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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信息服务研究》

前言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环境的形成，信息的生产、存储和利用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数字信息资源以传统信息资源难以比拟的优势，逐渐成为信息资源的主体。数字化信息不仅是一个国
家的数字资产和学术成果的数字存档，而且是支撑信息社会建设，实现政务、商务和社会活动信息化
的至关重要的要素。一个国家基于自主创新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无不依赖于以数字信息的组织、开发、传播和提供为内容的数字化信息服务。因此，网络环境下数
字化信息服务的开展成为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
地，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趋势，促进我国数字化建设，推动数字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于2009年3月在武汉
举办以“信息化与信息资源管理”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对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承
担的教育部重点基地的“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信息服务研究”重大课题展开讨论，收录论文29篇。论文
集中展示了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的专、兼职研究人员对该主题的关注和研究水平。其内容
涵盖数字化信息服务的组织、数字化信息服务中的用户需求与信息行为分析、数字化资源建设、数字
化信息服务技术的应用、数字化信息服务的业务推进，以及数字化集成信息服务体系与平台构建等前
沿领域发展的热点问题。它将对我国数字化信息服务组织建设、数字化信息服务整体水平的提高具有
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广泛的实践参考价值，同时将为我国网络信息资源发展战略决策提供重要的参
考咨询。　　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水平的提高将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的重要发展战略任务。本次
举办的“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信息服务研究”学术研讨会，只是对本课题部分研究成果的展示，我们的
研究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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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化信息服务研究:2009年信息化与信息资源管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集中展示了武汉大学信息资
源管理研究中心的专、兼职研究人员对该主题的关注和研究水平。其内容涵盖数字化信息服务的组织
、数字化信息服务中的用户需求与信息行为分析、数字化资源建设、数字化信息服务技术的应用、数
字化信息服务的业务推进，以及数字化集成信息服务体系与平台构建等前沿领域发展的热点问题。

Page 3



《数字化信息服务研究》

书籍目录

面向用户的跨系统信息服务集成分析开放环境下数字图书馆个性化集成服务研究中美数字化信息服务
比较研究未来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新模式——与商业搜索引擎联姻网络环境下的内容产业运营模式分析
高校图书馆中外文数据库用户满意度实证研究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信息服务的跨系统组织分析图书馆数
字资源使用统计的现状分析基于用户体验的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组织基于标签词频统计的科研用户
兴趣分析基于Web 2.0的信息集成服务研究Wiki条件下的协同创新与知识转化研究基于语义网格的个性
化信息推荐框架研究知识元语义模型基于公用信息平台的网络信息资源集成模型研究机构知识库共享
机制研究公共图书馆在政府信息公开及信息服务中的作用科研单位利用网格技术进行信息资源整合的
初探研究搜索引擎“个人检索历史”功能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以知识工作者为调查对象Web 2.0环境
下的企业竞争情报服务创新个性化信息服务关键技术研究自主创新信息服务保障体系——基于产、学
、研合作模式的研究高校图书馆用户服务模式创新策略分析面向电子政务服务的知识协同分析基
于SOA架构的数字城市信息共享方法研究网络环境下的区域性农业信息集成服务平台构建与实现受控
词表在语义网环境下的应用发展WHU—XML：基于XML的数字图书馆系统网络信息用户自服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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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面向用户的跨系统信息服务集成分析　　1　面向用户的跨系统信息服务集成演进　　信息服务
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服务，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服务内容、服务技术和服务体系的演化过程，
即社会体制、发达水平、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环境等社会因素决定了服务的发展状况和组织形式。在
社会发展综合因素的作用下，现代信息服务呈现出综合化、集成化和社会化的发展趋势。　　1.1　跨
系统信息服务集成环境的形成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信息服务逐步发展成为现代信息服务
的主流之一。对用户而言，数字化信息服务具有传统信息服务不可比拟的便捷优势。然而，数字化信
息服务在充实和丰富的同时，面临着无序发展、服务异构的障碍，处于分散分布的状态。这对于以用
户为中心的集成服务是矛盾的。因而，客观上形成了在跨系统环境下面向用户的信息服务集成的问题
。　　我国数字化信息服务的整体水平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水平，各部门、系统的服务处于分散
状态，部门化、分散化的服务组织模式已不能适应用户对信息服务的发展要求，从客观上提出了信息
服务集成化的新课题，要求从社会发展的全局来集成分散分布的服务资源，确立面向用户的服务集成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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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帮了我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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