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２卷第２期

２０１８年６月

金 陵 科 技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ｎｌ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２，Ｎｏ．２

Ｊｕｎｅ，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５ ２１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档案研究会课题（ｊｓｇｄｆ２０１８ １２）

作者简介：杨枫（１９８１ ），女，江苏宝应人，馆员，硕士，主要从事数字档案馆研究。

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１５／ｊ．ｃｎｋｉ．３２１７４５／ｃ．２０１８．０２．０２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我国数字档案馆研究特点及趋势
———基于《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通讯》的计量学分析

杨　枫

（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摘　要：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分析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通讯》刊载的与数字档案馆相关的

论文。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档案馆研究领域已形成核心作者群和核心作者单位群，该核心作者群和核心单位群

成为我国数字档案馆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数字档案馆研究领域已具有成熟学科的特征，电子化和信息化一直

是研究热点；数字档案馆的研究将向以云计算、大数据为支撑技术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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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档案馆作为传统档案馆的虚拟形态和功

能延伸，满足了信息时代人们对于文件归档、长期

保存及档案信息开发利用等诸多需求［１］。数字档

案馆在承担永久保管数字化档案使命的同时，还通

过网络和计算机为现代档案工作者和传统档案馆

提供了开展数字化档案收、管、用、数、研、展等方面

的各种信息化服务功能。正因为数字档案馆符合

时代发展的需要，因而越来越多的档案馆把数字档

案馆建设作为重要工作内容，关于数字档案馆的研

究也越来越多。数字档案馆在研究和应用上与档

案信息化有交集，以往研究成果显示：我国档案信

息化研究的主体主要为高校的理论研究者，缺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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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域层次的研究者［２］；档案信息化研究成果数量呈

稳步增长趋势，但总体质量尚不理想，档案信息化

理论研究的成熟尚需时日［３］；对数字档案馆信息资

源问题的分析大多是从微观角度出发进行的探

讨［４］，关于近１０年来数字档案馆特征和发展趋势

的研究尚较为鲜见。

《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通讯》是档案学领域非

常重要的两本核心期刊，也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ＣＳＳＣＩ）收录的仅有的两本档案类核心期刊，其发

表的论文在档案学领域具有权威性，因此对这两本

期刊刊载的数字档案馆类论文进行分析，可窥视该

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和特点。本文拟从载文①情

况、作者情况、基金资助情况、引用情况和关键词等

方面来分析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我国数字档案馆理论的

研究特征和热点，总结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一、载文及作者情况分析

（一）载文情况

１．载文数量。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档案学研究》

和《档案学通讯》两刊每年所载数字档案馆类论文

总体上无显著增加或减少趋势，载文量最低和最高

的年份分别为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分别为４９篇和

８３篇。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的载文

数量基本持平（图１）。说明，在过去１０年间，数字

档案馆类研究成果数量无明显的增减趋势，研究者

对该领域的关注度无明显变化。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载文情况

２．基金资助情况。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档案学研

究》和《档案学通讯》两刊在数字档案馆领域发表的

６２４篇论文中，有２３９篇获得了各类基金项目资

助。其中，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项目、市厅级项目、

校级项目分别为１１５项、１１１项、４３项、２８项。国

家级项目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量最

多（９４项），类别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基

金项目。省部级项目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规划项目有３４项，是主要的资助类别，其余的省部

级项目包括国家档案局项目、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等。市厅级项目和校级项目所占比例相对较低。

