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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区域"是国家信息化的基本单元，是提升区域竞争力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科技创新助推器。
信息化的核心问题是信息资源的建设和共享。
我国数字区域的建设和发展，在基础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方面还面临着以下问题：①缺乏标准化基础信
息资源库、信息资源共享以及数据开放的技术、标准、政策和管理机制；②缺乏有效联系信息拥有方
和信息使用方的机构和服务机制；③缺乏良好的区域信息共享技术服务体系；④缺乏信息化公共技术
服务软件平台。
本书创新性地提出了数字区域信息应用基础设施的概念，提出了统筹规划的低成本、集约化、可持续
的区域信息共享与服务顶层设计框架，为建立有机联系的信息资源和技术服务链提供了理论、方法和
技术软件，从而为根本上解决我国数字区域信息资源的利用、共享与应用服务等问题提供了先导和示
范。
本书提出的数字区域信息应用基础设施是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之上，面向信息资源共享、应用服务和
信息安全保障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之一。
其目标是要建立以政府相关部门为核心的信息拥有方和广大信息使用方之间有机联系的、可持续的信
息资源和信息化技术服务链，为政府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应用工程提供基础性、公共性
的应用服务支撑。
本书分析了数字区域信息应用基础设施的构成，它包括面向区域信息化工程的专业化信息技术开发和
应用服务机构、信息化应用关键技术、信息化软件公共应用服务平台，以及相关的管理办法和标准规
范等。
在数字区域信息应用基础设施的框架之下，本书分析了数字区域信息资源共享服务技术体系建设的问
题，主要内容包括分布式信息资源标准化、时空化、网络化再造与增值服务技术，区域政务信息资源
共享与服务技术，以及区域空间信息资源共享与服务技术等。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信息资源时空化再造、循环利用和增值服务的概念与含义，信息资源再造的技术标
准；设计了区域信息资源目录与交换体系的总体技术框架；对区域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与服务的关键技
术，即核心元数据存储、表达和目录服务，以及多源、异构、海量数据的统一交换和集成技术进行了
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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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区域信息应用基础设施》立足于福建省信息化系统工程——“数字福建”的建设实践，以
区域信息化建设的关键问题——信息资源建设、信息共享和应用服务为对象，针对目前“条块”分隔
、各自为政的基础数据库、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信息化工程和信息服务现状，为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和
网络的效益，提出了数字区域“信息应用基础设施”的概念，设计了低成本、集约化、可持续的区域
信息共享与服务技术体系框架，并从信息资源的时空化再造和区域信息共享软件公共服务平台的设计
与建设人手，实现了“数字福建”电子政务的信息共享和应用服务，为从根本上解决数字区域和数字
中国的信息资源利用、共享与应用服务问题提供了先导和示范。
　　《数字区域信息应用基础设施》可供从事信息化建设规划、管理和技术人员，从事数字地球、数
字区域、数字城市工作的研究、开发、教学和应用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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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信息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全球信息化的浪潮，正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服务方式，推动世界从传统的
资本经济向知识经济，从工业社会向现代信息社会发展。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将取决于信息的占有程度。
谁占有了信息，谁就占有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制高点。
当前，发达国家普遍实现了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其经济总量中已有50％以上的增加值是由
信息产业创造的。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又面临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艰巨任务。
因此，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工业化的水准，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注重
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才能发挥后发优势，努力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
无论从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从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还是从提高政府监管能力、工作效
率和公共服务水平，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提高我国综合国际竞争力，都离不开信息化。
大力推进信息化，是覆盖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选择。
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
信息化是国家现代化的“牵引机车”。
它包括政务信息化、企业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涉及各级政府、各行各业、千家万户。
当前我国信息化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但必须注意到，目前信息高速公路上“车辆繁多、车速不一、货
装松散、缺乏规矩”。
重大信息化工程更是缺乏国家信息化顶层设计指导下的“条条”和“块块”统筹协调的系统工程规范
。
特别是在涉及信息化核心问题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应用服务方面，目前还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
可推广的数字区域建设工程和信息共享技术服务体系。
当前，人类面临着人口、环境、资源和发展等全球性问题，为了维持我们的生存环境，更为了确保人
类的后代及与我们共享地球的其他生物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环境，我们不但迫
切需要对地球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和认识，而且需要一个共同的框架来获得和共享我们对地球的认识。
1998年美国提出的“数字地球”就是希望构建一个全球范围、以地理位置及其相互关系为框架的完整
的地球信息系统，以便于彼此间通过互联网络这一信息高速公路进行信息的查询、协同、共建、共享
、增值和应用，并避免信息源、知识源的浪费和低水平重复，从而带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高速和可
持续发展。
“数字地球”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收集可靠、易用并且实时更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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