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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资源组织与集成理论和实践研究是信息管理理论的重要分支和研究课题。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应用于信息资源组织管理领域，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开展对信息资源组织与集成
提出了新的要求，信息资源组织与集成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信息资源组织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经历了由非个性化到半个性化再到个性化的发展过程，这是和用户的
个性化需求及由此而引发的个性化信息服务密切相关的。
面向个性化服务的信息资源组织理念是对大众化信息资源组织的升华，它克服了传统信息资源组织的
诸多缺陷，是适应个性化需求不断上升的信息时代要求的新理念，是信息资源组织理论体系的一个新
的生长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对面向个性化服务的信息资源组织与集成问题的研究，不但可以丰富和完善信息资源管理的内容，扩
展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可以形成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新的生长点。
　　从实践上看，目前的信息资源组织是以大众化的组织方式为主的。
虽然有少数信息机构开展了个性化信息资源的组织，并推出了个性化信息服务，但仍然难以满足用户
日益增长的个性化信息需求。
个性化服务的开展，客观上要求进行个性化的信息资源组织，建立统一的数据格式标准，对无序的、
交叉的信息资源进行重组，把相同学科或主题，来自不同的信息源的相关信息重新组成一个新的信息
资源体系，提供统一的用户界面，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相应的资源，生成用户自己的数字图书馆。
　　目前国内外有关针对个性化服务的资源集成、数据格式标准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还很少，特别是对
面向个性化服务的信息资源组织与集成问题的研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缺乏系统研究，值得进行深入
细致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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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个性化信息服务及其对信息资源组织与集成的需求入手，对面向个性化服务的信息资源组织与
集成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
探索适应于个性化信息服务的信息资源组织与集成的理论与方法，构成了面向个性化服务的信息资源
组织体系，提出建构方案与模式，并对信息资源集成平台、机制、方法与技术实现进行了研究。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管理类专业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参考用书，也可作为信息管理与服务机构
工作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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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息资源组织与集成作为信息服务的基础，有什么样的信息服务，就应有什么样的信息资源组织
形式。
传统信息资源组织方式的特点是用户通过感知信息载体去获取信息内容，信息内容是事物的结构和运
动状态的特征。
个性化信息服务的特点对信息资源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有效性从根本上取决于它能否在整个用户信息过程中灵活组织信息资源来全面支持用户的检索、处
理和传递信息的各方面各层次需要。
面向个性化服务的信息资源组织将融人用户信息活动之中，直接支持用户智力和决策活动，极大地提
高对用户的作用层次和作用力度。
　　信息资源组织自身的发展也迫切要求深化信息资源组织理论研究，并探索更有效的信息资源组织
方式。
现有信息资源组织方式具有离散和大众化特点，是以资源为中心，而不是以用户为中心，对任何用户
都是一种模式，有求则应，无求不动，用户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兴趣。
信息资源的组织较分散，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门户林立，各自为政，资源和服务相脱节。
用户按格式请求，系统按字面匹配，查询方式局限、死板。
而不同信息源使用不同的服务机制，不同服务采用不同的身份认证机制，适应用户兴趣变化的能力较
差，不能处理随用户不同而变化的个性化、专业化信息与知识需求，已难以适应现代技术条件下个性
化信息服务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面向个性化服务的信息资源组织提上了日程，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面向个性化服务的信息资源组织与集成的研究和应用，是适应信息环境和用户需求的变化应运而生的
，它顺应了个性化信息服务的潮流，也是信息资源组织自身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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