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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信息文明的发展史。
21世纪正是人类社会完成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整体飞跃的伟大时代。
21世纪的信息文明，是现实世界与虚拟生存交融的新环境，是信息无限增大与信息差距并存的新环境
，是基于信息的创新与泛在知识的新环境。
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信息资源的科学组织、建设、管理及有效开发和利用，不仅是人类社会
共同的历史使命，而且也是每个社会成员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上自国家与民族，下至不同层次的
社会组织及个人，其生存和发展完全系乎于此。
因此，信息管理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而且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实践价值和现
实意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信息管理思想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不久便形成了关于信息和信息资源管理理论
的研究热潮。
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经济的浪潮，并迅速影响到全球，计算机与信息技
术的普遍应用、信息经济改变产业结构、数字内容产业和网络化生存，已经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政治、
经济、文化以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到20世纪末，信息与信息管理已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瞄准世界的信息与信息管理前沿，开始了中国的信，息化建设与信息管
理发展道路的探索；另一方面从经济信息管理、文献信息管理和管理信息系统等不同的角度开展了对
信息与信息管理相关领域的研究。
在教育方面，原有的科技信息、信息学专业与管理信息系统、经济信息管理、林业信息管理等专业加
强融合，促使1998年10月教育部新颁布的《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在管理学门类下设置了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专业。
从此，信息管理科学的学科建设和专业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占有了重要的地位，信息管理科学从
孕育形成阶段走向成熟发展阶段。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

内容概要

本书是《21世纪信息管理丛书》之一。
    本书立足于对数字信息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这一基本意义，全面深入地阐明了数字信息资源开发与
利用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
内容涉及网络资源与数字信息资源、数字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数字信息资源的分布与评价、数字信
息资源采集、数字信息资源组织、数字信息长期保存、网络信息资源发布、网络信息资源检索、网络
数字信息资源服务等，具有系统性、新颖性、前瞻性、较高的学术性和广泛的应用价值。
本书附有课件光盘。
    本书可作为高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情报、档案、编辑出版发行、电子商务、工商管理、
新闻传播、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信息的工作者、从事图书情报的
工作者、相关专业科研工作者和企事业管理干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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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网络资源与数字信息资源当今社会，网络技术已成为现代信息技术的主流，网络的概念也随其
技术与应用的迅猛发展而渐人人心。
与此同时，计算机的概念也由原始的分立式走向今天的网络式。
信息高速公路和Internet使世界变成地球村，信息社会基础结构正在形成。
本章分析了网络信息环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界定了网络资源与网络数字信息资源的概念。
1.1 数字信息环境的形成与发展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数字信息环境的形成，信息的生
产、存储和传递的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数字信息资源以传统信息资源难以比拟的优势逐渐成为信息资源的主体。
数字信息环境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积累过程，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1.1.1 Internet战略地位的提升21世纪最重要的技术发展是以计算机和远程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网络建
设。
目前连接世界上2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Internet是应用最广泛、影响最大的全球性信息网络。
Internet于20世纪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起源于军事目的，它最初是作为美国国防部的情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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