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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网络空间智慧搜索基础研究”双清论坛，介绍了网络空间搜索面临的问题和

挑战，分析了大搜索的内涵及其特点，阐述了网络空间大搜索的科学问题和研究内容，讨论了大搜

索研究的预期目标和成果，并对网络空间大搜索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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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是指 从 互 联 网 搜 集 信 息，经 过 一 定 整

理以后，提供给用户进行 查 询 的 系 统。传 统 搜 索 引

擎填补了人们和信息空间之间的 信 息 鸿 沟，在 促 进

互联网飞速发展，加快互联网应用的普及方面，起到

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搜索 空 间 从 面 向 信 息 的 互 联 网 扩 展

到了人、机、物 互 联 的 泛 在 网 络 空 间［１］，网 络 应 用 模

式也从 Ｗｅｂ　１．０发展到了 Ｗｅｂ　３．０［２］，以及大数据

的出现［３］，传统的搜索引擎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新时

代的搜索引擎技术—大搜索引擎应运而生。

１　大搜索引擎面临的挑战

１．１　网络搜索空间的扩展

泛在网络空间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之上具

有自适应特性的智能网络，它通过 各 种 有 线 和 无 线

网络与物联网、互 联 网、传 感 网［４］相 融 合，综 合 应 用

海量的传感器、智能处理 设 备 等 终 端，实 现 物 与 物、

物与人、人与人之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的安全有

效连接，方便识别、管理和控制。

网络空间的扩 展，使 得 搜 索 范 围 由 互 联 网 扩 展

到“互联网＋物联网＋传感网”所形成的泛在网络空

间，搜索对象由传统的信息扩展到了物体、信息和人

物组成的三元世界。传 统 的、面 向 关 键 字 的 搜 索 难

以满足搜索空间扩展的需求，搜 索 引 擎 必 须 进 行 变

革，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１．２　网络应用模式的扩展

网络的应用模式从依靠点击流量取胜的综合门

户 Ｗｅｂ　１．０时 代，发 展 到 高 度 交 互、人 人 都 可 参 与

的 Ｗｅｂ　２．０，如社交网络应用，并向更高级的数据库

化、高度知识智能化的 Ｗｅｂ　３．０应用模式发展。在

Ｗｅｂ　１．０时代，主要以单向阅读的静态网络为主，商
业公司和少数人将大量的信息编辑、上传到网上，用
户通过浏览器获取信息，属于制 造 者 和 消 费 者 之 间

的关系。在以社交网络［５］为代表的 Ｗｅｂ　２．０时代，
任何人既是网络信息的消费者，也 是 网 络 信 息 的 制

造者，相 互 影 响，频 繁 交 互。在 Ｗｅｂ　３．０语 义 网

络［６］时代，则以网络化和个性化为特征，可为人们提

供更加个性化的智能服务。
以Ｇｏｏｇｌｅ和百度为代表的搜索引擎对 Ｗｅｂ　１．０

应用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现在 依 然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但在 Ｗｅｂ　２．０、Ｗｅｂ　３．０时代，数据具有模态多

样、快速产生、动 态 交 互、碎 片 化、变 化 演 绎 等 特 点，
给搜索引擎技术带来了新的挑战。

１．３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目前具有５Ｖ特性的大数据已无处不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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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规模 大，从ＴＢ级 别 跃 升 到ＰＢ、甚 至ＺＢ级

别，例如：２０１１年全球产生互联网数据达１．８ＺＢ，中

国联通上网 记 录 每 秒８３万 条；（２）数 据 类 型 繁 多，
例如文本、视频、音频、图片及其变化组合；（３）速度

快，数据高速 持 续 生 成，要 求 实 时 处 理；（４）不 确 定

性，数据不确定，来源不可信；（５）价值，大量的数据

中存在极有价值的信息。
各行各业正在运用不同的手段挖掘大数据的价

值，例如：中国移动运营商利用掌握的用户大数据分

析发现，随着微信的发展，短 信 业 务 大 幅 下 降，随 之

调整套餐，增加了利润；亚 马 逊 个 性 化 推 荐 系 统，基

于用户购买、浏览记录和行为历史进行大数据分析，
进行个性化推荐，实现了销售额增长３０％。随着数

据的不断发布和公开，通用的、可服务于广大民众的

搜索技术正成为迫切的需求。

１．４　搜索引擎面临的挑战

已有搜索引擎 按 其 工 作 方 式 主 要 可 分 为 三 种：
全文搜索 引 擎、垂 直 搜 索 引 擎［７］和 元 搜 索 引 擎［８］。
全文搜索引擎是通过从互联网上提取各网站的信息

