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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是人才竞争的时代。
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类已步人信息社会，信息产业正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产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信息产业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这就对培养21世纪高素质创新型计算机专业人
才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为了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必须建立高水平的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
在20多年跟踪分析ACM和IEEE计算机课程体系的基础上，紧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潮流，及时制
定并修正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是尤其重要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对高水平人才的要求，需要我们从总体上优化课程结构，精炼教学内容，拓
宽专业基础，加强教学实践，特别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形成“基础课程精深，专业课程宽新”的格
局。
　　为了适应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和计算机教学计划的需要，要采取多种措施鼓励长期从事计
算机教学和科技前沿研究的专家教授积极参与计算机专业教材的编著和更新，在教材中及时反映学科
前沿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以高水平的科研促进教材建设。
同时适当引进国外先进的原版教材。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需要不断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倡导因材施教，强调知识的总结、梳理、推
演和挖掘，通过加快教案的不断更新，使学生掌握教材中未及时反映的学科发展新动向，进一步拓宽
视野。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
高水平的科研可以为教学提供最先进的高新技术平台和创造性的工作环境，使学生得以接触最先进的
计算机理论、技术和环境。
高水平的科研还可以为高水平人才的素质教育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
学生在课题研究中不但能了解科学研究的艰辛和科研工作者的奉献精神，而且能熏陶和培养良好的科
研作风，锻炼和培养攻关能力和协作精神。
　　进入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对高等教育质量提
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2001年8月，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文件指出，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基础，抓好本科教学是提高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重点和关键
。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高等学校的扩招，在校大学本科计算机专业学生的人数将大量上升，对适合21
世纪大学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课程体系要求的，并且适合中国学生学习的计算机专业教材的需
求量也将急剧增加。
为此，中国计算机学会和清华大学出版社共同规划了面向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本科生的“21世纪
大学本科计算机专业系列教材”。
本系列教材借鉴美国ACM和IEEE最新制定的Cornputing.Curricula 2005（简称CC2005）课程体系，反映
当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水平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新技术，并且结合中国计算机教育改革
成果和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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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概论（第2版）》是一本软件和硬件知识丰富而全面的计算机入门教材，其内容重点不是
放在计算机的具体操作说明上，也不是表面地讲一些技术发展状况，而是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基础知
识和技术原理上，努力从概念层面作全面清晰的讲解。
结合具体的例子，讲解软件和硬件组成的相关概念，以深入浅出的文字说明其工作原理。
《计算概论（第2版）》的内容包括4个方面：
信息技术发展概貌、计算机互联网技术、计算机的组成原理、程序设计方法。
本教材“立足基础、因材施教、强化实践”。

　　《计算概论（第2版）》适合作为高等学校理工专业本科生的计算概论、计算机导论等计算机入
门课程的教学用书，也可以作为参与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竞赛项目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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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息互联网络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计算机的高速加工信息能力是非常惊人的，但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处理任务和大量的数据流人，计算
机再好也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只能放在一边当摆设。
信息互联网络扮演着信息源泉的角色，同时还扮演着为大众提供信息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络向信息
服务设备（服务器）提出各种各样的信息处理任务。
　　除了公众使用的国际互联网之外，信息互联网络也包括那些从属于企事业单位，为内部业务发展
需要而建立的内部信息网络，还包括支持家庭生活的信息网络。
信息互联网络的基础是计算机网络，它由如下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1）互相连接的多台计算机
或高级家电设备。
　　（2）互联线路或无线通信介质。
　　（3）网络通信设备与网络软件。
　　信息互联网络的建设采用了计算机互联网络技术和数字通信技术。
它和电话通信、电视广播等传统的信息传播技术相比，有以下优点：　　（1）它采用数字式信息传
递方式。
和模拟式信号传输技术相比，数字式传输更为精确可靠，便于直接进入计算机。
　　（2）由于计算机的参与，具有很强的能力来支持多种多样的信息传输要求。
　　（3）让人可以双向交互地参与信息交流过程。
　　采用计算机互联网络技术，能够把各种各样有着自己特点的计算机，通过高速通信线路互相连接
起来，互通信息。
这些计算机为高速、可靠和互动式的信息交流奠定了技术基础。
国际互联网就是在这种计算机网络技术上发展起来的。
　　国际互联网主要有两方面的优点。
首先，在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方面快速高效。
过去也许要一个星期才能达到的远距离信件交换，现在几乎在一瞬间就能通过因特网上的电子邮件交
换而实现。
形象地用“地球村”来形容这种全球范围的高效信息交流能力是非常恰当的。
其次，在信息共享能力方面，国际互联网的能力也在飞速发展。
上面说的“信息传递”和这里的“信息共享”在概念上是有所不同的。
前者主要指人们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文件传递的远程信息交流，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信息传递服务。
而后者“信息共享”则强调为公众在互联网上提供天气查询、交通查询、社区讨论以及娱乐服务等提
供信息共享。
多媒体信息的浏览和下载、电子商城购物等也都是信息共享。
人们在互联网上组建自己的博客（Blog）网页，让读者共同享用。
　　国际互联网是一个提供信息服务和信息消费的市场，大致分为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信息消费者两类
群体：服务提供者是信息源（信息流动的源头），另一类则是使用信息的客户（信息流的到达点）。
信息源负责收集数据、存储数据和维护数据，是一个或多个信息库的维护者。
其中存储的信息很多是收集于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布的事件，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数据被实时地记录
下来。
　　国际互联网的发展是基于开放的互联信息网络标准。
任何计算机网络，只要符合国际互联网络组织（IETF）所制定的标准，（经过一定的注册手续）都可
以申请连接到国际互联网上。
国际互联网的英文词（Internct）直译的意思是网际网，也就是说，它是通过网络之间的互联而成的互
联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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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概论（第2版）》是国家精品课程配套教材，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规范”组织编写，与美国ACM和IEEE Computing Curricula 2005同步。
　　《计算概论（第2版）》特色　　《计算概论（第2版）》回答了计算机初学者最为关心的一些问
题：如何迅速把握全局， 了解计算机中最基本的概念？
如何抓住切入点，掌控计算机为自己服务？
如何从容应对扑面而来大量的计算机新技术，并有条不紊地将其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
《计算概论（第2版）》结合一些易懂的例子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计算机处理信息
的基本原理和操控计算机的技能。
透过一些典型实例讲解从问题模型抽象到问题求解方法，再到代码实现的程序设计一般过程。
同时，也分析了适合计算机处理的问题类型及其特点和它们的计算复杂度。
书中精心安排了程序设计的例题和习題，用于引导学生一步步学会编写计算机程序，为后续深入学习
计算机科学理论和计算机软件技术奠定必要的基础。
　　国家精品课程“计算概论”教材，北京大学教学团队编写，内容符合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专业规范，注重加强基础理论知识和程序设计知识技能的讲解和训练。
　　秉承“立足基础、因材施教、强化实践”的教学理念，重点放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基础知识及技
术原理上，努力从概念层面作全面清晰的讲解。
　　结合具体实例，讲解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组成的基本原理及相关应用，并配有练习，适合基础不同
的读者入门学习。
　　为读者在互联网上提供了紧密配合教学的网站和富有趣味的程序设计在线练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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