的用户需求也有借鉴

价值。服务模式的构建有助于理解 ICI服务的整个过

程。高士雷等［18］是较早开展 ICI 服务模式研究的学

者，他们从产业集群的角度提出了 ICI 运行的模式。

赵筱媛等［19］在构建 ICI服务模式分析框架的基础上，

通过分析发达国家的 ICI实践工作，进而提出了 ICI服
务模式的特征，为国内深入开展 ICI服务模式研究提

供了参考价值。

3.4 ICI过程

该主题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多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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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类目

概念及方法

分析框架

ICI服务

ICI过程

风险预警

具体产业 ICI
总计

二级类目

基本概念

分析方法

发展现状、进展

理论、视角的分析框架

机制研究

供给主体

供给方式

用户需求

服务模式

竞争态势

竞争对手识别

竞争战略

风险识别、评估

风险预警体系

能源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编码

A1
A2
A3
B1
B2
C1
C2
C3
C4
D1
D2
D3
E1
E2
F1
F2

文献数/篇
6
6
3
9
2
4
6
10
9
3
3
1
2
2
3
4
73

占比/%

20.55

15.07

39.73

9.59

5.48

9.59
100

表5 主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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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下的竞争态势影响研究、竞争力评价、CI协作与共

享、竞争对手识别及分析方法以及竞争战略制定。

当前，随着国际竞争形势的日益严峻，产业要提高

整体竞争力并扩大竞争优势，就必须洞悉产业内及产

业间的竞争态势，识别并分析潜在竞争对手，根据产业

资源及能力制定合理的竞争战略。了解产业竞争态势

是 ICI过程的前提，国内学者比较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如汪满容等［20］运用专利地图的方法扫描出了全球产业

大数据技术竞争态势。竞争对手分析是 ICI过程中的

重要内容，如郑彦宁［21］在研究国内风能产业的基础上

提出了 ICI竞争对手的识别方法，该研究对其他产业竞

争对手的识别极具借鉴价值。陈峰［22］从 ICI视角介绍

了一种国外竞争者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评价方法，该

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国外竞争者之间的评价，还可以

应用于国内竞争者之间竞争力的评价。竞争战略制定

是 ICI过程的最终环节，通过分析国家、地区的竞争环

境、竞争对手的信息，及时调整适合产业可持续发展的

决策，从而在更大程度上赢得竞争优势。

3.5 风险预警

该主题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ICI 在
风险预警中的可行性及实际应用研究、运行模式研

究、风险评估方法研究、产业风险识别及CI预警模型

研究［23］。

产业风险预警是为了识别风险，方便产业在有限

的时间内制定防范措施，从而避免因预警不到位造成

的损失。目前，国内 ICI风险预警集中于体系的构建、

风险的识别及评估等方面，迄今已经产出了一些有价

值的理论成果。张立超、房俊民、高士雷等是国内较

早研究风险预警的学者，他们强调了 ICI在全球产业

风险预警中的作用，率先构建了基于 ICI的产业风险

预警体系并论述了相应的思路［24］。王康等［25］从情报

流和业务流出发，建立了基于用户层、系统层、环境层

的 ICI预警体系。及时对 ICI的国际市场环境进行监

测和跟踪是非常必要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是进行

预警的前提。申红艳等［26］提出了一种适合政府主导

的区域战略新型产业风险评估方法，从产业自身维

度、产业环境维度和竞争对手维度构建了风险评估框

架。风险预警是产业有序开展竞争情报活动的有力

保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给产业实践提供了相应

的启发。

3.6 具体产业 ICI
该主题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能源产

业研究，如风电产业、电子阅读产业、金属产业等［27］；新

兴产业研究，如新能源汽车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老年

智能穿戴设备产业等［28］。

特定产业的研究对相关产业及地域开展 ICI工作

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在 ICI概念提出初期，研究最多的

产业是能源产业，特别是风电产业。如王娟娟等［29］研

究了我国风电 ICI工作的现状，分析出该产业目前竞

争情报需求情况和竞争情报工作中的瓶颈问题，并提

出了合理化建议。陈峰［30］以风能产业为例对 ICI的用

户进行了细分，最终确定了不限于企业的 9个用户群

体。随着国家对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视，新兴产业逐渐

受到业界的关注。有学者从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产

业等4个层面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情报需求

问题，指出这些竞争情报需求将催生新的 ICI业务［31］，

为 ICI在新兴产业中的应用指明了方向。张婧等［32］把

ICI引入了地方新能源汽车产业。除此之外，近年来，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生物医药类文献数量急剧增

多，刘光宇等［33］在国家安全观角度探析了生物医药

ICI理论的可行性。

4 研究评述

通过对近13年的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我国的 ICI
研究成果还在不断积累中，尤其是个别文献被非图情

