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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共建、共享理念的提出无疑给城市智慧化的发展带来了新元素，而将其运用到公共文化服务领

域能够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因此依托“互联网 + 信息传输技术”、大数据及云计算技术等现代技术

建设数字化档案管理体系已经成为了重点研究方向。本文以知网作为数据来源，以档案数字化、共享作

为检索关键词，选取了2011年到2021年10年间的中文相关文献606篇，并结合传统的文献计量方法，

从多个视角来分析我国的档案数字化建设的研究现状、趋势与热点等，统筹安排档案数字化推进工作，

推动数字档案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努力为医疗、媒体、旅游、教育、银行等企事业单位提供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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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cept of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has undoubtedly brought new 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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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intelligence, and applying it to the field of public cultural ser-
vices can enhance the country’s cultural soft power. Therefore, relying on modern technologies 
such as “Internet +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technol-
ogy to build a digital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come a key research direction. This pa-
per uses CNKI as the data source and archives digitization and sharing as the retrieval keywords, 
selects 606 Chinese-related documents from 2011 to 2021, and combines traditional bibliometric 
methods to analyze my country’s data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 research status, trends and 
hotspots of archives digitization construction, make overall arrangements for the promotion of 
archives digitizatio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of digital archives resources, and strive 
to provide one-stop services for medical, media, tourism, education, banking and other enterpris-
es and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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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档案数字化是指利用计算机等技术手段将经过鉴选的、原本存储于传统载体上的档案资料进行数

字化转换”[1]。其内容包含资料的接受、归类、编制、检索以及调取等，这构成了档案系统完整的工作

流程。2002 年，《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加快传统档案的数字化工作[2]。有关部门在 2006
年首次提出，要通过现代化技术的使用来优化当前的档案管理模式，全面实现数字化管理[3]。2011 年，

《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要求“加快推进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4]。2020 年 10 月第三届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召开，会议讨论了如何将数字化思想融合进生活的多个领域，其内容涵盖了政府、经

济、健康、生态、智慧城市与社会、大数据与区块链、智能制造与物联网等多个方面，让观众深度领略

了飞速发展的数字中国。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方针，充分体现了我国对档案数字化转型工作推进的重视。 
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一

理念的提出进一步鼓励和吸纳了社会力量的有序参与并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5]。在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档案资源的利用与服务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作为新兴信息载体

越来越多的服务于社会和生活等各个领域，因此如何更有效的提高档案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水平、如何更

好的发挥部门与部门、企事业与企事业合作的联动力量、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档案资源共建共享以有效

解决档案管理中的信息孤岛[6]，成为一项有待解决的问题。尤其要重视公共文化机构的建设，例如图书

馆、档案馆、博物馆，这有助于实现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7]。 
为了客观的总结我国飞速发展的十年间，在档案数字化管理、转型、研究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本文

以中国知网(CNKI)为收集数据的对象，对相关期刊文献采用可视化方法，结合文献分析对前人所做的档

案数字化的共享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同时提出新的观点和想法，为档案数字化的应用起到推动力量，

将其充分与社会生活相结合，切实满足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的需要。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早在 2014 年已有研究者采用了 CiteSpace 数据分析软件对我国档案数字化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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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热点进行了梳理，但梳理范围过于宽泛，并且没有着重突出档案数字化转型工作最重要的方面即数据

共享，因此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收集数据的来源，以“档案数字化”为主题，并将共享作为关键

的检索词检索相关文献。检索条件：(主题 = “档案数字化”or 题名 = “档案数字化”) AND (主题 = “共

享”or 题名 = “共享”) AND (发表时间 Between (“2011-01-01”，“2021-12-31”))；检索范围为：中

文文献；其中学术期刊 606 篇，导入 CiteSpace 后有效转换记录 606 篇，设置年度切片默认时长为 1 年，

阈值为前 50，然后对关键词等进行分析、对知识图谱进行处理，以此将档案数字化工作中数据共享的部

分作为主要探讨内容，并梳理更新的相关内容。 

3. 研究工具与方法 

本文采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陈超美博士所开发的软件 CiteSpace [8]，该软件可

根据数据分析的需求对学术文献数据进行量化，形成可视化知识图谱。根据需要，图谱中会显示出关键

词、聚类、聚类之间的联系以及随时间的演变。这是近年来在科学计量学、知识计量学领域中新兴的一

种定量分析法，它能够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直观的揭示其相互关系，理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本

