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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系列数智技术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模型背景
下，指令工程通过高质量、体系化、流程化的指令设计引导模型生成结果，是高效发挥大模型能力的重要途径，可以用于解决学科相关
重要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指令工程的概念，然后详细梳理了指令的构成要素、设计模式以及指令工程的特点和意义，并探讨了指令
工程赋能信息资源管理的建设路径。未来，指令工程的研究和发展还需要关注通用及领域指令工程建设、指令工程标准化、知识产权
保护、安全性和体系化测试评估等问题，以期能够在各行业复杂的应用场景中更好地发挥指令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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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ing wav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s burgeoning, with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ert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isciplin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LLMs）, instruction engineering guides the generation of model results through high-quality, systematic and procedural 
instruction design, which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efficiently leverage the capabilities of LLMs and can be applied to resolve discipline-
related issues. This article first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i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then thoroughly analyzes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design patterns of instructions, as well as the features and significance of instruction engineering. We also discuss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instruction engineering empowered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struction 
engineering shoul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both general and domain-specific instruction engineering, standardiz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ecurity and systematic testing and assessment, aiming to enable instructions to effectively demonstrate their efficacy 
in complex application scenarios across various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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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汽车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成就，在其发

展初期，几乎每一位驾驶员同时也是高水平的机械工

程师。随着福特汽车开创了现代汽车工业，驾驶员不

再需要掌握复杂的车辆工程知识，驾驶从此成为了一

项独立的技能。回望这一轮飞速发展的智能革命，智

能时代的“汽车时刻”也许正在到来。传统人工智能

技术的使用需要使用者掌握复杂的数学能力、编程能

力和任务建模能力，这仅属于少数数学家、算法专家

和工程师等专业人员的能力范畴。大模型的出现显著

扩展了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和应用范围，推动了人工

智能大众化和平民化时代的到来。依托于大模型强大

的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指令工程（ Instruction 

Engineering）通过设计自然语言指令引导模型充分理

解意图并生成结果，搭建起了自然语言与人工智能之

间有效沟通的桥梁，使得不具备人工智能专业背景的

用户也能快速而高效地运用智能技术。指令工程之于

智能时代，正如汽车驾驶之于电气时代。当前，大模型

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核心引擎，为上层应用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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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能力支撑，正催生出一系列新兴技能和职业。

探索如何充分挖掘大模型的智能能力以赋能特定领域

的应用任务，将成为一项与大模型体系构建同等重要，

甚至更为重要的工作。

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研究信息资源的获取、存储、组

织、检索、开发利用等问题 [1-2]。以ChatGPT[3]为代表的

大模型技术对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与实践的发展产生了

重要影响 [4–6]。信息资源管理从业者既是大模型的踊跃

用户，也是其能力体系构建的重要参与者。随着大模

型技术的日益成熟，相较于直接参与模型本身的构建，

信息资源管理从业者更需要关注指令工程在特定领域

任务中的应用路径，即如何设计较优的自然语言指令

来充分调用大模型蕴含的潜在知识，使模型能够更好

地理解用户的输入指令和真实意图，从而有效赋能信

息资源管理复杂问题求解。

2 指令的构成要素和设计模式

理解指令工程是大模型应用的必备技能。目前对

指令工程的研究主要关注自然语言命令的编制和优化

工作，缺乏对指令工程上层抽象模式的研究，指令构

成多样化、流程组织不完善等情况凸显，无法有效挖掘

大模型的深层智能和对领域问题的应用潜能。大模型

对用户意图理解不准确、问题解决能力不强、生成的结

果稳定性较差，无法充分满足用户需求，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模型或系统的性能及其用户体验。

了解指令的构成以及如何设计高质量、体系化、流

程化的指令是发挥指令工程优势的重要前提。图 1梳

理了指令的构成要素和设计模式：

指令的构成要素可以分为任务、模型和工具三个

层面。任务层主要根据任务类型和样例数据确定要素，

包括任务描述、任务示例和任务输入；模型层主要根据

模型类别和参数规模确定要素，包括角色设定、输出样

式、思维推理；工具层主要根据外部知识和工具接口确

定要素，包括模型调用、文档检索和接口执行。在明确

定义指令的构成要素后，指令的设计就是对这些要素

进行合理规划，以确保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效能。

结合相关研究和工程实践经验 [7-8]，本文将一条完

整的指令划分为指令模板、示范用例、外部模块、问题

查询和输出标记五个部分。（ 1）指令模板：根据模型

类别设定模型的角色身份、行为意图等并指定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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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指令的构成要素和设计模式
Fig.1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Design Patterns of Instructions

