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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的发展与创新》

前言

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社会生
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我国发展经济的基本指导方针。政务信息化、商务信息化等正在全国展开，
大量的信息系统已建造或在建设之中。本书正是根据这一形势，以信息系统的发展与创新为主题而编
写的。本书不是系统论述信息系统原理和方法的教科书，而是讨论信息系统近年来的发展与创新，阐
明信息系统的建造、部署和运行中的主要问题的专著；本书不重复已经成熟的理论和技术，而着眼于
新出现的和被忽视的重要问题；本书以专题方式进行论述。每一章是一个专题，每个专题是独立的，
有的专题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但尽量避免重复。当代信息系统是在网络环境中运行的，是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基础设施，是全球化激烈竞争中的制胜力量。建造和部署的信息系统必须能够适应环境的快速
变化、容易使用、便于互动、及时提供服务、效率高、成本低，因此，本书选择的专题侧重于信息系
统的联网、体系结构、系统集成、系统安全、软件与服务、管理和治理等方面，注重信息系统的关键
性问题，重点论述动态的、流动的和变化的要素。例如，安全是信息系统的关键问题，在第三部分
有12个专题讨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数据是信息系统中最活跃的和流动的要素，在书中安排了4个专
题讨论有关数据的问题，即“数据集成”（第7章），“数据保护”（第19章），“联网存储”（第33
章）和“数据管理”（第36章）。信息系统的宗旨是支持应用和提供服务，应用和服务依靠的是软件
；软件是整个信息系统运行的动力，软件的安全性是信息系统能否正常运行的关键；信息系统快速响
应环境和条件的变更，改变功能和增强能力，也主要依靠软件。所以，对软件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安排
了多个专题介绍。全书共有42个专题，即42章，分成6个部分。第一部分：概念和基础，含5个专题：
第二部分：演化和集成，含5个专题；第三部分：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含12个专题；第四部分：软件
与服务，含13个专题；第五部分：管理和治理，含5个专题；第六部分：统一与融合，含2个专题。在
信息系统的发展与创新过程中，企业是主体，所以本书引用的参考文献重点是全球著名的IT公司发布
的白皮书，另外就是标准化组织发布的规范和标准：还有报纸、广播、网络上各种有关信息技术和信
息系统的报导和问题讨论，以及作者多年来积累和整理的材料。这些参考文献和资料，规格不一，不
像期刊那样正规，缺乏某些必要的信息，如作者姓名、发布日期等。为了弥补这一缺点，在每章的参
考文献之后附有“检索诃”，书末附有“中英文词汇对照表”，以便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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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的发展与创新》

内容概要

《信息系统的发展与创新》是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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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的发展与创新》

章节摘录

插图：1.1 基本概念1.1.1 信息信息、物质和能量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三大要素。物质和能量
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是众所周知的，但把信息和物质及能量并列，能理解的人却并不多。人是
社会性的生物，分散的个体要组成有机的社会，必须进行沟通，沟通的纽带就是信息交换，而信息交
换就是通信。人类社会越发展，沟通越密切，信息交换的纽带作用就越明显。现在，人类社会对物质
和能量的利用，正在逐渐由信息的活动来引导和控制，信息的地位与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1.1.2 信息
与数据信息与数据这两个词常常不加区别地被混用，实际上两者是有区别的。（1）数据是信息的表
示，具有如下特点：数据是事实，可用于分析或参考。数据可以是数字、字符、符号、图形等，它们
可以被计算机处理。数据可被人或机器解释，并得出其意义。（2）信息是经过解释的数据，具有如
下特点：信息是知识，可通过学习、经验或者指导获得。信息是智能的交流。信息是任何类型的，关
于事情、事实、概念等的知识，存在于某种上下文之中。1.1.3 信息技术我们现在所讲的信息技术是电
子信息技术，是关于信息的生成、处理、传输、存储、显示、安全保护等方面的技术。这些技术的性
质和特征的原理、方法、模型、描述、演算、证明以及信息系统的结构、行为等的理论和方法，构成
信息科学技术。当代电子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主要的区别在于，它是普适的、赋能的、拟人的和增值
的技术，这是它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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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系统的发展与创新》是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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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的发展与创新》

精彩短评

1、是比较好，比较全的一本厚书，可以作为工具书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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