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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国外档案学理论的
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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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国外代表性档案学期刊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刊载的学术论文进行主题 聚 类，归 纳 出 档 案 与 社 会、档 案 与

技术、档案管理业务、档案学理论和档案职业五大主题。立足定量与定性分析，国外档案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有档案高等教育、社群档案管理和档案管理中的技术应用；前沿趋势为趋向探讨文件管理如何融入社会治理、趋

向思索档案职业的发展前景和趋向关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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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专业期刊是探讨学术、交流思想的重要载体，也

是把握国 外 档 案 理 论 与 实 践 最 新 发 展 的 重 要 视 角 之

一。笔者拟选择国外档案学代表性期刊，以定量与定

性结合的研究方法，探析国外档案学理论的研究热点

与前沿趋势。

笔者以 “国外”／ “外 国”ａｎｄ“档 案 学”为 检 索

词，不限时间，在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

博硕士论文数据库”“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论文库”等数

据库进行篇名检索，得到２６篇文献，其中仅５篇相关

度 较 高；以 Ｔｉ（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ＡＮＤ　Ｔｉ（ｈｏｔｓｐｏｔ），Ｔｉ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ＡＮＤ　Ｔｉ（ｆｒｏｎｔｉｅｒ）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数据库检索，
未命中文献。可见，国内外相关文献数量尚不充足。

国内研究主要选择国外典型专业期刊论文做主题

分析，得出研究热点及趋势。周耀林等［１］通过关键词

抽取 简 要 分 析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八 本 外 文 期 刊 的 研 究 热

点和趋势；沈双洁等［２］以ＬＩＳＡ数据库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国外档案学论文 为 数 据 源，利 用ＳＰＳＳ软 件 对 高 频 关

键词 作 共 词 聚 类 分 析；李 忱 博［３］定 量 分 析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年国 外 档 案 学 期 刊 热 点 主 题、年 度 热 点 等；王

晴［４］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 （ＳＳＣＩ）２０１２年文献为

对象，通过提取高频关键词分析研究热点；段先娥［５］

归纳 并 评 述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 国 外 档 案 学 研 究 的 五 大 热

点。国内研究的不足，一是对国外档案学期刊论文主

题的分析以定量方法为主，内容分析欠缺力度；二是

选取论文截 至２０１６年，研 究 时 间 距 今 已 数 年，无 法

反映国外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为 此，本 文 评 析 国 外 代 表 性 档 案 期 刊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年刊载 的 学 术 论 文 主 题，分 析 国 外 档 案 学 理 论

的研究热点，探究其前沿趋势。

２　期刊来源与论文样本

澳大利亚研究 理 事 会 于２０１０年 发 布 期 刊 评 价 报

告，将档案学期刊分为Ａ＋、Ａ、Ｂ、Ｃ四个等级，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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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得到 美 国 档 案 教 育 和 研 究 协 会 （ＡＥＲＩ）认 可，
并在其官网发布。本文即以此为据，选取获评Ａ＋和

Ａ的６本期刊作为考察对象：加拿大档案工作者协会

会刊Ａｒｃｈｉｖａｒｉａ （Ａ＋）、荷 兰 期 刊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美 国 档 案 工 作 者 协 会 会 刊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ｒｃｈｉｖｉｓｔ （Ａ）、澳 大 利 亚 档 案 工 作 者 协 会 会 刊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Ａ）、英 国 和 爱 尔 兰 档 案

与文件协会的会刊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原 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ｖｉｓｔｓ，于２０１２年冬季

刊宣布更 名，因 此 在 ＡＥＲＩ网 站 的 排 名 中 期 刊 名 为

ＪＳＡ）、英国 期 刊Ｒｅｃｏｒｄ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
本文选取上 述 期 刊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 刊 载 的１５８篇 学 术

论文作为研究样本。

２０１８年的８１篇论文中，有１８篇探讨非洲地区档

案工作，其 主 要 推 力 当 是ＩＣＡ２０１８年 会 首 次 在 非 洲

国家召开。而２０１９年７７篇论文，研究重点集中于 欧

美和大 洋 洲，反 映 出 美 国、加 拿 大、英 国、澳 大 利

亚、新西兰等 国 一 直 是 档 案 学 研 究 的 “主 力 军”。所

有论文中，内容涉及亚洲国家的不多，说明该地区档

案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有待加强。

１５８篇论文主题 丰 富，有 些 主 题 相 对 集 中，有 些

主题较为零散，不易聚类。笔者聚类论文关键词，剔

除了主题分散的３０篇 论 文，将 剩 余１２８篇 归 纳 为１８
个研究主题 （论 文 数 见 括 号 标 注）：数 字 档 案 （１６）、
文件与档案管理 （１５）、档案数字化 （１２）、社 群 档 案

