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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档案史”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
1983年，李凤楼、张恩庆、韩玉梅和黄坤坊共同编著的《世界档案史简编》正式出版，作为该课程的
教材。
这部教材从纵向的视角勾勒了世界范围内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产生、发展的历史，是我国系统研
究外国档案事业史的早期重要成果。
此后20年来，“世界档案史”课程几经调整，名称变更为“外国档案事业史”，使用的教材主要有《
外国现代档案管理教程》（韩玉梅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外国档案管理》（韩玉梅
和黄霄羽共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等。
后两部教材在编写体例和结构上与《世界档案史简编》有着较大的区别，它们主要是选择横切的方法
，分块研究外国文件管理、档案管理和档案事业管理的历史与现实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
从总体情况来看，外国档案事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
这种高速发展在档案自身、档案机构、档案管理活动、档案学理论以及档案法规、教育和科研等方面
均有明显的表现。
世界各国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变化和档案学理论的丰富完善不仅充实了“外国档案事业史”课程的教
学内容，也不断凸现了修改和完善相关教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国档案事业史>>

内容概要

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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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生篇奴隶社会时期（约公元前3500年－公元476年）第一章 档案的产生与档案机构的出现第一节 档
案的产生第二节 档案机构的出现第二章 档案管理活动的萌芽与档案法规、档案教育的起源第一节 档
案管理活动的萌芽第二节 档案法规和档案教育的起源发展篇封建社会时期（公元476年－1789年）第
三章 档案载体的变革与档案机构的丰富第一节 档案载体的第一次变革第二节 档案机构的丰富第四章 
档案管理活动的发展与档案学理论的萌芽第一节 档案管理活动的发展第二节 档案学理论的萌芽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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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专业背景与主要进程第二节 法国档案工作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第六章 档案机构与档案管
理活动的变革第一节 档案机构的变革第二节 档案管理活动的变革第七章 档案法规和教育的变革与档
案学的正式形成第一节 档案法规和档案教育的变革第二节 档案学的正式形成成熟与完善篇现当代时
期（1917年至今）第八章 档案事业格局的定型与档案机构的发展第一节 档案事业格局的定型第二节 
档案机构的发展第九章 档案载体的第二次变革与档案管理活动的进一步发展第一节 档案载体的第二
次变革第二节 档案管理活动的进一步发展第十章 档案法规的成熟与档案教育、档案学的发展第一节 
档案法规建设的成熟第二节 档案教育的发展第三节 档案学的发展第十一章 文件管理的成熟与完善第
一节 文件管理概述第二节 文件管理的理论基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第三节 文件管理的机构设置—
—文件中心第十二章 国际档案合作的成熟与完善第一节 国际档案合作的起步第二节 国际档案合作的
发展和成熟第三节 国际档案合作的主要活动和项目第四节 国际档案合作的主要成就现实特色篇第十
三章 欧洲代表性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第一节 西欧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第二节 东欧和中欧国
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第三节 南欧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第四节 北欧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第
十四章 美洲代表性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第一节 北美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第二节 拉美诸国档
案事业的现实特色第十五章 亚洲代表性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第一节 东亚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
色第二节 南亚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第三节 东南亚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第十六章 非洲和大洋
洲代表性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第一节 非洲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第二节 澳大利亚档案事业的
现实特色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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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国际档案界　　目前，文件管理的含义在国际档案界已形成了一致认识，最典型的表现就
是国际档案理事会1995年修订的《档案术语词典》对文件管理给予了规范定义。
该词典规定，文件管理是指“对文件在其形成、保存、利用和处置过程中进行的经济而有效的全面管
理。
其概念内涵包括文件生命周期中从文件的形成或接收，到它们的处置过程”。
　　二、文件管理的必要性和目的　　（一）必要性　　文件管理之所以产生并成为档案管理实践和
档案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
这也是文件管理产生的四点必要性。
　　第一，文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和类型的大量增加，推动了文件管理的产生。
20世纪中叶以来，文件每年都以超过百万立方英尺的数量飞速增长。
其原因不仅是人类社会活动日益丰富和国家管理职能日益复杂，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在档案领域的应用导致文件记录、复制和公布的手段日益丰富和先进。
这样一来，文件的数量急剧膨胀，文件的类型也丰富多样。
仅从载体形态上看，就出现了照片、影片、缩微胶片、磁带、磁盘、光盘等各种新型载体。
这就推动着档案界的视野从馆藏档案管理向前延伸至机关的文件管理，包括纸质文件和新型文件的管
理。
　　第二，有效解决文件制作和保存的条件问题，加强了文件管理产生的迫切性。
制作和保存文件所需的经费、场地和设备等问题，是机关文件管理活动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
尽管文件在进馆前的每一阶段都存在经费、场地和设备问题，但不同的是这些问题可能在某一阶段相
对更加突出，以至于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从文件的形成规律看，文件在制作和承办阶段，是机关履行职能必不可少的，自然应当由机关各职能
部门负责管理。
这时的经费、场地和设备问题尚不突出。
一旦某项事情办理完毕，文件的现行作用随之结束而转入半现行阶段，管理文件所需要的经费、场地
、设备等问题便突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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