创建数据库，用户输入关键词，搜索引擎将数据库中

网页按相关度排序，将这些网页链接返回给用户［９］，
如Ｇｏｏｇｌｅ、Ｂａｉｄｕ和Ｂｉｎｇ；垂直搜索专注于特定的搜

索领域和搜索需求，是搜索引擎的细分和延伸，可划

分为人搜索、物体搜索、服 务 搜 索 和 领 域 搜 索 等，如

大众点评网、同城网和房产搜索等；元搜索引擎是同

时在其他多个引擎上进行搜索，将结果返回给用户，
如 ＭｅｔａＣｒａｗｌｅｒ［１０］等。

面对 极 度 扩 展 的 搜 索 空 间，不 断 发 展 的 Ｗｅｂ
２．０和３．０应用模式，以及大数据价值挖掘等需求，
搜索引擎技术也面临着 挑 战。首 先，传 统 搜 索 引 擎

不能满足泛在网络空间中物体、信 息 和 人 物 的 搜 索

需求；其次，Ｗｅｂ　２．０和３．０等 应 用 产 生 数 据 速 度

快，具有动态性、短 文 本、碎 片 化、模 式 多 变、发 展 演

绎等特点；第三，如何将各个行业的数据价值挖掘服

务，变成一种通用的、可发 布 的、服 务 于 广 大 民 众 的

搜索技术；第四，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搜索引擎只是给

出存在性的结果，而是需要一组智能解决方案。
总之，传统的搜索引擎技术难以满足用户需求，

必须有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新一代搜索引擎，实现

从包含信息、人物和物体的泛在网络空间，日新月异

的 Ｗｅｂ　２．０和３．０应用模式，以及无处不在、动态产

生的大数据中获取信息，满足用户真实搜索意图，提
供有价值的智慧解决方案。

２　大搜索的内涵

２．１　大搜索基本概念

网络空间大搜 索 是 指 在 大 数 据 环 境 下，支 持 泛

在网络空 间 和 Ｗｅｂ　２．０／３．０应 用，支 持 对 人 物、信

息、物体搜索，在准确理 解 用 户 意 图 的 基 础 上，给 出

满足用户需求的智慧解答的全新搜索技术。
用户意图理解是指针对用户意图输入的多模态

特性，在 消 除 歧 义［１１］的 基 础 上，结 合 用 户 的 上 下

文［１２］和语义知 识［１３］，迅 速、准 确 地 理 解 和 确 定 用 户

的真实意图，从而缩短用户与搜索引擎的交互流程，
达到提高用户感受、获得精准搜索结果的目的。

智慧解答是在综合利用大数据价值和知识体系

的基 础 上，经 过 匹 配［１４］、推 理［１５］、计 算 以 及 众 包［１６］

等技术和方法，形成若干个智慧综合的解决方案，给
出真正满足用户需求的可供选 择 的 解 决 方 案 体 系，
而不仅仅是简单匹配的存在性搜索结果。

２．２　大搜索的特点

与传统的搜索 引 擎 相 比，网 络 空 间 大 搜 索 具 有

以下５个特点：
（１）泛网获取（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网络空间大搜索的泛网数据获取是指根据给定的目

标和任务，在泛在网络空间获取数据，其数据空间是

涵盖了人、物、信息的泛 在 网 络 空 间，获 取 的 数 据 类

型包括人、物、事 件、时 间、空 间 等 各 类 信 息，并 进 行

有效组织、存储和管理，为智慧解答奠定基础。
（２）意图感知（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ｉｎｇ）。大搜索引擎

结合用户请求的上下 文、时 空 特 性、场 景 感 知、动 作

情感等方式，支持在语义级别上 对 用 户 搜 索 意 图 进

行理解，并 以 恰 当 的 方 式 进 行 表 示，提 交 给 搜 索 引

擎。意图感知是大搜索 的 基 础，是 指 对 用 户 搜 索 意

图的精确化理解。
（３）多 源 综 合（Ｍｕｔｉｐ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ｓｉｏｎ）。