管理 （１２）、档 案 高 等 教 育 （１１）、文 件 连 续 体 理 论

（９）、电子文件 管 理 （７）、档 案 与 非 殖 民 化 （７）、信

息治 理 （６）、档 案 与 社 会 公 正 （５）、不 动 产 档 案

（５）、档案职业 （５）、社 交 媒 体 文 件 （４）、政 务 信 息

公开 （４）、档案标准 （３）、档案著 录 （３）、档 案 培 训

（２）和个人档案 （２）。
这１８个主题可归纳为档案与社会、档案与技术、

档案管理业务、档案学理论和档案职业五方面。参考

论文数量，笔者仅列出４篇及以上论文的主题分布及

论文占比，如表１所示。

表１　五大主题与论文数量及占比

研究主题 文献数量 （篇） 占全部论文的比例 合计 （篇）

档案与社会

社群档案管理 １２　 ７．６％

档案高等教育 １１　 ７％

档案与非殖民化 ７　 ４．４％

信息治理 ６　 ３．８％

档案与社会公正 ５　 ３．２％

政务信息公开 ４　 ２．５％

４５

档案与技术

数字档案 １６　 １０．１％

档案数字化 １２　 ７．６％

电子文件管理 ７　 ４．４％

社交媒体文件 ４　 ２．５％

３９

档案管理业务
文件与档案管理 １５　 ９．５％

不动产档案 ５　 ３．２％
２０

档案学理论 文件连续体理论 ９　 ５．７％ 　９

档案职业 档案职业 ５　 ３．２％ 　５

总计 １１８

３　论文主题评析

３．１　档案与社会主题

３．１．１　社群档案管理实践研究有所突破

该主题论文内容包括：第一，总结典型机构社群

档案管 理 的 实 践 经 验。澳 大 利 亚 对 此 较 关 注。帕 克

（Ｐａｒｋｅｒ）［６］提出社群档案 管 理 应 注 重 适 当 资 源 和 社 群

伙伴关系的支持，突出社群主体建档的领导作用。梅

德门特 （Ｍａｉｄｍｅｎｔ）等［７］分 析 澳 大 利 亚 土 著 和 托 雷

斯海 峡 岛 民 研 究 所 奥 鲁 昆 档 案 管 理 经 验。洛 沃

（Ｌｏｂｏ）［８］指出社群档案馆在保护集体历史中的作用是

挑战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叙事。第二，探讨社群档案参

与模式。有论文分析社群档案项目吸引社群成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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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达 维 兹 （Ｄａｌｌｗｉｔｚ）等［９］分 析 原 住 民 阿 南 古

族的档案项目吸引土著社群参与的原因，提出长期保

存档案的措施。有论文研究社群成员参与社群档案管

理的 具 体 方 式。罗 斯 奇 利 （Ｒｏｅｓｃｈｌｅｙ）等［１０］重 点 关

注社群档案贡献者的个人背景，思考如何将个人与所

在社群建立联系。可见，国外学界对社群档案管理的

研究多集中在实践领域。之所以说研究有所突破，主

要表现为近期研究不局限于关注社群档案，而是多从

社群成员入手，探究其参与社群档案管理的原因和贡

献，突出了参与模式对社群档案管理的意义，更利于

社群记忆与文化的保存。

３．１．２　档 案 高 等 教 育 兼 具 完 善 空 间 与 良 好

前景

该主题论文内容包括：第一，探讨档案高等教育

的完善措施。有 的 学 者 试 图 发 现 更 有 效 的 教 学 方 法。

利文斯顿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１１］主 张 将 档 案 服 务 引 入 课 程

教学，强 调 服 务 学 习 对 档 案 工 作 者 的 影 响；马 里 诺

（Ｍａｒｉｎｏ）［１２］对比 “探 索 性 教 学”和 “展 示－讲 述 性

教学”方法，提出前者更有效。有的学者针对课程展

开案例研 究。库 欣 （Ｃｕｓｈｉｎｇ）等［１３］以 爱 尔 兰 数 字 保

存为例，提出研 究 生 数 字 保 存 教 育 课 程 的 发 展 策 略；

贝诺伊特 （Ｂｅｎｏｉｔ）等［１４］探 讨 美 国 档 案 工 作 者 协 会

“档案研究生 课 程 指 南”的 应 用。有 的 学 者 立 足 数 据

分析科 学 预 测 档 案 教 育 发 展 趋 势。布 坎 （Ｂｕｃｈａｎ）

等［１５］统计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参 加 ＡＥＲＩ年 会 博 士 生 的 学