总体来看，数字档案类论文的基金资助级别较高，

国家社会科学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

划项目是主要的资助类别，这为该类论文提供了一

定的质量保证。

３．载文引用及下载情况。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发

表的６２４篇数字档案馆类论文中，被引频次１０次以

上的有２０２篇，约占３２．４％，被引频次在２０次以上

的有６９篇，约占１１．１％，而被引频次在５０次以上的

仅有５篇，约占０．８％。由此可见，数字档案类文章

中高被引论文的数量仍不是很多，该领域论文的引

用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分析可知，数字档案

馆类论文的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之间存在极显著

（犘＜０．００１）的一元线性回归关系，这说明下载次

数多的论文被引频次也相应更高（图２）。

图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载文被引次数与下载次数关系

（二）作者情况

１．总体情况。根据洛特卡定律，生产１篇论文

的作者数量约占所有作者数量的６０％，并且生产ｎ

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大约是生产１篇论文作者数量

的１／ｎ２
［５］。由图３可知，生产１篇论文的作者数量

约占所有作者数量的８３．５％，远大于６０％，并且本

研究中载文的第一作者情况也不符合“生产ｎ篇论

文的作者数量大约是生产１篇论文作者数量的

１／ｎ２”这一规律。由此说明，我国数字档案类研究

０９

① 除特殊标注外，本文所指载文即为《档案学研究》《档案

学通讯》两刊载的数字档案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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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对较大的作者群，很多机构和行业的作者参

与其中。

　　　 （ａ）

　　　 （ｂ）

图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发文情况统计

２．核心作者群。本研究中的核心作者群是指在

数字档案馆研究领域发文较多、对学科发展具有引

领作用的研究群体。普赖斯定律指出，核心作者的

最低发文量应等于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的论文数开

方的０．７４９倍
［６］。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档案学研究》《档案

学通讯》两刊发文最多的作者１０年间共发文１２篇

（表１），计算可得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为２．５９篇，

约等于３篇，统计得到核心作者共有６３人。这６３

人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共发文２９６篇，占所有作者发文数

（６２４篇）的４７．４％，这与普赖斯定律所认为的“核心

作者发文量应超过所有作者发文量的１／５
［７］”相符。

由此可见：一方面，我国数字档案馆研究领域已经达

到成熟学科所应有的作者分布状态，该研究领域的

论文作者比较集中，高产作者数量较多，已经形成了

具有一定规模的核心作者群；另一方面，该研究领域

核心作者发文数大多为３篇以上，说明相关学者已

经对数字档案馆领域进行了较深层次的研究甚至是

追踪研究。该核心作者群已经成为我国数字档案馆

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３．核心单位群。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以第一作者单

位身份统计发文数５篇以上的单位共有２７家，这

２７家单位发文总数量为４５７篇，占全部载文量的

７３．２％，这说明数字档案馆领域已经形成了核心作

者单位群，这些单位已经成为发表数字档案馆类论

文的骨干力量。其中，中国人民大学依托数据工程

与知识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数字档案馆领域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１０年间发文数高达

