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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国家信息交换模型（NIEM）为解决跨领域信息交换与共享问题提供了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对
推动我国跨领域信息交换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本书以美国国家信息交换
模型为蓝本，重点研究跨领域信息交换关键技术和实现方法。首先阐述跨领域信息交换相关概念，研
究跨领域信息交换体系组成，介绍跨领域信息交换相关技术，然后重点剖析美国国家信息交换模型的
组成、原理，最后以美国海事信息共享环境为例，介绍美国国家信息交换模型的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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