科背景、研究方向和专业活动，指出博士生教育应继

续成为档案学研究的主题之一。第二，积极发掘档案

对其他学科教学的支持作用。有论文提出档案对基础

课程的支持。瓦格纳 （Ｗａｇｇｅｎｅｒ）［１６］说明档 案 对 “新

生辅导班”的 重 要 作 用；埃 默 林 （Ｅｍｅｒｌｉｎｇ）［１７］展 示

档案如何成为讲授公民课程的第一手资料。有论文提

出档 案 对 文 学 课 程 的 支 持。桑 席 （Ｘａｎｔｈｅ）等［１８］以

英国创新艺术大学为案例，展示档案如何支持创意写

作。可见，国外对档案高等教育的探讨既有完善措施

的思考，也有良好前景的自信和预期。

３．１．３　档案工作助推非殖民化进程

非殖民化是一个地方从外国殖民统治转向独立及

自治的过程，该主题论文内容包括：第一，探讨档案

工作对非殖民化进程的作用。蒙特内格罗 （Ｍｏｎｔｅｎｅ－
ｇｒｏ）［１９］从概 念、认 识 论 角 度 探 讨 档 案 实 践 的 非 殖 民

化；克里 森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等［２０］重 点 探 讨 “缓 慢 的 档

案” （Ｓｌｏｗ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非 殖 民 化 进 程 项 目；奇 尔 科 特

（Ｃｈｉｌｃｏｔｔ）［２１］则根据澳大利 亚 和 北 美 土 著 社 群 档 案 的

文化敏感管理协议，对英国非殖民化档案著录提出建

议。第二，从民族文化和教育角度探讨档案对非殖民

化进程的推 进。萨 瑟 兰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２２］指 出 档 案 记

录的舞蹈姿 势 具 有 非 殖 民 化 档 案 实 践 的 作 用，促 使

档案的文化表达模 式 更 加 丰 富；索 罗 姆 贝 （Ｓａｕｒｏｍ－
ｂｅ）［２３］探讨档案在南非高 等 教 育 非 殖 民 化 进 程 中 的 作

用。可见，国外学者承认档案从文化和教育角度强调

档案对非殖民化进程的助推作用。

３．１．４　文件管理融入信息治理

信息治理是确保有效和高效地使用信息，使组织

能实现其目标的综合战 略 方 法。［２４］该 主 题 论 文 内 容 包

括：第一，立 足 国 家 层 面 探 讨 信 息 治 理 的 架 构 与 模

式。马隆 （Ｍｕｌｌｏｎ）等［２５］设 计 南 非 的 信 息 治 理 整 体

架构，要求建 立 信 息 监 管 机 构；伊 万 （Ｅｖａｎ）等［２６］

指出治理新模式的发展需动态协商一系列跨时空的文

件和文件权利，提出更利于实现公平的信息治理国家

框架。二者均从国家层面看待信息治理。第二，探讨

文件管理与 信 息 治 理 的 关 系。达 涅 斯 曼 尼 亚 （Ｄａｎｅ－
ｓｈｍａｎｄｎｉａ）［２７］从 组 织 角 度，访 问 众 多 组 织 的ＩＴ人

士，分析组织文化与信息治理有效性的关系；布鲁克

斯 （Ｂｒｏｏｋｓ）［２８］从文件保 存 角 度 探 讨 文 件 管 理 与 信 息

治理的关系。可见，国外学者主张通过探讨文件管理

与信息治理的关系，倡导文件管理融入信息治理。

３．１．５　档案工作维护社会公正

该主题论文内容包括：第一，探讨受害者如何借

助档案维 权。罗 宾 逊－斯 威 特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Ｓｗｅｅｔ）［２９］

指出档案工作者在美国对黑人种族歧视和暴力的赔偿

工作中有特殊责任；戈丁 （Ｇｏｌｄｉｎｇ）［３０］指出文件保存

是影响儿 童 寄 养 体 验 和 儿 童 保 护 质 量 的 关 键 问 题 之

一，倡导 多 方 合 作 推 进 新 的 寄 养 文 件 保 管 议 程。第

二，探讨档案维护社会公正的价值。赫萨米 （Ｈｅｓｓａ－
ｍｉ）［３１］审视越南继任政府征用并重建红色高 棉 政 权 时

期档案以实现政治目的的过程，揭示了影响档案管理

方式的问题影响了档案作为证据、问责和记忆工具的

再利用；麦克尼 （ＭａｃＮｅｉ）［３２］评估现存行政文件作为

构建历史叙事 基 础 的 潜 力；德 雷 克 （Ｄｒａｋｅ）［３３］指 出，

打破档案中的白人至上要求档案工作者放弃新自由主

义话语，将被压迫者定位为解放主体。可见，国外学

者承认档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意义。

３．１．６　政务信息公开推动民主进程

该主题论文主要介绍典型国家政务信息公开的现

状。斯瓦德 （Ｓｖｒｄ）［３４］研究瑞典两个城市公共部门信

息指令的 实 施 情 况；约 瑟 （Ｊｏｓé）等［３５］立 足 西 班 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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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法》，分 析 西 班 牙６１个 历 史 档 案 网 站 上 文 件