主要是指基于多模态数据（如文本、位置、传感器、交
通、图片、音视频等数据）进行多源关联推理，并给出

的多维度、多属性、多模态智慧解答。
（４）安 全 可 信（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是指搜索结果的可信性和对用户的隐私保护。不同

于传统搜索引擎给出的是存在 性 的 内 容，大 搜 索 需

要对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和加工，在此基础上给出综

合的解答，因此其结果的可信性至关重要；搜索中的

关联分析，会挖掘出潜在的用户隐私，因此需要进行

隐私保护。
（５）智慧 解 答（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传 统 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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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擎的搜索结果只包含用户输入关键词的匹配网

页，而网络空间大搜索引擎返回的 答 案 是 经 过 理 解

和推理综合的解答。具体过程是根据用户的搜索意

图，基于知 识 仓 库 对 关 联 的 知 识 进 行 求 解，通 过 推

理、统计、众包等多种推理 演 算 方 法，形 成 若 干 个 智

慧综合 的 解 决 方 案，并 将 之 以 合 适 的 方 式 提 交 给

用户。

２．３　大搜索引擎系统架构

如图１所示，搜 索 引 擎 在 信 息 世 界 的 地 位 是 填

补人与信息世界的信息断层，而网 络 空 间 大 搜 索 引

擎对于互联网用户的体验与应用将有革命性的提升

和改善，与传统搜索引擎相比，其基本流程的区别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关联 信 息 发 掘：即 对 泛 在 网 络 空 间 中 的 数

据获取和信息挖掘，包括互联网、物联网、社交网络、
医疗健 康、视 频 监 控、地 理 信 息 等 空 间 中 的 各 类

数据。
（２）知识 仓 库 构 建 和 管 理：即 面 向 泛 在 网 络 空

间的海量对象及关系进行建模，该模型支持语义级、
巨规模 实 体、关 系 及 其 演 化 的 表 示，并 形 成 知 识

立方。
（３）搜索 意 图 理 解：即 结 合 用 户 的 上 下 文 和 语

义知识等方法，迅速、准确地理解用户的真实意图。
（４）知识推 演：经 过 匹 配、推 理、计 算 乃 至 众 包

等技术和方法，形成若干个满足用 户 真 正 意 图 的 智

慧综合的解决方案。
（５）安全 隐 私 保 护：即 保 证 用 户 搜 索 的 全 程 安

全，使数据源可信、搜索过程可控、搜索结果可过滤。

３　科学目标和核心科学问题

３．１　科学目标

以网络空间大 搜 索 的 需 求 和 挑 战 为 研 究 目 标，
揭示大搜索的核心科学问题，采用 理 论 研 究 和 实 证

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索人们对泛 在 网 络 空 间 真 实

搜索意图的理解与表示机理，解决 泛 在 网 络 空 间 中

复杂海量的人、物体和信息等实体 以 及 实 体 之 间 关

系的模型构建以及演化机制描述 方 法，提 出 用 户 意

图在搜索空间的快速匹配模型和 方 法，探 索 泛 在 网

络空间中的搜索解答的安全可信 与 隐 私 保 护 机 理，
构建面向网络空间大搜索的运行 支 撑 平 台 及 环 境；
融合 Ｗｅｂ　２．０／３．０应用，面向社交网络、公共医疗、
音视频检索、热点事件追踪等典型应用领域，验证大

搜索相关的基础理论，构建网络空 间 大 搜 索 的 典 型

示范应用；提升我国在网络空间大 搜 索 的 原 始 创 新

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推动信息技术发展，满足国家安

全分析需求，抢占ＩＴ技术的战略高地。

３．２　核心科学问题与研究内容

网络空间大搜索的研究涉及以下五个科学问题

及研究内容：
（１）泛在 网 络 空 间 信 息 获 取 与 发 掘：以 一 定 的

策略和方 法、面 向 给 定 目 标 任 务，在 网 络 空 间 中 采

集、获 取 和 推 演 相 关 数 据 和 信 息。主 要 研 究 内 容

包括：
（ａ）面向 目 标 任 务 的 多 来 源、多 模 态 数 据 获 取

方法：面向各种应用领域和不同 数 据 模 态 的 目 标 任

务表示、匹配及获取技术；面向实时数据流的目标信

图１　大搜索引擎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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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采集技术；目标驱动的异构、异质数据的协同采集

