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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数字图书馆行业竞争对手分析及趋势预测报告》共十章

。报告介绍了数字图书馆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数字图书馆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数字图

书馆行业的现状、中国数字图书馆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数字图书馆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数字图书馆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数字图书馆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数字图书馆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是用数字技术处理和存储各种图文并茂文献的图书馆，实质上是

一种多媒体制作的分布式信息系统。它把各种不同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用数字技

术存贮，以便于跨越区域、面向对象的网络查询和传播。它涉及信息资源加工、存储、检索

、传输和利用的全过程。通俗地说，数字图书馆就是虚拟的、没有围墙的图书馆，是基于网

络环境下共建共享的可扩展的知识网络系统，是超大规模的、分布式的、便于使用的、没有

时空限制的、可以实现跨库无缝链接与智能检索的知识中心。

     数字图书馆是一门全新的科学技术，也是一项全新的社会事业。简言之，数字图书馆是一

种拥有多种媒体内容的数字化信息资源，能够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高水平的信息化服务

机制。 数字图书馆不是图书馆实体：它对应于各种公共信息管理与传播的现实社会活动，表

现为种种新型信息资源组织和信息传播服务。它借鉴图书馆的资源组织模式、借助计算机网

络通讯等高新技术，以普遍存取人类知识为目标，创造性地运用知识分类和精准检索手段，

有效地进行信息整序，使人们获取信息消费不受空间限制，很大程度上也不受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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