的类型，建 议 将 这 些 文 件 作 为 评 判 管 理 透 明 度 的 指

标；谢帕德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等［３６］调查英国开放政府和信

息从业者 对 地 方 政 府 部 门 开 放 数 据 程 序 和 政 策 的 态

度，讨论公民参与和治理方法。可见，国外学者认可

政务信息公开对提高透明度和推动民主的重要作用。

３．２　档案与技术主题

３．２．１　数字档案研究不断深化

该主题论 文 内 容 包 括：第 一，关 注 原 生 数 字 文

件。涉及 原 生 数 字 文 件 的 移 交 和 检 索。厄 兹 德 米 尔

（ｚｄｅｍｉｒ）［３７］评估英国公共机 构 如 何 将 原 生 数 字 文 件

移交给国 家 档 案 馆；温 特 斯 （Ｗｉｎｔｅｒｓ）等［３８］指 出 自

然语言搜索在海量数字资源搜索方面的局限，提出链

接文件的搜索新方法。第二，关注数字档案鉴定。恩

戈佩 （Ｎｇｏｅｐｅ）等［３９］分 析 了 南 非 国 家 档 案 和 文 件 服

务处 数 字 文 件 保 存 的 鉴 定 政 策 指 南；克 莱 特

（Ｋｌｅｔｔ）［４０］从理论、法 规 和 实 践 三 方 面 探 讨 瑞 典 电 子

文件鉴 定 及 其 规 范 性 价 值。第 三，关 注 数 字 档 案 保

存。贝克尔 （Ｂｅｃｋｅｒ）［４１］强 调 计 算 和 系 统 设 计 的 概 念

框架在数字保存教育和实践中的重要性。彭德格拉斯

（Ｐｅｎｄｅｒｇｒａｓｓ）［４２］等 探 讨 面 向 环 境 可 持 续 性 的 数 字 保

存研 究，呼 吁 进 行 范 式 转 换。理 查 兹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等［４３］建议阐明 和 扩 展 未 来 数 字 保 存 研 究 和 专 业 教 育

所需的专业能力。第四，关注数字档案开发利用。哈

吉巴 （Ｈａｊｂａ）［４４］介 绍 阿 姆 斯 特 朗 家 族 数 字 档 案 在 线

展 览 项 目 的 创 建 及 经 验 教 训；查 萨 诺 夫 （Ｃｈａｓ－
ｓａｎｏｆｆ）［４５］探索历 史 学 家 如 何 将 数 字 化 档 案 照 片 作 为

证据来源；特里特 （Ｔｒｅａｔ）［４６］探讨电影制作者利用动

态图像档案搜寻信息。可见，国外学者对数字档案的

形成、鉴定、保存和利用进行系列研究，对数字档案

的研究不断深化。

３．２．２　档案数字化实践受到关注

该主题论文内容包括：第一，关注档案数字化实

践中的隐私和伦理问 题。勒 克 莱 尔 （Ｌｅｃｌｅｒｅ）［４７］立 足

大型数字化项目，指出档案工作者有保护个人隐私的

职业义务；哈默 尔 （Ｈａｍｅｒ）［４８］指 出 在 数 字 时 代，档

案专业协会须重新审视并修订道德规范；阿戈斯蒂尼

奥 （Ａｇｏｓｔｉｎｈｏ）［４９］探讨丹麦国家档案馆馆藏殖民档案

集中数字化引发的伦理—认识论挑战。第二，关注不

同类型 档 案 的 数 字 化 问 题。皮 尔 曼 （Ｐｅａｒｍａｎ）［５０］调

研口述 历 史 磁 带 数 字 化 进 展；许 布 纳 （Ｈｕｅｂｎｅｒ）［５１］

探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档案馆的土著民族档案数字

化问题。可见，国外学者重点关注档案数字化实践工

作中的伦理、隐私保护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３．２．３　电子文件管理优化公共服务

该主题论文内容包括：第一，探讨电子文件管理

系统的构建。重点关注非洲地区公共部门的电子文档

管理系统 （ＥＤＲＭＳ）、电子医疗文件系统和电子法院

文件系统的实施情况。图赫 （Ｔｏｕｇｈ）等［５２］探讨如何

整合马拉维的医疗文件保存系统与健康信息系统；莫

斯韦 （Ｍｏｓｗｅｕ）等［５３］评 估 博 茨 瓦 纳 哈 博 罗 内 行 政 区

电子法院文件管理系统对改善法院文件管理的显著成

效；内古马沙 （Ｎｅｎｇｏｍａｓｈａ）等［５４］调 查 纳 米 比 亚 和

津巴布韦 公 共 服 务 部 门 使 用ＥＤＲＭＳ的 情 况。第 二，

探讨电子邮件管理，包括电子邮件归档、销毁及在问

责与政 治 透 明 度 的 作 用。施 耐 德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等［５５］