指令构成（实线框 -必选要素，虚线框 -可选要素）

指令设计（实线框 -必选要素，虚线框 -可选要素）

构成要素

③外部模块

⑤输出标记（指定模型可以开始生成内容的标记）

角色设定

④问题查询
任务输入：指定输入模型与任务相关的内容或问题信息

②示范用例

任务示例：提供与模型执行的任务相关的一个或多个示例

思维推理：增加中间推理步骤与示例结合以实现复杂推理

①指令模板

角色设定：设定模型的角色身份、行为意图、语气风格等

任务描述：描述模型执行的任务类型、预期的生成内容等

输出样式：指定模型预期生成的输出类型或格式信息

模型调用

输出样式

文档检索

思维推理

接口执行

任务描述 任务示例 任务输入 任务层面

模型层面

工具层面

任务类型

模型类别

外部知识

样例数据

参数规模

工具接口

模型调用：调用其他模态模型或模型本身

a. 融合文本、视觉、声音等多模态信息
b. 迭代调用模型本身优化模型生成内容

文档检索：检索外部知识源获取相关文档

a. 提取问题相关的文本作为上下文信息
b. 提供多个思维步骤用于复杂任务推理

接口执行：整合执行接口获得的额外信息

a. 执行问答、计算、翻译、日历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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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类型或格式，同时根据任务类型在指令中添加与

任务相关的描述。（ 2）示范用例：从样例数据中提供

与任务相关的一个或多个示例，并根据模型的参数规

模确定是否需要在示例中增加中间推理步骤。（ 3）外

部模块：根据当前任务中引入外部知识或工具接口的

需要，确定是否向指令中添加模型调用、文档检索和接

口执行模块。①模型调用模块：可能涉及调用其他模

态模型用于实现多模态信息的融合[9]，或者通过迭代

调用模型本身用于优化模型生成的内容[10]；②文档检

索模块：主要通过从外部知识源中获取与任务相关的

文档，并对其进行适当处理后与现有指令相结合，从

而为模型提供更多的上下文信息或思维步骤用于复杂

问题推理 [11-12]；③接口执行模块：在内容生成过程中，

通过执行计算、编程等接口获得的额外信息 [13]来丰富

指令的内容，提高生成内容的相关性和准确性。（ 4）

问题查询：根据任务类型指定输入模型与任务相关的

内容或问题。（ 5）输出标记：指示模型可以开始生成

内容的标记。

用户可以针对特定领域任务选择合适的指令构成

要素，并按照上述指令设计模式装配成输入的指令，

引导模型或系统生成符合用户意图的答案。需要注意

的是，指令设计是一个持续迭代优化的过程，仍然需

要大量的实验来获得最佳结果。

3 指令工程的特点及意义

指令工程旨在充分挖掘大模型的智能能力。目前，

已有大量工作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指令工程激发模型

强大的智能潜力，以使模型解决复杂问题。例如，利用

上下文学习（ ICL, In-context Learning）能力 [14]和增

加思维步骤 [15-16]的思想引导模型执行一系列复杂推

理任务。此外，还有研究人员通过增加知识生成 [17]、外

部知识源检索 [18-19]、工具接口调用 [20-21]等指令微调方

法综合提升指令工程+大模型的能力。这类思想和方

法极大地丰富了指令工程的设计思路和模式。微软和

OpenAI最近的研究表明 [22]，相对于微调带来的能力提

升，高质量的指令工程能够取得更强大、更稳定的智能

应用效果。

指令工程依赖于大模型技术但与之并行发展。指

令工程的研究重点在于如何设计高质量、体系化、流程

化的指令，以适用于各行业中的复杂业务场景，实现

从简单的机器感知指令到复杂的场景感知指令的重要

转变。随着大模型技术的不断发展，指令工程的方法

策略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更新升级，从而更好地激发大

模型的应用潜力。同时，大模型也面临着适应多样化

的输入模式和应用场景的挑战。指令工程与大模型的

协同发展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议题，这种协同不仅包括

在技术层面的相互适配和优化，还包括在应用层面的

互补和增效，从而保障两者在交互协作中能够发挥出

彼此最大的效能（如图 2所示）。也就是说，用户需要

根据任务需求适配大模型开展指令工程，大模型也需

要在训练过程中适配通用指令工程甚至是领域自定义

指令工程。

指令工程为领域应用智能化的普及提供了高效路

径。随着训练语料和模型参数的规模不断扩大，大模型

逐渐涌现出上下文学习、思维推理等类似人类思考的

能力，有助于解决广泛的通用任务。但在现实世界中，

人们经常面临处理复杂任务的挑战。使用单一提示来

引导大模型生成答案的方法，很容易出现问题求解能

力不足、行业智能挖掘不够、生成内容存在幻觉 [23]等问

题。对于复杂任务的求解需要有复杂的知识体系支撑，

指令中蕴含的知识越丰富、组织越完善，模型求解复杂

任务的能力就越强。体系化的指令设计方法可以有效

利用大模型的涌现能力，将复杂任务拆解成一系列易

于处理的子任务，通过设定模型的角色信息、规划子任

图2 指令工程与大模型的协同发展
Fig.2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LLMs

机器感知指令

上下文学习、思维推
理、外部工具调用等

预训练、指令微调、
RLHF、多模态融合等

行业大模型

通用大模型

大模型指令工程

多轮

业务知识

行业知识

通用知识

适配优化

多智能体

用户

任务

场景感知指令 场景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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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执行步骤、调用外部工具等来完成对复杂问题的