文主要采用 CiteSpace5.8.R3 软件对“档案数字化”和“共享”两个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和知识图谱分析，

选择关键词为分析节点，聚类后再绘制时线图等，并对凸显词进行分析，然后从分析出的研究热点、研

究前沿等入手，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我国近 10 年来有关档案数字化理论以及实践层面的相关研究进行扩

展延伸，提供前沿热点下的档案数字化建设的建议。 

4. 研究现状 

文献来源与发文量上的分布显示了该研究领域在宏观上的总体状况，其文献来源可代表该研究领域所

关注的角度。发文量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研究领域的热度，发展规模及速度可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 
如图 1 所示，经统计分析，文献主要的学科分布集中在档案与博物馆方面，占比 52.46%，其次为计

算机软件与计算机应用，占比 21.47%，即包含共享成分的成果主要通过计算机等现代科技软件实现。发

文量排前五的期刊分别是《办公室业务》59 篇、《兰台内外》53 篇、《黑龙江档案》47 篇、《城建档

案》和《兰台世界》分别有 46 篇和 35 篇。经研究发现，这几类期刊主要报道在数字档案、科学管理、

智慧档案局馆等领域的理论与创新研究，对档案数字化这一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sources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s 
图 1. 文献期刊来源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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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经统计分析，“档案数字化 + 共享”类文章，在 2011 年至 2021 年间一直处于稳步增

长的状态，年均发表文章 40 篇左右；2018 年至 2019 年属于快速发展阶段，几乎达到年均发表 100 篇的

数量；2020 年略波动起伏，直至 2021 年稳步回升，发文量在 93 篇左右。经研究发现，中国国家档案局

在 2000 年至 2016 年间先后制定了 4 个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五年计划[9]，这是导致在相关领域研究持续增

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在 2018 年，我国在两会上提出要落实新的科技政策，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

因此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机构改革工作，档案相关部门加强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工作也开始正式启动。 
 

 
Figure 2. Annual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图 2. 文献数量的年度分布 

5. 基于 CiteSpace 档案数字化的知识图谱分析 

5.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献主题的凝练与概括[10]，通过关键词能够快速把握文献的中心思想。关键词在多篇

文献中共现以及不同时期下关键词共现的变化，能够说明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以及发展方向，深挖这

一大类文献有助于我们抓住该领域的关注焦点。在 CiteSpace 软件中，频率和中心度是衡量关键词重要指

标。频率越高，标签越大；中心度值越大，节点越大[11]。本文选定关键词为网络节点类型，时间跨度设

置为 2011~2021 年，从绘制的档案数字化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可见，共有 295 个关键词节点和 548
条节点间的连线，且网络密度为 0.0126 (如图 3)。对排名前 20 的关键词共现频率进行了排序(如表 1)，其

中，频率最高的是“数字化”，其次分别是“档案管理、信息化、档案、高校、管理、高校档案、数字

档案、信息共享”等，这部分关键词词频较高，这说明了档案数字化建设是实现数字资源共享的前提。 
 

 
Figure 3. Archival digitized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3. 档案数字化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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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s of word frequency and centrality of the top 20 keywords in archival digitization research 
表 1. 档案数字化研究前 20 位关键词词频、中心度统计 

序号 频率 中心度 年份 关键词 序号 频率 中心度 年份 关键词 

1 128 0.4 2011 数字化 11 16 0.02 2012 信息共享 

2 101 0.33 2011 档案管理 12 14 0.1 2013 档案馆 

3 42 0.13 2011 信息化 13 14 0.05 2012 对策 

4 38 0.05 2011 档案 14 13 0.06 2015 民生档案 

5 28 0.07 2011 高校 15 13 0.03 2011 档案信息 

6 23 0.02 2011 管理 16 13 0.1 2018 档案数据 

7 23 0.05 2011 高校档案 17 12 0.02 2014 医院 

8 20 0.07 2012 数字档案 18 12 0.01 2018 问题 

9 16 0.07 2016 大数据 19 11 0.03 2015 应用 

10 16 0.07 2012 城建档案 20 11 0.08 2012 共享 

 
结合相关文献进行深挖，在这些关键词中，管理占据一个突出地位，这表明了建立数字化共享服务

需要完善统一的组织体系来对档案管理网络化构建以及资源共享进行规划与协调[12]。强调要加强顶层设

计、实现区域发展平衡，这可依托政府现有的对接政务的已有资源来构建格式规范、数据集中、可共享

的数字资源库，以突破时空和地域界限，达到信息共享的目的[13]。另外信息化这一关键词强调了网络发

展的速度已经达到了可以为个人或者企业提供个性服务的阶段，因此档案服务也紧随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建立档案共享中心(AI 中心、业务中心、创新中心、协同中心)，通过统一接口为业务系统提供数据服务