探讨美国、英国和新西兰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

习软件ｅＰＡＤＤ，来 应 对 英 语 文 学 人 物 电 子 邮 件 归 档

挑战；拉 平 （Ｌａｐｐｉｎ）等［５６］研 究 英 国 国 家 档 案 馆 电

子邮件政策，指明删除政府电子邮件的理由；约翰逊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等［５７］指出 面 对 电 子 邮 件 作 为 文 件 带 来 的

技术和政治挑 战，需 重 新 审 视 档 案 与 问 责 制 的 关 系。

可见，国外学者 一 方 面 通 过 典 型 案 例 的 访 谈 和 分 析，

为非洲地区公共部门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建设提供框架

支撑和经验借鉴。另一方面学者关注点从电子邮件管

理环节延展到电子邮件的政治价值，体现了对电子邮

件管理的认识深化。综上，国外学者认为良好的电子

文件管理 有 助 于 支 持 政 府 部 门 提 供 更 加 优 质 的 公 共

服务。

３．２．４　社交媒体文件提升公众信任

该主题论文包括社交媒体文件归档、活跃分子社

交媒体档案、社交媒体与公众信任三方面，表明关注

点从社交媒体文件的管理环节延展到社交媒体文件的

社会价 值。谢 菲 尔 德 （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５８］认 为 档 案 工 作 者

应对脸书直播形成的社交媒体文件及时归档；韦尔特

（Ｖｅｌｔｅ）等［５９］论述活跃分子社交媒体档案中的道德挑

战和当前实践；埃 文 斯 （Ｅｖａｎｓ）等［６０］考 察 加 拿 大 和

美国２０个地方 政 府 社 交 媒 体 管 理 和 使 用 现 状，指 出

为实现透明度、问责制和公民参与需提升管理社交媒

体文件的能力。可见，国外学者认为社交媒体文件应

及时保存和归档，通过管理并利用公共账户社交媒体

文件，方能有效提升公众对政府施政的信任程度。

３．３　档案管理业务主题

３．３．１　文档管理支持社会治理

该主题论文内容包括：第一，提出具体机构档案

管理的问 题 及 对 策。埃 里 克·成 （Ｃｈｅｎｇ）［６１］以 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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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中为例探讨公立学校混合文件管理方法；奥迪