求解 [24]。因此，在大模型驱动的行业智能化建设中，指

令工程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指令设计的好坏影响

着大模型生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针对不同任务

设计高质量、体系化、流程化的指令，可以使模型在不

需要调整参数的前提下，取得接近甚至超出针对特定

领域任务进行监督学习的模型的性能 [25]，从而更加有

效地将大模型的智能能力应用于实际工作场景中。相

对于信息时代出现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指令工程同样构成了

大模型驱动智能的能力接口。

4 面向信息资源管理的指令工程

指令工程的发展催生出新的职业方向，并对信息

资源管理从业者的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先前大量信

息资源管理相关技术研究与应用工作，如针对科技信

息资源的细粒度理解与评价 [26–29]等，往往需要少数研

究人员构建专用模型或采用“预训练-微调”的方法 [30]

来完成。大模型带来的能力突破使得不具备相关背景

知识的普通用户也能够通过指令工程完成对领域任务

的赋能。面向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指令工程旨在设计

较优的指令以解决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相关问题，其建

设路径包括对领域任务指令的管理与标准化、面向不

同用户或场景的指令工程体系迁移和更新等方面（如

图 3所示）。依据上文的指令构成要素和设计模式，针

对领域任务进行指令的设计和标准化，可以有效赋能

如学术知识挖掘与发现、论辩观点挖掘、情报自动整

编、辅助写作、复杂命题证明与求解等任务。此外，指

令工程体系也需要根据用户或场景的改变进行相应的

迁移和更新。

5 指令工程的未来研究和发展方向

（ 1）通用及领域指令工程建设。通用指令工程旨

在构建适用于多种模型或系统的通用指令，用于处理

通用任务；面向各行业中复杂的应用场景，未来需要

加强领域指令工程建设，针对特定应用领域（如法律、

金融、医疗等）的独特需求设计并优化领域指令，以便

更有效地处理领域内的特定任务。

（ 2）指令工程标准化。目前针对不同模型或系统

的指令设计缺乏有效标准的指导，且指令使用流程的

组织不够完善，导致模型或系统的问题解决能力不强。

未来需要面向各领域建立统一的指令工程标准，如设

计模式、使用规范等，以确保指令在不同模型或系统间

的有效性和兼容性，从而支持更广泛的跨领域协作和

跨学科研究。

（ 3）指令工程知识产权保护。针对不同领域任务

设计的指令所有权归属目前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说明，

未来需要明确界定其中可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

如独特的指令设计模式等，以解决用户和相关平台的

指令版权归属问题。

图3 面向信息资源管理的指令工程
Fig.3 Instruction Engineering for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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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指令工程安全性评价。当前主流大模型在内

容生成上具备一定的敏感内容过滤能力，但仍然存在

“越狱”的风险，如通过提示注入等攻击方式，输入恶

意提示引导大模型产生一些有害行为。未来需要解决

指令中潜在的风险和安全问题，从指令来源、内容质量

等方面评价指令安全性和可靠性，以确保模型生成内

容的安全、可控和可靠。

（ 5）指令工程体系化测试评估。未来还需要探索

指令工程的体系化测试评估工作，主要包括能力评估、

指令评估、伦理评估等，以全面衡量指令工程在各种环

境和条件下的功能性、完整性、正确性、适应性和伦理

性，进而提升指令工程在各种应用场景下处理复杂任

务的实际效率和效能。

6 结语

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的出现，是人类迈向

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的重要一步。指令工程是数智时代的一项新兴技术，

依托于大模型的智能能力，搭建起了自然语言与人工

智能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指令设计的好坏影响着模

型生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指令中蕴含的知识越

丰富、组织越完善，模型求解复杂任务的能力就越强。

针对特定任务设计高质量、体系化、流程化的指令，可

以增强大模型的语义理解、任务规划和推理等能力，能

够有效引导模型进行相关内容的整合与生成，加速信

息的流动和知识的产生，进而实现大规模、多场景、多

模态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

本文从任务、模型和工具三个层面对指令的构成

要素进行了划分，提出了包含指令模板、示范用例、外

部模块、问题查询和输出标记五个部分的指令设计模

式，详细探讨了指令工程的特点、意义及面向信息资

源管理的建设路径，以实现对学科相关技术研究与应

用工作的赋能 [31]。未来应密切关注指令工程的研究和

发展方向，加强领域与通用指令工程建设，完善指令

工程的标准化、知识产权保护、安全性评价和体系化测

试评估等工作，积极探索指令工程在科研创新、情报智

能、人机交互和智慧服务等场景下应用的新范式，开拓

技术革新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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