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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情报源与情报收集》

内容概要

公安情报源是公安机关借以获取情报、满足情报需求的来源。它是公安情报收集的前提，公安情报鉴
定的依据，情报机构情报保障的基础。常见情报源类型包括人物情报源、实物情报源，网络情报源和
机构情报源等。公安情报收集是公安情报工作的首要环节，同时又贯穿于公安情报工作的全过程，在
整个公安情报活动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位置。实施公安情报收集，应了解公安情报收集的原则、要
求、内容与流程，广泛开辟公安情报收集渠道，灵活运用各种情报收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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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情报源与情报收集》

作者简介

彭知辉：1971年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情报学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公安情报理论、群体性
事件等方面研究。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政法学刊》、《图书情报工作》、《情报资料工
作》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多篇，著有《公安情报学前沿问题研究》（合著）。参与或主持“群体性事
件情报工作研究”、“公安情报工作体系研究”等国家级、省部级和校级科研课题。

Page 3



《公安情报源与情报收集》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公安情报源
第二章 公安情报源建设
第三章 人物情报源
第四章 实物情报源
第五章 文献情报源
第六章 网络情报源
第七章 机构情报源
第八章 公安情报收集
第九章 公安情报收集程序
第十章 公安情报收集渠道
第十一章 公安情报收集方法（上）
第十二章 公安情报收集方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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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情报源与情报收集》

精彩短评

1、知识管理启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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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情报源与情报收集》

精彩书评

1、我在网络上认识并有幸能交流到的知识管理专家一共有两位：@萧秋水 和@海涛在职场 这两位达人
在我请求推荐一些关于个人知识管理的书籍时，秋水先生推荐了《佐藤可士的超整理术》和《整理的
艺术》，而海涛大神推荐了这本《公安情报源与情报收集》。到亚马逊搜书，幸运的是该书存货只剩
下一本的时候我下了单， 过了几天，书籍到货，迫不及待的一口气翻阅完，感觉知识管理专家的水平
的确名副其实，推荐的这本书正是我这样对知识管理略知一二却无从入门的新手极佳的启蒙书籍。一
、为什么是这本书这是一本专业型教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彭知辉副教授系中国公
安大学公安情报学系副教授，属于一本公安情报学的内部教材。听起来和知识管理这种个人成长管理
类的概念风马牛不相及，而实际上，这本书确实如何开展个人知识管理的最佳启蒙书之一。本书讲的
是情报收集，情报的收集既是公安情报工作的首要环节，同时贯穿于情报工作全过程。本书重点介绍
的是情报收集的原则、要求、内容与流程，以及开辟收集渠道和灵活运用的方法。个人知识管理的基
础呢，是把信息内化成知识，把隐性的知识显性化。重要的是建立自己收集信息的规范稳定的渠道和
流程，以及运用信息转换成知识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情报就是有价值的信息，因此情报收集就是信
息收集。从情报收集学上吸收知识管理的养分，的确是很具有参考价值的行为。二、集中分散规律的
启示在情报源建设的章节中，作者提出了情报源分布规律，对我启发最大的就是集中-分散规律。信息
源是不平衡分布的，地区、时间、机构和人员差异均有所不同，这是一种绝对现象，越接近信息的源
头，价值就越高。比如在丁香园社区提问关于医学方面的问题，得到的答复可能比qq问答上靠谱的多
，在excel home论坛上查询电子表格方面的知识技巧，比在一般的杂志上要集中丰富得多，这种富集效
应在平时学习以及资料检索时应该好好利用，平时多关注收集一些专门的高端的网络（或现实）“情
报源”，对自己快速收集信息和检索将会有很大帮助。同时也要注意防止过分信赖手里掌控的信息源
，忽视了分散信息点，从而出现信息盲区的现象。三、大脑情报源中隐性知识显性化人的大脑中的知
识，特别是隐形的知识，因为高度意会，难以表达，不易交流的特点，“隐性知识-显性知识-隐性知
识”的知识转移一般性渠道因为交流时间成本高、知识拥有者的独占心理等原因效果不佳，可以通过
“隐性知识-隐性知识”的方式进行知识转移，书中认为人际网络是隐性知识转移的主要通道，尽可能
通过知识载体的交流讨论，实现隐性知识的转移和吸收。而知识转移完成以后，一定要尽快进行显性
化，通过表述、编码等方式，让现有知识资源系统化并继而进行知识的创新，这个过程中又会产生更
多的隐性知识，这个过程也同时是知识增值的过程，并可以有效促进知识链上的知识循环。四、人际
网络是知识管理的重要信息源人际交流中的信息交换可以弥补个体在信息收集方面的不足；也是实现
资源互补的需要。目前互联网时代的组织结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扁平化，虚拟社区也为人际交
流创造了绝佳的外部环境。通过各种信息化渠道，把有价值的信息和有信息需求的人们连接在一起，
可以构建很好的人际关系网络，也有利于人脉资源的聚合。节点和联系，构成了人际网络的基本结构
和框架，找准节点以求重点突破，把握联系由弱转强，则是人际网络信息源的重点建设方向。五、文
献信息是知识管理的重中之重对于个人知识管理来说，文献检索和收集是最常见，最重要的高价值信
息源，但如何收集检索文献信息却少有深入的阐述。文献资料中，对于电子化的论文等资料，我们可
以通过goole或者万方等检索平台，很方便的检索复制和收集，而对于实体的文献资料，检索的方式技
巧还相对落后。特别是对于非正式的文献资料，比如我们工作中的内部学习刊物，内网信息等等非正
式出版物，往往具有巨大的专业信息效益，切切不可轻忽。除此之外，本书对于信息整理和收集的方
式方法方面也有很多很新颖独特的技巧，很大程度上自己采集和整理信息，并实现系统化有很大的好
处。总之，因为互联网时代的知识管理有很大一块其实是在情报检索和信息收集上，而本书，则是最
棒的情报检索和信息收集的启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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