安博 （Ｏｄｈｉａｍｂｏ）［６２］评估美国国际大学 （非洲）数字

档案管理现状；克鲁克汉姆 （Ｃｒｏｏｋｈａｍ）［６３］研究美国

国家 美 术 馆 成 立 至 今 的 文 件 保 存 情 况；内 默 斯

（Ｎｅｍｍｅｒｓ）［６４］介绍 巴 拿 马 运 河 博 物 馆 藏 品 从 博 物 馆

到 档 案 馆 转 变 的 挑 战 和 机 遇；崔 永 泰 （Ｙｏｕｎｇｏｋ
Ｃｈｏｉ）等［６５］调 查 天 主 教 档 案 的 管 理 现 状、不 足 及 对

策。第二，研 究 良 好 的 文 件 管 理 如 何 支 持 组 织 机 构

业务 的 开 展。穆 塔 贡 多 （Ｍｕｔｓａｇｏｎｄｏ）［６６］调 查 公 共

部门遵守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 文 件 调 查 建 议 的 情 况；

玛鲁莎 （Ｍａｒｕｔｈａ）等［６７］收 集 南 非 林 波 波 省４０家 医

院的 数 据，制 订 医 疗 文 件 管 理 框 架；穆 罕 默 德

（Ｍｏｈａｍｅｄ）等［６８］指出坦桑尼亚采购实 体 工 作 人 员 在

管理采购文件方面缺乏知识、技能和能力。第三，探

讨文件管理 与 社 会 治 理 的 关 系。菲 里 （Ｐｈｉｒｉ）等［６９］

调查撒哈拉以南非洲高等教育背景下公司治理和文件

管理间的关系。奥塞别 （Ｏｓｅｂｅ）等［７０］探 究 文 件 管 理

实践对支持肯尼亚县级政府治理的作用。可见，国外

学者重点关注文档管理在组织运转和社会治理中的作

用，认为文档管理不仅能有效支持组织机构的良好运

转，而且在社会治理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３．３．２　不动产档案价值引发关注

该主题论文内容包括：第一，关注如何充分发挥

不动产档案的价值。佩里 （Ｐｅｒｒｙ）［７１］讨论不动产档案

如 何 通 过 业 务 支 持 或 档 案 本 身 的 商 业 活 动 创 造 收 入；

莫斯 （Ｍｏｓｓ）［７２］通过卡尔森城堡财务文件等档案讲述

城堡的历史故事，以及利用财务文件确定不动产所有

权。第二，关注如何通过跨机构合作完善不动产档案

管理。埃文斯 （Ｅｖａｎｓ）［７３］评 估 档 案 馆 和 学 术 界 基 于

收集的协作影响，指出这一贡献侧重于合作实践及战

略伙伴关 系 带 来 的 互 利；马 蒂 亚 斯 （Ｍａｔｈｉａｓ）等［７４］

报告不动产档案内容价值和用途的合作调查项目；廷

德利 （Ｔｉｎｄｌｅｙ）等［７５］讨 论 苏 格 兰 地 产 和 家 庭 私 人 档

案、社区及慈善机构的合作途径。可见，国外学者对

不动产档案的价值有一定认识。

３．４　档案学理论主题

３．４．１　关注文件连续体模型的完善

该主题论文主要探讨文件连续体模型的不足及对

策。赫萨 米 （Ｈｅｓｓａｍｉ）［７６］重 新 设 计 档 案 连 续 体 模 型

来揭示离开寄养家庭者利用文件的过程。卡拉比诺斯

（Ｋａｒａｂｉｎｏｓ）［７７］以英国 外 交 和 联 邦 事 务 部 的 移 民 档 案

为例，指出连续体模型可能过于依赖多元化、开放和

可用的 文 化。赫 萨 米 （Ｈｅｓｓａｍｉ）［７８］提 出 将 移 民 档 案

映射到文件连续体模型的另一种方法。可见，国外学

者立足特定类型文件的管理，发现文件连续体模型的

不足并提出不同对策。

３．４．２　利 用 文 件 连 续 体 模 型 指 导 档 案 管 理

实践

奥尼尔 （Ｏ’Ｎｅｉｌｌ）［７９］说 明 当 文 件 进 入 文 件 连 续

体的第四维度时对不同社群的作用，指出文件记录对

象的倡议 推 动 澳 大 利 亚 档 案 实 践 的 变 革。克 拉 瑞 德

（Ｋｌａｒｅｌｄ）［８０］以 文 件 连 续 体 模 型 的 四 个 维 度 为 结 构，

分析外包政策对文件保存的影响，并讨论创建公共档

案的影响。可见，国外学者立足文件连续体模型去指

导档案工作变革和具体实践，试图体现文件连续体模

型的理论价值。

３．４．３　关注连续体思想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有学者将连续体思想应用于信息治理。阿普沃德

（Ｕｐｗａｒｄ）［８１］立足连 续 体 思 想，提 出 一 元 多 样 监 管 方

法。这种连续体方法引入运动思维，并将其视作进化

过程。有学者将连续体思想应用于儿童教育领域。尼

克尔斯 （Ｎｉｃｈｏｌｌｓ）［８２］基 于 连 续 体 理 论 重 新 定 义 儿 童

的 “文件保 存 素 养”。可 见，国 外 学 者 试 图 扩 大 连 续

体思想的应用范围和价值。

３．５　档案职业主题

３．５．１　关注档案工作者的权益与职业转型

有的论文探讨女性档案工作者的权益问题。奥查

德 （Ｏｒｃｈａｒｄ）等［８３］指出 在 女 性 档 案 工 作 者 遭 遇 晋 升

和专业发展的瓶颈。有的论文从探讨女权主义、档案

职业历史地位等问题入手，思考档案职业的转型。普

尔 （Ｐｏｏｌｅ）［８４］审视 档 案 职 业 中 广 泛 的 女 权 主 义 现 象。

拉普 （Ｌａｐｐ）［８５］指 出 档 案 工 作 者 现 在 仍 被 认 为 是 机

械、奴性和不重要的职业群体，探讨档案应如何为政

治干预和社会变革提供机会。

３．５．２　关注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能力培养

恩格 斯 （Ｅｎｇｓｅｔｈ）［８６］提 出 将 文 化 能 力 与 档 案 工

作原 则 和 实 践 联 系。帕 瑟 尔－斯 托 达 特 （Ｐａｓｓｅｈｌ－
Ｓｔｏｄｄａｒｔ）［８７］探讨档 案 学 专 业 学 生 就 业 与 原 始 资 料 处

