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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民利用档案权利研究》对公民利用档案权利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
研究。
著者首先对档案利用权利的含义、档案利用权与相邻权利的关系等基 本概念进行了深入解析，从法理
上厘清了档案利用权与档案公布权的关系，
并对档案开放语词来源、它与档案利用权利、档案公布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予 以深入探讨。
进一步考察和梳理了公民利用档案权利在中西方的演进过程，
从历史进程、制度层面、文化背景等三个角度剖析制约我国公民利用档案权 利实现的因素。
在此基础上，从立法层面、制度实施、文化氛围营造三方面
提出公民利用档案权利实现的基本框架。
 《公民利用档案权利研究》由王改娇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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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改娇，1967年生，山西绛县人，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研究馆员。
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2006年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曾经长期在省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从事业务指导，对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档案工作实践具有较为深
刻的体验与认识。
目前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档案利用、档案法学等领域，先后在档案学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代表作有《档案开放语词溯源》、《关注行政村档案所有权》、《论档案开放与档案公布的不可分离
性》等，编著有《农村档案管理》、《法大记忆——60年变迁档案选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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