领域的期刊收录，其中不乏为核心期刊，足见国内 ICI
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绩。综上所述，接下来从3个方面

对 ICI研究进行评述。

首先，从研究视角来看，近年来不少学者从开放创

新、多源数据、活动理论等视角研究了 ICI服务供需及

框架分析的理论进展，也有尝试从国家形势层面出发

研究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甚至上升到国家间正面对

抗的高度，如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生物医药 ICI研究。

这些研究视角较为新颖且相当客观，发表后文章被引

率较高，受到业界的认可，然而该视角下文献的数量有

限，缺乏深层次的研究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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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研究内容范围来看，现有的文献大多关

注分析框架、服务供需、风险预警等方面的探索性与

描述性研究，而 ICI过程的文献数量非常有限，并且缺

乏开创性研究。未来可以从企业竞争情报领域借鉴

一些比较成熟的理论及方法应用到 ICI过程研究中。

最后，从作者合著来看，有过合著关系的作者大

都出自同一机构且研究方向相近，如郑荣、杨竞雄、张

艺源等均来自吉林大学，而不同机构的作者的合作次

数较少且未形成稳定的合著网络关系。未来合著可

以建立相邻学科间联系，促进学者间的交流与合作，

以期产出更多高质量、综合性的研究成果。

5 总结与展望

当前，我国在 ICI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初

步形成了稳定的研究团队，且研究视角多元，研究内容

相对集中。然而，ICI研究方法以理论分析与个案研究

为主，规范的实证分析较少，研究力量与部分新主题的

研究深度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为此，本文尝试提出以

下研究议题，以期启迪后续学者的思考与探索。

第一，产业间竞争情报协作研究。风险预警研究

自 2010年至今一直是 ICI领域学者关注的重点内容，

然而，单独的产业防范风险能力总是有限的，尤其在

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下，产业间竞争情报的

协作势在必行。产业可以通过 SWOT方法，及时分析

自己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从而制定更加科学的

竞争战略。产业之间的协作可以实现多方资源互补、

提高彼此的产业竞争力、逐步完善产业竞争制度。未

来研究可以尝试从不同产业CI协作运行机制、协作程

度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

第二，多源数据整合下的 ICI 研究。在大数据时

代，多源数据融合应运而生。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理应

建立多源数据的融合，打破各自为营的信息孤岛。通

过把同型异源、异质异构的数据进行选取、分析、融合、

挖掘，从而得到更加全面的情报知识，对政府政策的制

定及举措的实施提出可靠的建议，为企业中层、高层管

理者的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进一步对产业的未来

发展趋势进行精准预测，进而扩大产业的竞争情报优

势，最终实现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多源数据

整合下 ICI的现实问题、解决方案及其应用案例研究都

将是未来 ICI研究的重要议题。

第三，产业信息动态跟踪研究。传统的信息处理

需要通过收集、整理、分析等步骤提炼出有价值的情

报，然后为企业高层提供决策上的支持，这一系列操作

相对来说较为繁琐。另外，产业内信息瞬息万变，尽管

情报人员花费了大量时间仍不能收集到全部信息，导

致情报的质量难以保证。因此，产业做好信息动态跟

踪尤为重要，该手段依托于智能化技术，开展全景式扫

描自主感知并筛选、识别重点信息动向及实施预警信

息推送，从而辅助情报人员提炼、归纳总结情报信息，

生成竞争情报产品。未来研究可以尝试从信息动态跟

踪模型的构建、运行的原理等方面进行深层次探讨。

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选取样本时只采用

了被核心期刊收录的文献，故样本量较小；研究方法分

析中对使用多种研究方法的文献以主要研究方法进行

提取，难免存在误差，这是笔者在未来研究中应努力改

善的地方。当前学术界处于学科交叉的时期，国内 ICI
应把握机遇，引入一些跨学科的新概念、新方法、新技

术，从而加强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实现学术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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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 of Industrial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in China

CAOMingshuai，ZHI Fengwen，MA Xiaoqi

ABSTRACT：This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Industrial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ICI）in China during 2009-2021，aiming to clarify research status of the research，clarify the future directions，and pro⁃
vide som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scholars in the field to conduct more in-depth research. With the help of cont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themes，including ICI concept and method，analysis framework，service，process，
risk early warning and ICI in specific industries and elaborates the key contents of each the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
has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in ICI research，a stable research team has been formed initially，the research perspec⁃
tives are diversified and the research contents a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However，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mainly theo⁃
retical analysis and individual case studies，with less standardized empirical analysis，and the research power and depth
of some new topics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Subsequent scholars can try to adopt a more scientific approach and
strengthen the 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of inter-industry collaboration，multi-source data integration，and dynamic infor⁃
mation tracking.
KEYWORDS：industrial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content analysis method；status；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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