理能力的关系。国外学者对档案工作者的要求回归基

础，除信息素养外，侧重于档案工作者的文化能力与

原始资料处理能力等基础能力。从基本能力到文化能

力，说明在信息时代的冲击下，档案职业不应盲目追

赶技术发展的速度，而应保持本色，更注重本学科相

关能力的培养。为顺应时代发展，档案人员需实现自

我升级，大量需求综合性、复合型专业人才。如何培

养具有过硬基本能力和文化能力，更兼具信息技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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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档案工作者，是档案职业相关研究应继续关注的

问题。

　　４　国 外 档 案 学 理 论 的 近 期 热 点 与 趋 势

展望

４．１　近期研究热点

论文数量为研究热度的指标之一。本文认为论文

数量在１０篇以上的主题即为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国外 档 案

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分别是：档案高等教育、社群档

案管理和档案管理中的技术应用。文件与档案管理主

题虽有１５篇 论 文，但 内 容 相 对 分 散，未 显 示 突 出 热

点，故予忽略。

４．１．１　在档案高等教育研究 中 更 关 注 档 案 与

其他学科的融合

前文分析表明，国外学者对档案高等教育研究更

加重视档案如何融入其他学科的高等教育，包括说明

档案支 持 基 础 课 程、公 民 课 程、文 学 课 程 的 重 要 作

用。国外学者对档案与其他学科高等教育倡导联系与

融合观念，即认可档案与其他学科具有广泛而深入的

联系。跨 学 科 融 合 对 档 案 学 科 而 言，可 扩 大 自 身 影

响，提高档案学科的话语权；对其他学科而言，档案

材料是真实的一手资料，通过深入挖掘档案资源，可

发现新问题和新方向，提升教学与研究水平。这一主

题成为研究热点的原因正是国外档案学者试图通过多

种方式扩大档案学的影响。

４．１．２　重点研究社群档案管理的参与模式

近期国外论文的研究重点是社群档案管理的参与

模式，从社群成员角度探究参与模式的可行性。如有

的论文分析借助移动技术吸纳社群成员的社群档案项

目；有的论文分析参与者对社群档案的贡献取决于其

人脉关系、对社群历史的理解、参与社群生活的经历

和对社群 的 归 属 感。但 国 外 学 者 研 究 社 群 档 案 具 有

“重实践、轻理论”的弱点，即使重点研究参与模式，

也并未给予理论提升。根据笔者解读，参与模式是指

“社群成员主 导、档 案 工 作 者 辅 导，共 同 参 与 社 群 档

案管理”，它既 尊 重 社 群 成 员 对 自 身 档 案 的 熟 悉，又

保证社群档案工作的专业性。笔者认为参与模式成为

研究热点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参与模式具有重要

意义，它拓宽档案工作的覆盖范围和服务对象，丰富

并拓展了档案工作者的角色，拓新了档案学理论的范

式，因此逐渐成 为 社 群 档 案 管 理 的 主 流 模 式；其 二，

参与模式的主导是社群成员，对社群成员角度的研究

彰显了人文关怀精神。

４．１．３　关注电子文件管理系 统 和 数 字 档 案 检

索等基础技术

国外学者仍较为关注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及数字档

案检索等档案管理的基础技术。如有的论文提出与完

全电子化的系统相比，使用中间技术和混合技术的新

型电子医 疗 文 件 保 存 系 统，更 有 可 能 提 供 令 人 满 意

的、现实的和负担得起的中长期解决方案。有的论文

对博茨瓦纳哈博罗内行政区电子法院文件管理系统的

实施状况进行调查。还有论文指出自然语言搜索技术

在应对电子邮件档案、维基解密转储和网络档案等原

始数字资源搜索方面的局限，提出链接文件的新型搜

索方法。

笔者认为，国外学者对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和数字

档案检索等技术的关注，与档案管理数字转型的时代

背景密切相关。随着人类进入数字时代，电子文件将

成为政府机关的文件主导形式，传统载体档案也将逐

步实现数字化转换。因此，迫切需要对电子文件及数

字档案资 源 管 理 进 行 理 论 上 的 指 导。从 研 究 内 容 来

看，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建设及档案数字化依然是国外

学界的热点问题。如何更好地建设支撑组织机构业务

良好运转的电子文件管理系统，以及数字档案资源的

存储、检索和长期保存问题都将是学界在未来持续关

注的问题。

４．２　趋势展望

立足主题分析，笔者认为近期国外档案学理论研

究呈现三点趋势：趋向探讨档案管理如何融入社会治

理、趋向思索档案职业的发展前景、趋向关注人工智

能等前沿技术的应用。

４．２．１　探讨档案管理如何融入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 “政府及其他社会主体，为实现社会