技术；巨规模采集任务并行计算和管理平台技术；目
标采集数据的完整性和精确性评估模型等。

（ｂ）面向 目 标 任 务 的 关 联 数 据 发 掘 方 法：数 据

关联推演知识的表示、管理以及基 于 推 演 的 间 接 数

据获取方法；基于上下文的多模态 数 据 关 联 挖 掘 方

法；场景、时空感知的关联 数 据 挖 掘 分 析 方 法；基 于

众包、标注等方法的关联数据挖掘方法等。
（ｃ）巨规模、多模态实时数据流的清洗方法：基

于滑动窗口数据摘要及优先队列的重复数据删除技

术；基于编辑距离算法的异构相似数据匹配技术；基
于情景语义描述模型的噪音数据清洗技术等。

（ｄ）泛在 网 络 空 间 数 据 融 合 与 冲 突 消 解 方 法：
基于数据依赖关系图的多模态异构数据的融合计算

模型；情境驱动的多层次融合和情景语义描述模型；
基于本体论的多层次（数据级、特征级、决策级）数据

冲突消解方法等。
（２）知识 仓 库 的 构 建 和 管 理：在 给 出 泛 在 空 间

巨规模实体关系统一建模知识表 示 的 基 础 上，再 对

知识从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等方面进行聚合、组织和

关联，并维护其最新状态，提 供 高 效 的 查 询、匹 配 和

推演等操作。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ａ）巨规模 实 体 关 系 的 表 示 模 型 和 方 法：基 于

超图的统一实体关系表示模型；实 体 间 巨 复 杂 关 联

关系及其演化的表示方法；实体多 维 属 性 及 其 时 空

变化的表示方法；基于实体关系表 示 模 型 的 实 体 查

找、关联、推演等演算方法。
（ｂ）基 于 实 体 关 系 模 型 的 知 识 仓 库 组 织 和 管

理：面向概念、事件、人物等 目 标 的 巨 规 模 知 识 组 织

管理方法；多维度、多尺度的知识高效匹配和查询技

术；高可扩展、可演化的知 识 仓 库 体 系 架 构；知 识 仓

库的支撑计算平台技术等。
（ｃ）知识 仓 库 的 实 时 演 化 和 更 新：基 于 概 率 统

计的巨规模关联知识推演方法；基 于 大 数 据 关 联 分

析的知识挖掘方法；基于面向知识 仓 库 的 规 则 推 演

的知识发现方法；基于众包的知识冲突消解方法；知
识仓库质量的评价方法等。

（３）用户 搜 索 意 图 的 准 确 理 解 与 表 示：基 于 用

户查询输入的关键词、语 音、手 势 等 内 容，在 语 义 级

准确理解用户的意图，并采用支持 高 效 查 询 推 演 的

统一模型进行表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ａ）搜索意 图 的 统 一 表 示 和 语 义 建 模：面 向 多

