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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交流的基本形态和主要方式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电子商务、
电子政务方兴未艾，而且科学研究的基础环境不断地被数字化、网络化，科研人员、仪器、信息、过
程以及管理机制日益被聚合到同一数字空间，科学研究本身正走向e-science。
为了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加速国民经济建设，构建现代数字信息服务系统已经成为创建我国科
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数字化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信息服务系统建设是一个集数字资源建设、数字信息资源加工系统、数字资源存储系统、网
络信息资源搜集与整合系统、数字信息集成服务系统、数字信息个性化服务系统、数字参考咨询系统
和数字信息服务协作系统建设于一体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目前，我国数字信息服务系统建设与研究处在摸索发展阶段，既缺乏比较成熟的理论依据，也无全面
系统的构建模式可资借鉴，所以，数字信息服务系统的比较研究，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研究和数
字化城市发展研究中，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本书是山东省科技厅2005年下达的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数字信息服务系统的比较研究”
（项目编号为A200515-6）研究成果的结晶。
本书力图在对我国数字资源建设现状、发展趋势和现有数字信息服务系统全面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
系统总结其成功与不足，提出适合不同应用情景能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数字信息服务系统的构建
模式，为我国数字信息服务系统多快好省地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经验借鉴和实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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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数字信息服务系统展开研究。
明确提出了数字信息服务系统的整体概念，对我国数字资源的发展现状展开了调查、分析，总结和剖
析了我国数字资源建设取得的主要成绩、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并从数字信息资源加工系统
、数字信息资源存储系统、网络数字信息资源搜集与整合系统、数字信息集成服务系统、数字信息个
性化服务系统、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系统、数字信息服务协作系统七个方面，对数字信息服务系统各子
系统的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对每一个子系统现有软件的功能、技术、结构、适用范围、主要优缺点等
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和评述并提出优化建议或模式，最后提出了数字信息服务系统的单一数字信息服
务系统和多个数字信息服务系统的构建模型，讨论了这两种构建模型的不同应用情景和不同构建模式
，指出了构建数字信息服务系统应注意的问题。
    本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有丰富翔实的实例、资料与数据，可供我国广大信息管理工作者和
我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相关院系师生和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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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我国数字资源建设现状与发展趋势　　在网络迅猛发展的时代，信息交流的基本形态和
主要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电子政务、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科学研究走向e-science，教学环境走
向e-learning，数字资源的建设与发展已经成为科教兴国、科技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基本保障，更
是我国数字信息服务系统赖以存在的根本。
因而，全面系统地研究我国数字资源建设现状和发展趋势自然是数字信息服务系统比较研究的主要内
容之一。
　　第一节　我国数字资源建设的现状　　数字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已经引起相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
目前，我国的数字资源建设形式主要有如下四种：①图书情报机构与科技系统自建数据库；②数字资
源的商业性加工生产；③引进国外的数字资源；④互联网网站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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