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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年初，市档案局召开档案学历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有关学校交流了档案教育和学科建
设的工作和发展思路，并倡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和上海市档
案局（馆）联合创办“‘3+1’档案论坛”，四个单位轮流每年承办一届论坛活动，围绕若干主题进
行深入学术交流和研讨。
我认为这个倡议非常好，是发挥大学专业优势，实现强强联合，繁荣档案学术舞台，推动档案理论发
展的很好的建议。
为此，我们非常重视，就如何加强与大学合作，开展档案论坛活动进行了多次专题研究。
在各方的共同关心和努力下，“‘3+1’档案论坛”筹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并最终在上海师范大学
得以成功举办。
　　这次论坛活动收到论文达39篇，其中，大学师生提交论文25篇，超过论文总数的一半；论文的研
究内容很前沿、很深入，涉及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思考，新型档案保护技术的探索，教
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讨论，新时期公共档案馆建设论述，档案学研究评析，等等。
本次论坛有以下三点意义：　　第一，大学不仅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也是学科研究和建设的基地。
大学在科研力量、实验条件、研究时间等方面都具有很突出的优势，教研相长，容易出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本市几所高校的档案专业教师在档案科研上成果累累，主持科研项目30余
项，获得上海市档案局及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18项。
希望大学今后进一步发挥档案科技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优势，更多地提出和开展贴近档案事业发展需要
、理论联系实际的课题研究，以教学促进科研，以科研深化教学，为本市档案部门和档案工作发展提
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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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届“‘3+1’档案论坛”于2007年12月28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
本次论坛由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和上海市档案局（馆）联合创办
，它对发挥高等院校专业优势，繁荣档案学术研究，推动上海档案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次论坛活动共收到论文39篇，其中，各高校提交l9篇、上海市档案局（馆）提交6篇、各区县档案
局提交8篇、学生提交6篇，研究内容涉及电子政务环境下的档案信息化建设思考、新价值观的档案保
护探索、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讨论、档案学研究评析和新时期公共档案馆建设论述、基层档案管理
理论与实践的总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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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档案学理论研究　学术批评语境下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批评　中外档案学范式研究现状及其理论思考　
基于新价值观的档案保护理念与学科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机构信息开放服务探
讨　西方档案学研究评析档案信息化建设　论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顶层框架设计的标准化　刍议电子
政务环境下的档案信息化建设　我国电子文件研究回顾与反思　论国际档案信息标准化现状与发展趋
势　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模型研究　电子政务环境下长宁区档案信息化建设　闵行区档案资源整合与
运行机制的初步探索　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模式与运行机制　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档
案教育与管理　私有企业档案管理面临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　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
策　知识管理背景下的口述档案管理　论高校档案学专业的社会责任　对军队档案干部任职教育的探
讨　档案自学考试与岗位培训相互认证的探索与实践　略论档案人员的信息素质　档案编研变革的思
辨　档案开放鉴定的认识误区　完善、理顺、创新——推进建设项目档案管理工作健康发展　档案利
用社会化与面向社会的档案利用工作档案馆建设　公共档案馆的便民原则及其运作机制探讨　论我国
公共档案馆建设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名　档案馆知识管理论纲　⋯⋯学生之窗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时代档案学理论建设与功能研>>

章节摘录

　　对照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要求，以长宁建设上海市电子政务综合试点先行区为契机，在贯彻长宁区
电子政务建设三年行动纲要的总体框架下，特别是在构建一体化公务员门户网站工作的推动下，还需
进一步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1）进一步加强规范化管理，确保电子文件的安全、有效。
将电子文件与纸质的传统文件相比，其具有内容与载体的可分离性、非直观性，以及更改痕迹的难辨
别性等特点。
因此，为确保电子档案的安全和完整，我们力求运用技术和管理手段，首先，要会同文件形成部门，
超前一步，进一步把好电子文件形成关。
其次，无论是档案室的电子文件归档还是电子档案的移交进馆，都必须确保电子文件的高“保真”，
即除了保存电子文件内容外，还应保存电子文件的环境信息。
再次，对于移交进馆的电子档案，档案部门应通过良好的管理和鉴定，确保其电子档案的权威性。
为此，在现有软件系统的基础上，今后，我们将更注重电子档案的安全、完整与可靠。
一方面，进一步加强电子文件从形成直至归档过程中各环节的管理，更加注重电子文件流转过程中元
数据管理以及电子文件内容的痕迹保留，最大程度地确保电子文件的原始性、真实性和完整性。
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登陆软件管理系统人员的密码管理、把握好电子文件从拟稿、审核、直至签
发等各环节人员的数字认证，完善对电子文件、电子档案查询利用的权限配置，最大程度地做好归档
电子文件的保真、保密和保存工作。
　　（2）进一步拓展应用、规范运行。
档案管理的一切工作，最终是为利用服务的。
档案信息的数字化为我们进一步拓展应用、规范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有了网络，大家可以共享档案资源。
也正因为有了档案信息的数字化，档案利用方式变得多样了，档案内容形态变得丰富了。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时代档案学理论建设与功能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