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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资源是重要的战略性资茹乳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对于国家创新和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制度安排来推动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具有现实紧迫性。
    肖冬梅的《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制度研究》一书在探析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制度现实需求和理论依据的
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制度的构成，归纳了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信息资源公共获
取制度的成功经验，从理论上探讨了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制度的运行、监督等重要问题。
本书立意新颖、资料丰富。
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逻辑推理严谨，是迄今国内最早对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制度进行系统研究的
成果。
这样的尝试是非常可贵的。
本书不仅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也具有较高的实践应用性。
　　本书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系列丛书”之一。
本书在在探析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制度现实需求和理论依据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制
度的构成，归纳了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制度的成功经验，从理论上探讨了信息
资源公共获取制度的运行、监督等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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