１０３篇。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核心单位大多

为“９８５工程”或“２１１工程”高校，其具有较为活跃

的研究群体，在数字档案馆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果（表２）。

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核心作者①发文情况

作　者 发文数／篇 作　者 发文数／篇 作　者 发文数／篇

赵　屹 １２ 安小米 ５ 周文泓 ３

刘越男 １０ 周耀林 ４ 周林兴 ３

连志英 １０ 赵淑梅 ４ 张　敏 ３

钱　毅 ９ 赵生辉 ４ 张　健 ３

吕元智 ９ 张文浩 ４ 杨　霞 ３

张正强 ７ 肖文建 ４ 杨　珩 ３

张　宁 ７ 王协舟 ４ 徐　华 ３

杨安莲 ７ 苏君华 ４ 谢　丽 ３

薛四新 ７ 裴友泉 ４ 谢海洋 ３

王　萍 ７ 牛　力 ４ 项文新 ３

陶水龙 ７ 马林青 ４ 王新才 ３

章燕华 ６ 刘家真 ４ 屠跃明 ３

于英香 ６ 梁孟华 ４ 倪代川 ３

王素立 ６ 金　波 ４ 罗宝勇 ３

程妍妍 ６ 黄玉明 ４ 冯惠玲 ３

陈　勇 ６ 黄新荣 ４ 方　昀 ３

陈永生 ６ 何　振 ４ 樊如霞 ３

傅荣校 ６ 郭　伟 ４ 迪莉娅 ３

肖秋会 ５ 朝乐门 ４ 仇壮丽 ３

王兰成 ５ 谭必勇 ４ 蔡　娜 ３

李泽锋 ５ 毕建新 ３ 卞昭玲 ３

表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核心单位发文情况

作者单位 发文数／篇 作者单位 发文数／篇

中国人民大学 １０３ 北京市档案局 １０

南京政治学院

（上海分院）
４７ 吉林大学

辽宁大学

１０

９

上海大学 ２９ 广西民族大学 ８

武汉大学 ２８ 山东大学 ８

湘潭大学 ２３ 安徽大学 ７

上海师范大学 ２１ 国家档案局 ７

南京大学 ２０ 浙江大学 ７

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

１９ 河北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６

６

苏州大学 １６ 郑州大学 ６

四川大学 １５ 北京联合大学 ５

南昌大学 １３ 福建师范大学 ５

黑龙江大学 １２ 云南大学 ５

中山大学 １２

二、数字档案馆研究特点

（一）研究热点集中

通过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出现频次超过２次的热

点关键词进行统计发现，“电子文件”“数字档案馆”

１９

① 限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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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档案”“电子文件管理”“电子政务”“信息化”

等词汇的出现频次较高，例如：“电子文件”在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的出现频次均达１０次以上，“电子文件”

“电子档案的传递方法”“保存机制”成为数字档案

馆研究的核心内容；“数字档案馆”在除２００９年外

的所有年份出现频次均达５次以上。由此说明，虽

然在过去１０年间数字档案馆领域的研究方向各有

侧重，但这些关键词所代表的研究内容是持续的研

究热点。“电子化和信息化”一直是数字档案馆的

研究热点，据此可推断，它们也将是未来一定时期

的研究热点。此外，“档案馆网站”“信息安全”“前

段控制”“长期保存”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也较高，

说明学界对数字档案馆信息网络系统的正常运行

及其安全保障方面的研究越来越重视。

（二）研究方向与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密切相关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是数字档案馆信息化重要时

期，在此期间，“信息化”“信息服务”“档案网站”等

关键词出现得较多；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随着国家开始

大力发展云计算、物联网等高新技术，“云计算”“物

联网”在数字档案馆研究中的出现频次也相应增

加，而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大数据、互联网＋、移动互联

网（手机互联网）开始应用于各行各业，成为数字档

案馆领域新的研究方向。

（三）最新的研究模型和方法

数字档案馆研究领域是一个不断融入最新研

究模型和方法的领域。在文献分析中，ＯＡＩＳ模

型、ＳＯＡ法、ＤＳＧＡ法的出现频次较高，这表明在

过去的１０年间，不同机构的研究者应用ＯＡＩＳ模

型、ＳＯＡ法、ＤＳＧＡ法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工作，这

些研究工作对于提升数字档案馆的定量化研究水

平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数字档案馆研究趋势

（一）数字档案馆研究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１０年来数字档案馆研究取得了较大的

进展，但目前该领域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研究者

地域分布不均衡，大多数研究者集中在东部经济发

达地区，而西部地区很少，这说明数字档案馆的建设

和发展在我国还存在不平衡性。二是针对数字档案

馆数据安全保障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现有的研

究还比较零散，缺乏数字档案馆数据安全长效维护

机制和网络防护方面的文章，也缺乏数字档案馆信

息不稳定问题方面的研究［８］。三是从法律角度对数

字档案馆建设进行维护的研究相对较少，缺少对数

字档案馆的数字产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文

章，也缺少数字档案馆法制人才建设方面的理论文

章。四是对国外数字档案馆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进

行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可为

我国数字档案馆研究和建设提供可参考的经验。

（二）数字档案馆研究发展趋势

近１０年来数字档案馆研究领域呈现出与时俱

进的发展趋势。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信息化”“ＯＡＩＳ”等

关键词频繁出现，而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云计算”“物

联网”“互联网＋”等关键词开始出现，这些关键词的

转换是与科技的进步、网络发展趋势以及国家政策

密切相关的，也促使数字档案馆研究领域向着以云

计算、物联网为支撑技术的方向发展。

面对数字档案馆建设进程的不断加速，档案馆

藏模式会呈现实物与数字馆藏并存、文本传递与网

络传递并存的特点。特别是随着计算机科学的不断

发展，档案部门将会把数字档案馆作为档案建设的

重要方向，在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中进一步探索更成

熟的理论。未来数字档案馆将不再是档案馆中独立

的部门，它将渗透到档案馆建设的方方面面，监控各

档案职能部门的信息流和物质流，面向社会各个阶

层提供开放的、高质量的数字档案文件。关于数字

档案馆的研究也将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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