模态数据的语义级用户意图的统 一 表 示 方 法；用 户

意图时空特性的表示方法；用户意 图 的 场 景 相 关 特

性的表示方法；用户意图的情感 相 关 特 性 的 表 示 方

法等。
（ｂ）语义 级 用 户 意 图 准 确 理 解 方 法：基 于 上 下

文感知的用户意图理解方法；基 于 时 空 特 性 的 用 户

意图理解方法；基于统计分析的用户意图理解方法；

基于情感分析的用户意图理解 方 法；基 于 事 件 推 演

的用户意图理解方法；多维度综 合 的 用 户 意 图 理 解

方法；用户意图理解评价模型和方法等。
（４）用户 意 图 的 高 效 匹 配 和 推 演：是 指 运 用 统

一表示的用户意图在知识仓库 中 进 行 匹 配 推 演，求

解问题，给出一组有序 的 推 荐 解 答 方 案 的 过 程。主

要研究内容包括：
（ａ）基于 图 模 型、文 本 模 型 等 的 搜 索 意 图 匹 配

技术：大图的高效索引和分布式组织管理技术；大图

划分和分布式缓存理论与方法；面 向 大 图 结 构 的 特

性分析技术；基于大图的高效查询及其优化技术；基
于大图的用户意图高效推演技术等。

（ｂ）面向 用 户 意 图 的 解 答 排 序 与 评 估 技 术：研

究异构信息聚合搜索评价技术，分 析 服 务 信 息 源 和

用户意图的关系，评价返回的各 种 类 型 的 信 息 之 间

的相互作用，通过信息源的排序 来 综 合 评 价 整 体 结

果质量；研究搜索结果评估体系，主要实现不同设备

上的搜索体验的评估；针对大搜 索 下 的 用 户 行 为 分

析与建模，评价需求和目标的用户满意度等。
（５）大搜 索 安 全 可 信 与 隐 私 保 护：主 要 解 决 源

数据获取、融合分析、结果返回使用等环节中的信息

来源可信、数 据 访 问 安 全 和 隐 私 泄 漏 保 护 等 问 题。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ａ）数据 源 可 信 与 信 息 溯 源 技 术：研 究 数 据 源

可信方法，包括数据来源真实性的快速验证、不完整

数据快速清洗与恢复、数据质量管理机制与方法；研
究数据在演化过程中的纵向溯源演化的理论模型和

方法；研究搜索结果的推理过程溯源方法。
（ｂ）细粒 度 的 搜 索 访 问 控 制 技 术：研 究 支 持 数

据复用的访问控制模型及其动 态 策 略 调 整 机 制；不

同数据源 综 合 结 果 的 所 有 权 动 态 划 分 及 其 访 问 控

制；针对不同隐私保护方案的访 问 控 制 模 型 及 其 机

制的融合、冲突消解等方法。
（ｃ）防关联分 析 的 隐 私 数 据 处 理 方 法 与 技 术：

研究信息隐私与行为隐私的综 合 建 模 与 测 评；研 究

面向情景感知的深度融合隐私 保 护 机 制；研 究 面 向

搜索的高效隐私保护理论；研究 设 计 能 够 抵 御 关 联

分析的隐私保护策略；研究隐私 保 护 方 案 的 动 态 调

整机制，实现应对海量用户的高并发隐私保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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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预期目标

以解决泛在网络空间大搜索的共性科学问题为

目标，在基础理论和技术方面，突破大搜索面临的核

心科学问题；面向物联网、社交网络和视音频等领域

的需求，构建跨领域的互联网大搜索试验床；针对典

型应用领域，构建大搜索应用系统；在上述应用的基

础上，探索 构 建 通 用 的、共 性 的 大 搜 索 系 统。具 体

包括：
（１）针对大 搜 索 面 临 的５个 核 心 科 学 问 题，突

破一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具体包括：
（ａ）针对数据间显式或隐式形成的巨大实体关

