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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寄重望于青年，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
在进步节奏越来越快的信息社会，青年同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渴望插上知识的翅膀，需要凝聚智慧
的力量，展翅腾飞，才能胜任历史重任，适应社会需求。
他们需要通过键盘去解释这个多动的世界，需要用电脑去跟踪这个多变的世界，去了解过去，去改善
现状，去打造未来。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向太空发射了数以千计的遥感对地观测卫星、地球定位卫星、全球通
信卫星。
这些卫星夜以继日地运行在太空，监测着地球上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变化，监视着城市化和土地覆盖
的更新。
人们敷设了遍布各大洲的通信光缆，设置了进入千家万户的宽带互联网络，加速了电离层以内的信息
流的流动。
人们在平流层开发了超音速飞机，加速了洲际往来，还在不断地修建高速公路，提速火车，增加集装
箱的制造和门对门的运输，加速物流配送的能力。
于是，地球上的时空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上海双休日旅游半径为例，在一小时之内可以到达杭
州、宁波和南京；两小时之内，可以到达黄山、庐山和武夷山。
来自千里之外的新疆的石油、天然气和来自长江三峡的电力，川流不息地供应到市区和郊区??这就是
我们今天生活中面对的信息社会的现实，使我们不能不转变传统的时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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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及其应用进入了技术全面更新和产业化加速的发展时期，各
地、各部门先后将空间信息技术应用和相应的可见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纳入本地区信息化建设的重要
内容。
“数字区域”作为区域信息化和区域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内容，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
本书在分析我国“数字区域”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数字区域”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提出促进我国“数字区域”创新发展的总体思路和结构框架，并介绍几个“数字区域”典型案例（
“数字福建”、“数字陕西”、“数字黑龙江”、“数字安徽”和“数字重庆”）。
本书是科技部软课题“我国数字区域创新发展战略和框架研究（2003 DGQEK 224）”成果的结晶。
　　本书读者对象：与中国信息化有关的各级政府决策者和管理者，以及遥感、GIS、电子政务、信
息管理和计算机应用等专业的科技人员和高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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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数字区域”的发展背景和国外现状　　1.1　“数字区域”的提出与发展背景　　空间
信息技术可快速、大范围获取地球动态观测信息和定位信息，大大改变人类观测和认识地球的方式，
为基于“区域”的多领域、不同视角、多类型、多源信息整合和动态监测评价提供了客观、唯一、可
视的时空影像数据平台，促进国民经济社会信息化途径逐步由传统的行业（领域）推动步入行业（领
域）与区域共同推动，以至于微观层次以区域信息化为主导的新模式。
当前，以多源、多时相、多尺度、海量地理空间数据的获取、处理和网络集成应用服务为特征，支持
对地观测空间信息与多领域地理信息集成应用和共享为目标的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加速发展，正在
成为各国或区域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技术应用的重要内容。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应用已经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和政府管理决策的现代
化水平，正在成为21世纪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和信息产业新的经济增长因素。
以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先行的支持不同层次区域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进入全面启动的发展
新阶段，往往被冠为“数字区域”的名称，随区域的空间范围或管理层次不同，有“数字地球”、“
数字中国”、“数字省区”、“数字城市”、“数字县”、“数字社区”和“数字流域”等。
　　“数字地球”和不同层次“数字区域”的提出和发展，是在全球和区域空间信息（或数据）基础
设施建设与应用达到一定水平，对地观测技术与传统地球科学、人文科学信息之间加速融合，全球变
化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提出的。
“数字区域”的概念来源于“数字地球”，是1998年由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戈尔首先提出的，也就是说
首先来源于对“我们生存的地球的全新的视角”。
由于“数字地球”集科学性、战略性、教育性、普及性为一体，因此立即得到全球广大地球科学，特
别是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家的推崇与支持，这一概念现已被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
1999年中国率先发起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数字地球大会，并讨论通过了数字地球“北京宣言”，这一行
动在全球产生了十分正面的影响，将“数字地球”的应用主流引向应对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全球可持续
发展问题、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
随后全球每2年召开一次会议（之前几次大会先后在捷克、加拿大、日本等国召开），并正在筹划成
立国际数字地球学会。
“数字地球”正在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的一个战略口号和旗帜，以及全球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家追求的方
向和奋斗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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