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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防科技著作精品译丛网电空间安全系列：信息战》共由七个主体章节和一个结束语共同构成。
其中，第一章至第五章分别介绍了美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和新加坡等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信息
战”的内涵、作用和其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第六章就“信息战”中所涉及的攻击数据统计、攻击形
式等内容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总结，第七章就“信息战”所涉及法律等相关问题提出了原作者自己的见
解，结束语中全面阐述了原作者自己关于“信息战”内涵、作用和其在现代战争中地位的见解。

《国防科技著作精品译丛网电空间安全系列：信息战》的读者对象主要为国内从事信息战理论研究的
学者、信息战方案制定和信息战部队的指挥技术军官、以及相关军事理论的爱好者，同时，本书也可
作为军队院校相关专业的补充教材和部队机关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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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基于安全性的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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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基于知识的指挥与控制——新加坡版本的网络中心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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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对个人信息的攻击和信息战争
6.2.1 对个人信息攻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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