联网络，构建面向巨规模实体与数 据 搜 索 的 知 识 仓

库，设计与之相配的管理方法。
（ｂ）结合 用 户 上 下 文 与 环 境 等 信 息，实 现 对 用

户搜索意图的准确理解。
（ｃ）解决 海 量 异 构 数 据 的 定 向 获 取 问 题，并 实

现基于推演等的间接知识发现。
（ｄ）基于子 图 匹 配、计 算 统 计、规 则 推 理、众 包

等技术解决大规模／不完备 的 知 识 仓 库 与 用 户 意 图

的实时匹配，有效地从大量数据中 搜 索 定 位 目 标 实

体和目标关系，实现秒级的知识匹配、推理和统计。
（ｅ）解决 开 放 数 据 的 源 可 信 问 题、搜 索 过 程 的

可控问题、用户的隐私保 护 问 题，以 及 暴 力、色 情 等

有害信息的过滤问题。
（２）面向 物 联 网、社 交 网 络 和 视 音 频 等 领 域 需

求，构建跨领域的互联网大搜索试验床。具体包括：
（ａ）安全物联网搜索试验床，覆盖多类传感器、

摄像头、ＳＣＡＤＡ网 络、位 置 服 务 等 多 种 应 用，研 发

基于物理实体发现的多维时空高 动 态 索 引 系 统，建

立支持实时搜索的跨地域分布式物理实体与信息的

安全搜索试验环境。
（ｂ）社交网 络 搜 索 试 验 床，覆 盖 微 博、博 客、人

人等多通道，集成Ｔｗｉｔｔｅｒ、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国

内外最 大 社 交 网 络 数 据，建 立 支 持ＰＢ级 数 据 处 理

能力的跨地域分布式试验环境。
（ｃ）音视 频 搜 索 试 验 床，覆 盖 视 觉、听 觉、高 动

态图像、全光图像等多模态信息，建立网间音视频数

据的融合、互联与共享通道，实现跨网数据融合与全

局化，建立具有广泛覆盖性的跨网 一 致 性 关 联 与 融

合的音视频检索平台。
（３）针对 典 型 应 用 领 域，基 于 新 的 基 础 理 论 和

关键 技 术，面 向 试 验 床，构 建 大 搜 索 系 统。具 体

包括：

（ａ）在音 视 频 监 控 领 域，实 现 全 天 候 真 实 环 境

下的人脸、人体、车辆等 典 型 运 动 目 标 的 实 时 检 测、
跟踪与识别技术；异常行为和事件的监测、预测与评

估技术；数据时空协同分析、理解与价值挖掘技术。
（ｂ）针对社交网络领域，在ＰＢ级数据 空 间 上，

实现事件、人物、网 络 群 体、相 互 关 系、信 息 事 件、情

感演化等的实时搜索。
（ｃ）针对医学健康领域，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

实现电子病历、诊疗数据、专业论文、疾病症状、治疗

护理推荐、医院医师等的个性化搜索。
（ｄ）在物联网领域，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实现

与人（例如可搜索和跟踪指定穿戴设备 的 信 息）、物

体及状态信息（例如医院剩余床位数量）、感 知 趋 势

图（例如温度、气压、噪音等状态信息）及行程有关的

搜索。
（４）在以 上 具 体 领 域 成 功 应 用 的 基 础 上，探 索

构建通用共性的大搜 索 系 统。具 体 功 能 包 括：支 持

涵盖信息、人物和物体的泛在网络空间，Ｗｅｂ　２．０和

３．０互联网应用模式，以及在大数据环境中，支持对

用户真实意图的理解，支持构建知识仓库，能返回智

能解决方案，并支持对搜索的全 生 命 周 期 的 安 全 访

问控制和隐私保护。

５　研究意义及展望

大搜索是新一代具有“智 慧”的 搜 索，将 对 我 国

政治、经济、技术、生活等各个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１）影响和推动经济发展。国内搜索引擎有望

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形式带动相关行业经济发展。首

先，用户数增 长 是 基 础，２０１４年 中 国 移 动 搜 索 用 户

已达到４．５亿，移动搜索市场规模比２０１０年上涨３２
倍。其 次，广 告 增 长 是 收 入 来 源，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Ｇｏｏｇｌｅ在线广告推荐系统收入已经超过全美报纸、
杂志行业广告收入的 总 和。Ｇａｒｔｎｅｒ预 计 全 球 移 动

广告支出有望由２０１４年的１８０亿美元增至２０１７年

的４１９亿美元。２０１４年，中国搜索引擎市场迎来较

为高速的发 展，市 场 规 模 达 到５８７．２亿 元，预 计 到

２０１７年将翻一番。
（２）支撑和推动ＩＴ技术进步。物联网、移动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四大ＩＴ技术的发展为大搜索

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反过来，大搜索则有

望以桥梁作用促进四大ＩＴ技术的发展。正如 搜 索

引擎与网络技 术 及 Ｗｅｂ应 用 的 相 辅 相 成 的 关 系 一

样，大搜索的发展也会与四大ＩＴ技术相互促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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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信息产业的繁荣。
（３）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大搜索将对全球经

济产生直接、深远 的 影 响，在 环 保、医 疗、教 育、交 通

等方面的应用，将提供快捷、全面、准确的决策依据，
有效提高政府、企业、机构及个人的决策能力。大搜

索将以挖掘大数据深层信息的“深挖”能 力、连 接 各

行业全方位信息的“贯通”能力、为用户提 供 问 题 解

答的“智慧”能力，有效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
（４）为国家安全提供服务。搜索引擎可以通过

技术措施操控人们获得信息的范 围，谁 掌 握 了 搜 索

引擎，谁就掌握了为人们提供信息甚至答案的权利，
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驱动 力 日 益 受 到 各 国

重视。俄罗斯政府认为，搜 索 引 擎 是 一 种 重 要 的 信

息获取手段，纳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符 合 国 家 利

益。德国宣称“有了自己的搜索引擎，就不用担心在

文化、政治上被国外‘任意摆布’。”美 国 军 工 公 司 研

发“开源引 擎”，搜 索 范 围 扩 展 到 “暗 网”，目 的 是 要

捕捉某些潜在危机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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