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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上许多档案馆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以改善其服务，同时提高其馆藏的可获取性，这些改进可
以通过在网站上提供全宗著录信息或档案文件全文来实现。
理论上，如果某一档案馆仅在其网站上提供馆藏的案卷级著录信息，则可能受到了财政与技术资源等
因素的限制。
在网络环境下，既要全面考虑档案著录的影响因素，即档案资源的研究价值、利用需求及著录所需的
财政与技术支持，同时也要考虑用户主体范围的扩大，即不仅包括研究人员和学者，还包括普通公众
，这部分用户希望在网上方便、快捷、不需要掌握档案学专业知识就能够获得所需要的档案资料或信
息。
网络及其他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现有的著录影响因素，或者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了全新的因素。
但是，著录的层级和深度还是要由每个档案机构根据其自身情况和影响因素来制定，如：馆藏档案材
料的类型和可获得的资源等。
至于哪些材料是重要的进而需要被著录、著录到哪一层级以及哪些全宗或材料可以不必进行详细著录
这样的问题，要由档案工作者来决定。
然而，各个档案馆还是需要在全宗级别遵循“国际档案著录标准ISAD（G）”进行概括性的著录，以
使用户和工作人员知道在馆藏中可以获得怎样的信息。
　　由XMI，置标的档案著录标准（EAD）不依赖于某些特定平台，对万维网有良好的适应性，并且
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而可以适用于多种类型的馆藏。
EAD支持档案工作者惯用的检索工具一般结构，它能够详尽地表达档案检索工具中的相关著录信息；
保持不同著录等级间存在的层级关系；能够表达逐层继承得来的著录信息；在信息转移中保持分级的
信患结构；支持特定元素的标引和检索。
用EAD编写的检索工具能够智能化地检索那些通过标准的编码结构描述又存储于不同地理空间的档案
资源，并能够同用户交流馆藏内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子档案著录标准及其应用>>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电子档案著录标准(EAD)的应用、评价与实证研究》最终
成果。
全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论述了互联网背景下的文件(档案)发展变革趋势，总结了全球档案网站建设及发展概况。
第二章研究了网络上档案资源展示的国际准则和技术标准(EAD)的发展历程、EAD基础知识以及相关
技术问题。
第三章探讨了国外EAD开发应用的现状，并总结了他们的经验与启示。
第四章是EAD在我国应用的实证研究，为我国档案机构应用国际标准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五章从可操作角度分析了EAD在我国普及应用涉及的具体问题，尤其对著录原则及著录元素选择等
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
第六章从元数据质量角度探讨了EAD评价问题，包括评价原则、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方法等。
第七章提出了若干研究选题，为相关学科学者、研究者解决网络时代档案资源网络化存储利用提供研
究线索。
    本书力图从资源共建共享的视角来研究档案资源网络化展示和利用问题，借鉴国际档案技术标准的
理论与实践成果，为推进我国档案资源信息化、数字化建设进程提供有益的参考。
书中引用材料翔实可靠，语言简练易懂，适合高等院校图书情报档案管理相关专业学生学习使用，也
可作为各级档案机构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实践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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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电子档案管理环境　　目前，西方国家的城市档案管理计划是以文件管理、生命周期理论
模型为基础的。
基于纸质文件内容的发展，生命周期理论模型描述的是处于文件生命周期内的各个阶段的情况并在每
一阶段分配文件管理的职责。
尽管文件管理者会通过专门的文件管理程序的建立来影响文件形成者，但在文件形成及其整个活动周
期内，文件形成者对文件进行销毁或存储到文件中心，在文件中心，文件的形成者仍可以对文件采取
二次利用，当文件没有处于活动期内，档案工作人员将对文件采取措施，鉴定该文件是否有再利用的
价值。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档案的著录和保护，档案工作人员会赋予档案新的用途，以便提供给其潜在用
户利用。
　　电子文件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文件管理者和档案工作人员的权责关系。
然而，却使该职责的履行发生困难。
通常，电子文件是复合数据流的组成部分，它很难描述和分类，电子文件其内容、结构以及内容之间
的联系只能通过技术性载体而存在。
总之，电子文件在某种情况下，其可持续性和重复利用性是短暂的、易受破坏的。
即使人们可以指出它是什么，但在哪，如何获取它呢？
当面对归档对象易变的性质时，人们如何确立其归档界限呢？
在某种程度上，文件生命周期模型不足以说明电子文件管理。
　　解决该问题一个方法是将电子文件看成一个步骤或功能而不是已分好类的等待处理的对象。
这种形式的最有名的文件管理模型是文件连续体（RCM），这一由Austin联邦政府实施的模型。
①该模型提供文件管理作为一个连续的步骤，即从文件形成时以及整个文件存在的过程中都要加以管
理。
RCM模型基本上不同于文件生命周期模型，因为RCM鼓励档案工作人员在文件管理过程中采取积极
行动对文件进行干预。
　　RCM模型不仅仅将文件管理者和档案工作人员的权利合并，它还鼓励发展文件形成者、管理者、
档案工作人员以及技术人员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而这些工作人员共同合作来确保组织政策、程序
、硬件和软件工作良好以确保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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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子档案著录标准及其应用》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电子档案著录标准（EAD
）的应用、评价与实证研究》最终成果。
全书共分七章。
书中力图从资源共建共享的视角来研究档案资源网络化展示和利用问题，借鉴国际档案技术标准的理
论与实践成果，为推进我国档案资源信息化、数字化建设进程提供有益的参考。
　　《电子档案著录标准及其应用》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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