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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利用》立足于现代高校图书馆已经普遍建立的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体系，
介绍了从信息资源的来源及分布，馆藏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体系组成及利用平台、利用基础，以及常
用学术信息类型(涵盖图书、期刊、学位论文、报纸、专利、标准等类型)的具体利用，到怎样在信息
检索报告和毕业论文写作的具体形式中体现合理利用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
全书着力于从使用的角度展示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的理论与实践，重视该研究领域内处于学术前沿的
成果及应用，传递理性独立的学术研究意识。
希望本书能够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给予高校学子切实可行的指导，帮助其获得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知
识。
当然也希望能初步展现作者在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利用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利用>>

书籍目录

资源篇
　1 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
　 1.1 信息
　 1.2 信息资源
　 1.3 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
　2 馆藏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
　 2.1 高校图书馆
　 2.2 馆藏信息资源体系
　 2.3 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利用平台
利用篇
　3 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利用基础
　 3.1 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检索概述
　 3.2 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检索方法及检索技术
　 3.3 网上免费学术信息资源利用
　4 图书资源利用
　 4.1 图书资源界定
　 4.2 图书资源概况
　 4.3 图书资源利用
　5 期刊资源利用
　 5.1 期刊资源界定
　 5.2 期刊资源概况
　 5.3 期刊资源利用
　6 学位论文利用
　 6.1 学位论文界定
　 6.2 学位论文资源概况
　 6.3 学位论文利用
　7 报纸文献利用
　 7.1 报纸文献界定
　 7.2 报纸文献概况
　 7.3 数字化报纸概述
　 7.4 图书馆报纸文献利用
　8 专利信息利用
　 8.1 专利信息界定
　 8.2 专利信息类型
　 8.3 专利信息特点
　 8.4 专利信息相关知识
　 8.5 专利信息源概况
　 8.6 专利信息利用
　9 标准信息利用
　 9.1 标准信息界定
　 9.2 标准信息概况
　 9.3 标准信息利用
　10 馆藏特色文献数据库建设与利用
　 10.1 馆藏特色文献数据库建设概述
　 10.2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与未来发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利用>>

　 10.3 西昌学院馆藏重点特色文献数据库概况
　 10.4 馆藏特色文献数据库利用方式
整理篇
　11 信息检索报告写作
　 11.1 信息检索报告概述
　 11.2 信息检索报告写作的关键环节
　 11.3 信息检索报告结构要素及格式
　12 毕业论文(设计)写作
　 12.1 毕业(学位)论文概述
　 12.2 毕业(学位)论文写作规范
　 12.3 毕业论文写作程序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利用>>

章节摘录

　　特别需要注意，在信息定义中强调了“自我”表述。
这表明信息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以主体的存在与否为转移，无论有没有主体，或者无论是否被某种
主体感觉到，都不影响信息的“自我表述”。
　　如果引入一个约束条件，信息定义的层次就会下降，相应信息的适用范围就会变窄。
　　我们引入一个最有实际意义的约束条件——存在认识主体，从认识主体的立场上来定义信息。
在这个条件的约束下，本体论层次信息定义就转化为认识论层次信息定义。
认识论层次信息就是认识主体所感知或所表述的关于该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包括事物运动
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形式、含义和效用。
　　认识论层次信息与本体论层次信息定义所关注的都是“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因此两
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
但是，它们之间又有原则的区别，即本体论层次信息定义从“事物”本身的角度出发，就“事”论事
；认识论层次信息定义从“主体”的角度出发，就“主体”论事。
由于引入了主体这一条件，认识论层次的信息概念就具有了比本体论层次信息概念丰富得多的内涵。
事实上，人们只有在感知了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形式，理解了它的含义，判明了它的价值
，才算真正掌握了这个事物的认识论层次信息，并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认识主体所感知的事物运动状态与方式，是外部世界向主体输入的信息，可称之为感知信息；认
识主体所表述的事物运动状态与方式，是主体向外部世界（包括向其他主体）输出的信息，可称之为
再生信息。
认识论层次的信息受认识主体约束，可以说，没有主体就没有认识论信息。
一般而言，在人类所及的有限时空中，本体论信息与认识论信息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其转化过程大致
与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相统一。
　　具体来说，由事物对象产生本体论信息，作为主体的人从中提取所需信息尤其是结构、功能方面
的信息（感知信息），然后通过分析、综合等过程再生出优化了结构、具备新型功能的信息（再生信
息），再作用于事物对象，使对象结构发生改变并产生人类期望的新功能。
这样，事物对象又产生了新的本体论层次的信息，新一轮的转化过程又开始了⋯⋯这种周而复始螺旋
上升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造就了大量的物质资源，而且积
累了丰富的信息资源。
对于正常的人类主体来说，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外在形式、内在含义和效用价值这三者之
间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
　　本体论层次信息定义和认识论层次信息定义是最基本的信息定义，如果在认识论层次信息定义基
础上再引入某种新的约束条件，认识论层次信息定义将转化为更低层次的信息定义；引入的约束条件
越多，定义的层次越低。
　　例如，在认识论层次的信息定义中引入认识深度这一约束条件，认识论信息就可以进一步扩展为
三个层次：语法信息，即主体所感知或表述的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外在形式，这是最低层
次的认识论信息；语义信息，即主体所感知或表述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逻辑含义，这是较
高层次的认识论信息；语用信息，即主体所感知或表述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相对于某种目的
的效用，这是最高层次的认识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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