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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OAIS电子文件管理系统体系研究》在分析OAIS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电子文件管理
领域的建模进行了深入研究。
认为OAIS参考模型适合我国电子文件管理项目的建设，不同级别档案部门可以应用赋权评分法有选择
地实现OAIS部分或全部功能。
作者通过实证研究，构建了基于OAIS的可信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框架体系，并对可信电子文件库、可
信电子文件管理工作流、通用公共服务与标准体系进行详尽研究。
提出了全国性的基于OAIS的电子文件管理体系互操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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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购买了相应的软硬件设备，综合档案馆就可以很好地保存数字档案信息资源与电子文件并提供利
用了吗？
从中国人民大学&ldquo;我国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的基础理论与框架体系研究&rdquo;课题组最新统
计数据可以看出，答案是否定的。
由于电子文件归档方法、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管理软件等方面的诸多因素，25.6 ％的机
构只接收党政文件和部分业务文件，其余74.4 ％的机构由于电子文件管理系统不完善，而无法接收和
管理电子文件，致使其长期保管在业务部门和信息部门，导致这些机构面临电子文件严重失存的危险
。
课题组调查的档案馆中，10.3 ％已经出现了电子文件无法读取的问题，至少有37.9 ％的机构已经发生
或者存在影响电子文件长期可读性的风险，高达86.2 ％的档案馆尚未制定电子文件的迁移规划，31％
的档案馆未采取任何措施以保证电子文件的可读性。
　　生成电子文件的政府机构在电子政务平台下设计开发自己的办公系统时，没有过多考虑电子文件
的归宿问题。
而作为保存电子文件的综合档案馆，其软件系统更多的是档案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即对现有档案工
作手工管理的计算机模拟，再增加一些必需功能，如档案扫描等，很少涉及在线归档、元数据管理、
长久保存等功能。
可以说，无论是机构内的档案部门，还是综合档案馆，对于属于归档范围的电子文件均未进行全面、
有效地接收归档，电子文件大量生成却没有集中有效管理，少量集中管理的档案馆对于长久保存考虑
又不多，必然有很多电子文件因此而湮灭。
　　影响电子文件管理的因素有很多，如归档方法、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管理软件等。
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主要通过管理软件，即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反映出来。
电子文件管理系统设计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电子文件管理的效果。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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