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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信息化和信息技术是人们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
解金山编著的《社会信息化与信息化技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信息化和信息技术发展的有关问题
。
全书共11章，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三部分。
第1章与第2章阐述信息化的概念及相关知识；第3章与第4章介绍我国信息化的基本概况及所取得的成
就，并对信息技术的演变作了概述；第5章至第11章主要介绍各种信息通信网络的构成、工作原理及应
用。

《社会信息化与信息化技术》力求用通俗的语言及诗歌的形式阐述有关理论及技术问题，以激发读者
的兴趣，使读者能够抓住重点，易于理解和记忆。

《社会信息化与信息化技术》可作为大中专院校师生参考书，也可作为选修课教材。
对于从事信息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及公职人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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