支撑，应用智能语音等提升档案业务服务智慧化[14]。对信息共享的解读主要体现在政务部门的档案资源

共享如何应用于教育、医疗、新闻媒体、旅游行业、城建、企业等行业内外。因此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数

字化档案资源共个人使用，行业内外部开发也是目前的热点，此研究有利于达成双向的互动和需求的满

足。 

5.2. 关键词聚类分析 

从关键词共现分析中提取聚类命名术语可得到可视化的关键词聚类视图(如图 4)。图谱的绘制效果可

用模块值(Q 值)和平均轮廓值(S 值)两个指标来衡量[15]。一般而言，当 Q > 0.3 时，表明划分出来的网络

结构是显著的；当 S 值>0.5 时，一般被认为聚类是合理的；当 S 值>0.7 时，聚类是高效率且令人信服的

[16]。如图五所示，聚类结果统计出 10 个聚类(Q 值为 0.5428、S 值为 0.8417)，说明绘制的聚类图谱效果

较好，其中最主要的聚类包括：“数字化、对策、档案管理、城建档案、高校档案、信息化、利用者、

档案利用、档案工作、电子档案”。 
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分析表明，办公自动化、网络信息共享等技术在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普遍应用，

电子政务、数字城市等工程逐步实施[17]是目前在档案数字化领域研究的热点，是加快档案现代化管理的

迫切要求，也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无论是政府、企事业、民生这类收集能全民信息的档案，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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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城建、医疗这类能促进本行业发展的档案，在推进档案数字化工作时都强调要分别在技术、系统、

人员、意识等方面做出突破。在技术方面，如何建立完备的信息云数据库、建立智能的数据处理优化系

统、建立完整的终端应用体系[18]来实现技术上的突破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在系统方面，建立集中统一的

数字档案系统以及统一标准的技术路线是建立数字化管理平台所必须的考虑的。各机构部门也要突破传

统的媒介管理体系、地域局限的限制，形成档案数字化成果之间的关联与共享。然而提升档案相关人员

的数字化化意识也是档案数字化建设的目标之一，在专业档案人员掌握丰富的档案管理工作理论与实践

的基础之上，提升其信息技术水平，将“软知识”和“硬数据”相结合，变成复合型技术人才。 
 

 
Figure 4. Keyword cluster analysis visualization map 
图 4. 关键词聚类分析可视化图谱 

5.3. 关键词时线图分析 

时线视图是一种侧重于从时间维度上表示知识演进的视图，它可清晰展示出关键词的更新和相互影

响[19]，图中节点代表关键词，连线表示关键词节点之间关系，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为关键词聚类标

签。因此，本文利用 CiteSpace 进行时线可视化分析以探讨我国信息共享背景下档案数字化研究领域的前

沿。依托聚类生成的结果截取前 7 个影响较大的聚类，其余 3 类聚类影响力小，本文暂不采用，由此生

成的关键词共现时线图(如图 5)。 
结合相关文献分析可知，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早在 2008 年之前，我国关于档案

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以档案工作为主，将其关注点放在档案的管理规范、图书档案的利用，后来档案馆开

始追求新的管理模式和利用模式，将其档案进行综合，推行档案共享服务、拓宽档案的存储空间，以此

来达到优越性的档案实施和管理模式，这也体现了档案管理的演进与发展。2010 年进入一个新阶段出现

了档案数字化趋势。在这一时期，数字化工作统筹协调，遵循“资源建设，格式规范，整体协调，安全

落实，经费保障”等原则。对高校、民生、医疗档案等相对较早时期的各部门档案在档案应用性方面进

行研究，显示了将传统档案慢慢转变到档案服务的演变过程，重点考究有哪些部门可以将其转化，慢慢

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开始出现医疗档案的创新研究。在 2016 年以后，开始强调共建共享，共享中心等以数

据和资源形式开展数字化工作，这也表明了我国档案工作在大数据时代下不断推陈出新，也为后续研究

共建共享平台下的档案数字化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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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imeline diagram of co-occurrence of digital keywords in archives 
图 5. 档案数字化关键词共现时线图 