的良性运转而 采 取 的 一 系 列 管 理 理 念、方 法 和 手 段，

从而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公共利

益的最大化。”［８８］２００８年第１６届国际档案大会首次提

出了 “档案、治理 与 发 展：映 射 未 来 社 会”的 主 题，

将档案作为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体制下善政良治的有

力工具，从社会高度呈现了档案对社会治理、问责和

发展的重要意义。档案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开始进入档

案界的视野。前文分析表明，国外学者关注如何通过

文件管理来提升社会治理的效果。有的论文调查了撒

哈拉以南非洲高等教育背景下公司治理和文件管理之

间的关系。还有的论文以根据典型案例探究文件管理

实践在支持县级政府治理中的作用。笔者预测档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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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融入社会治理可能成为近年国外学界的研究趋势之

一，原因在于国际档案界关注档案如何支撑社会的良

性运转。

４．２．２　思索档案职业的发展前景

尽管依据论文数量难以推断档案职业构成国外学

界的研究热点，但基于论文的内容和观点，笔者发现

档 案 人 员 的 技 能 提 升 与 转 型 在 国 外 档 案 界 受 到 关 注，

故预测档案职业的前景将成为近年国外学界的研究趋

势之二。一方面，女性档案工作者引起关注。其原因

是２０１８年为女 性 获 得 选 举 权１００周 年，女 性 职 业 发

展在国际社会受到关注。期刊论文印证了这一特点和

趋势，并将女性档案工作者职业发展策略上升到理论

高度，为女性档案工作者乃至女性拓展职业发展空间

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档案人员的技能提升受到

关注。因为国际会议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并提出了对

档案人员适应时代要求、实现自我升级的期待。

依据论文内容和会议关注，笔者认为国外学界将

趋向思索档案职业的未来，在档案职业的前景、档案

职业转型方面将形成更多理论成果。其一，科技发展

为档案工作带来发展机遇，也造成冲击。国内外档案

界将密切关注数字时代下档案职业该走向何处，定会

在现有讨论之上形成更多理论成果。其二，随着时代

发展和社会变革，档案职业不能拘泥于过去的被动和

被领导地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积极主动谋求档案

职业地位的转变，这也将形成更多理论成果。

４．２．３　关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应用

国际档案界对 技 术 的 关 注 始 于２１世 纪 初。自 第

１４届国际 档 案 大 会 起，电 子 文 件、信 息 技 术 始 终 是

历届大会或各国年会探讨的重点内容之一。论文研究

发现，学者 开 始 关 注 人 工 智 能 等 新 兴 技 术 的 探 索 应

用，体现出国外学者积极接纳新技术的态度。如施耐

德等探讨美、英、新西兰的机构如何使用人工智能软

件应对当代英语文学人物的电子邮件归档挑战。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给人类经济社会的各方面带

来革命性的变化，对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的影响也引

起学界关注。当前国外研究成果虽不多见，但基于论

文内容和观点及对专业发展的思考，笔者预测关注前

沿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将成为近年国外学界的研

究趋势之三。

笔者认为，档案界趋向关注对前沿技术应用既有

外部冲击原因，也有内生驱动需求。第一，新兴技术

的不断涌现对档案工作造成极大影响。近年来，大数

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档案的收集、整

理、保管、检索和利用等各管理环节均产生重大甚至

颠覆性影响，外部环境的改变倒逼档案界开始关注技

术。第二，档 案 界 迫 切 需 要 借 助 技 术 来 提 高 服 务 质

量。在数字转 型 的 背 景 下，传 统 的 档 案 管 理 模 式 已

跟不上社会 发 展 的 步 伐，无 法 适 应 新 形 势 下 档 案 工

作的现实需 求，因 此 档 案 界 急 需 用 先 进 技 术 来 革 新

管理模式、提 高 管 理 效 率，为 公 众 提 供 更 加 便 捷、

优质的档 案 服 务。在 内 外 因 素 的 共 同 推 动 下，档 案

界自然密切 关 注 前 沿 技 术。技 术 迭 代 的 加 速 更 让 档

案同行认识到，唯有秉持 开 放 思 维，善 用 技 术 力 量，

档案专 业 才 能 正 确 应 对 挑 战、化 解 危 机。因 此，对

前沿技术的关 注 和 探 讨 将 成 为 国 内 外 档 案 学 术 界 的

持续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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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撰写标准：ＧＢ　６４４７—８６ 《文摘编写规则》定 义 摘 要 是 “以 提 供 文 摘 内 容 梗 概 为 目 的，不

加评论和补充解 释，简 明、确 切 地 记 述 文 献 重 要 内 容 的 短 文。”其 类 型 主 要 有 “报 道 性” “指 示 性”和

“报道／指示性”三种，其中 报 道 性 摘 要 是 “指 明 一 次 文 献 的 主 题 范 围 及 内 容 梗 概 的 简 明 文 摘，也 称 简

介”，包括 “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其他”五项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