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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主体认识视角的当代中国档案学术研究》以哲学认识论关于学术研究活动的认识层级划分
与影响学术研究的认识主体性因素的剖析作为立论基础，试图对中国档案学术研究传统认识行为进行
归纳与评述，并对现实档案学术研究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各种主体性因素进行概述和反思，并从学人的
角度去剖析当前档案学术研究主体所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质，以此提高档案学术研究主体的学术研
究能力，规范档案学术研究的行为，促进中国档案学的进化与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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