5.4. 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现词是指在较短时间内出现次数较多或使用频率较高的词[20]，其中所能显现的信息为最早出现的

年份、突现年份以及持续时间等。值得注意的是，CiteSpace 软件导出的数据统计表中许多关键词早在 2011
年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在 2019 年以后才凸显出来的关键词的突变值分别为策略(1.59)、文书档案(1.68)、
互联网+ (1.67)、措施(1.4)、信息技术(1.25)等，2021 年乃至往后的档案数字化研究的最前沿相关问题，

分别是档案资源(1.84)与档案服务(1.68)等(如图 6)。 
突现词的分析结果表明，档案数字化建设其目标之一就是要能够有效、合理地开发档案的信息资源，

绝不能轻视其内容的建设。目前研究表明，档案信息的建设滞后于信息化的总体发展。数据渠道来源广

泛、个体日常产生的信息所形成的小型档案库给信息收集工作增添了难度，因此如何做到大浪淘沙，筛

选出有利用价值的精准信息有待研究者探索。也有研究者表明在技术上可以通过档案云实现数据服务，

在制度上采取督导立档单位建立健全文件材料归档范围、现场指导、执法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对各类档

案做到“应收尽收、应归尽归”[15]。 
另外大数据时代下倡导的个性化共享服务、私人定制服务等，需要获取个人信息，因此个人隐私安

全的保护也是当下最值得探讨的问题[21]。2020 年浙江省档案馆在归档系统数据流转的关键环节建立无

钥签名可信认证系统，保证其不可抵赖的同时验证了数据是否被篡改[14]，解除一定的信息上的安全隐患。

近年来高速发展方兴未艾的区块链技术也正在档案领域被尝试使用，区块链上的记录能包含所有类型的

电子档案信息，最大的优点就是具有高度的不可篡改性，任何对区块链上信息的改动痕迹都会被永久保

留在链上，这样就能够给电子档案信息提供高安全性和高可信度的保障，提供数据安全，避免数据造假、

篡改的情况。英国国家档案馆计划用区块链技术进行数字档案信息管理，国内也有多家档案机构开始进

行这方面的研究和试验。 
最后，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是档案数字化安全的政策前提，强化数字化场

所监管是档案数字化安全的环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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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Keyword emergence analysis of archives digitization 
图 6. 档案数字化关键词突现分析 

6. 档案数字化相关研究展望 

档案数字化建设的研究进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展了 20 余年，结合关键词、聚类以及凸现词

等综合分析来看，未来，相关研究者还会持续在建设和推进档案数字化的基础性工作方面做出努力，加

速推进数字化共享的应用。而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更高水平的科学技术的支撑，可在其基础上将研究精

力投入到重非数字档案的数字化、建立档案数字化专题类数据库、扩大档案数字化共享服务范围等方面。

首先，就是要保障档案资源的齐全、完整，并有效管理和便于利用，重点开展照片和音像等这类难度相

对较高的档案工作，使其档案信息得到最大化利用。其次，相关部门在引进先进设备的基础之上，对现

有的海量档案资源进行分析和重组，按照某种联系或不同的分类标准归类、排序，建立专题类数据以加

强数据资源之间的关联程度。最后档案数字化的共享服务的建设应当充分发挥各主体在社会各界上发挥

的作用，以下几个方面是推行数字化共享的前沿方向。 
1) 政务部门的档案资源共享。各省市每年所统计的各项指标数据、民生档案、发展计划等大部分资

源主要掌握在政府等相关部门，因此政府借助信息技术优化当前档案数字化建设的架构体系，让数字化

的档案变成活水源头在各行各业充分享受档案数字化资源共享所带来的便利条件。 
2) 企业、行业内部的档案数字化的应用。医疗、媒体、旅游、高校教育、银行、城建等充分收集内

部资料、数据，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实现资源的数字化分享与利用，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专门的学业指

导，为医院以及求医者提供广泛的求医路径、治疗方案，也可以通过档案的数字化等实现为定向人群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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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有力旅游信息资源。 
3) 提供便民服务系统。目前“一站式服务”符合政府、企业以及个人所推崇的简化、便捷化的理念。

因此继续拓展跨部门和跨省便民档案利用服务的业务范围、开发一款便民服务的 app 和小程序将所有资

源进行整合一键式查询并调取相关信息，是扩展数字资源的共享的有效途径。档案相关工作人员、研究

者应当抓住当下研究热点，继续推行档案数字化工作，有助于档案管理服务智慧化水平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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