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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管理作为现代管理理念与模式的重要创新，对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带来

了新的启示。数字档案馆的知识管理同时强调档案知识的管理与知识服务的价值，更加注重对

人的管理，从而有力地拓展了数字档案馆的管理与服务功能，带动了数字档案馆建设的又一次

飞跃。

关键词：数字档案馆；知识管理

中图分类号：G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4)04—0090—03

早在2001年，英国著名档案与文件管理专家

迈克尔·库克在“21世纪的社会记忆——中国首

届档案学博士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我

们可以宣布自己已经步人知识管理领域，知识管

理也是整个档案界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1。从

此，知识管理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现代管理理念与

模式的重要创新，其价值不断地凸显，数字档案馆

的知识管理日益成为档案学界的一个全新的关注

课题，知识管理理念的引入，将对数字档案馆的建

设引发新的启示。数字档案馆的知识管理同时强

调档案知识的管理与知识服务的价值，更加注重

对人的管理，从而有力地拓展了数字档案馆的管

理与服务功能，为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开辟了一个

全新的境界，本文拟对此作些初步探讨。

一、数字档案馆知识管理的内涵

档案记载了大量的信息和知识，是一种重要

的信息和智力资源，具有信息和知识双重属性。

当档案馆形态发展到数字档案馆这一高级阶段，

数字档案馆不再是单纯拥有或存取档案信息的场

所，而是组织档案信息交流的中心，是知识经济时

代社会的知识信息中心和重要的知识宝库旧1。

那么数字档案馆的知识管理，就是为了适应这种

发展，通过把对数字档案资源的单一的信息管理，

转变为对包含在数字档案馆里的信息、知识等各

种要素进行综合管理，尤其注重对数字档案知识

和人力资源的管理，最终实现档案知识信息功能

与效益的最大化。简单来说，数字档案馆的知识

管理就是更加注重隐性知识的开发、人力资源的

发掘和数字档案利用服务的深化，为实现知识的

共享和转化提供新的途径。

二、数字档案馆知识管理的意义

首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档案管理必须与时

俱进，扩大知识的传播与共享成为数字档案馆的

最新职能。面对机遇与挑战，档案馆只有实施知

识管理才能促进其新的发展。数字档案馆的知识

管理，是在开放式的网络环境下，借助于网络和高

科技设备等手段，档案馆开展知识资源的获取、整

合和开发利用等服务。它将一改传统的档案工作

结构，突破简单的信息管理和信息利用模式，转向

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

其次，数字档案馆实质上是一种开放环境下

面向用户的网络化数字资源体系，在这个体系里

面既有整合的知识，又有参与知识整合的管理者，

还有参与整个运作的知识管理模式，它一改简单

通过资源管理向用户提供零散、浅层次的一次信

息，转向为用户提供有序的、深层次的系统知识服

务，这就构成了一种新的知识型实体，而知识管理

就是根源于这种体系并被创造出来促进其本身发

展的一种最佳模式，这早已在其它多种知识型组

织中实践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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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传统的数字档案馆建设已初显成效、循

序渐进，但是又很难达到另一个新的高度，服务要

深化、资源要共享的设想还是遥不可及。因此，在

数字档案馆建设中，迫切需要添加一种新的理念、

新的元素，而知识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

与模式，它的注入，将突破原先数字档案馆建设中

固有的思维，给数字档案馆建设以重要启示，带动

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上到一个新的水平，实现其生

存发展的又一次飞跃。

三、数字档案馆知识管理的策略

1．加强对数字档案馆知识管理的认知

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强烈要求档案馆服务层

次的提升，真正发挥数字档案馆知识信息中心和

知识宝库的强大作用。面对这种机遇与挑战，如

何才能使知识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以满足人们

对知识更迫切、更复杂的需要成为档案部门的首

要任务，而数字档案馆只有积极实施知识管理的

运作模式，通过对包括档案信息在内的所有知识

资源进行整合并提供利用才能达到预期效果。档

案部门在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上必须统一思想、加

强认知、达成共识。

2．创新数字档案馆知识管理的工作机制

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不仅意味着传统意义上

的完善，而且是对现有档案管理体制、服务体系的

全面优化和深层次改革，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工作

机制才能有效实施数字档案馆的知识管理。数字

档案馆的知识管理应强调知识资源管理、知识服

务中人文因素的研究和运用，而不是仅仅强调技

术。围绕知识管理目标确定工作机制：一是确保

档案管理人员能管理好档案知识；二是通过对知

识的整合利用，增强对用户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

三是开发新的知识产品，以满足更深层次的知识

服务，真正实现更大范围的知识共享。

3．获取和转化数字档案馆的隐性知识

知识经济时代，隐性知识是最关键、最具有竞

争力的资源，是数字档案馆能否成功实施知识管

理的前提条件之一，数字档案馆应更加注重对隐

性知识的收集、加工、提炼与服务。隐陛知识主要

是指档案人员头脑中所包含的直觉、知识、阅历、

情感等(如一些重要的传统工艺、技术诀窍、专业

知识和丰富经验等)，因此知识管理强调对隐性

知识的管理，实际是注重对数字档案馆中人的有

效管理，鼓励其头脑中隐性知识的转化与创新。

数字档案馆的建设要求档案人员能综合运用各种

资源，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突破传统束缚，更新陈

旧观念，探索新的信息规律，以新的视角开发档案

信息资源，使其隐性知识得到更好地发挥、交流和

增值并转化。所以数字档案馆承担着及时将隐性

知识获取出来并共享，转化为社会记忆，缩短隐性

知识显性化周期的任务。

4．深化数字档案馆的知识服务

档案馆历来把“为利用者服务”作为最高宗

旨，但落实到行动上往往只是满足于提供表面的

“你查我找”等浅层次服务。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这是远远不够的，数字档案馆的发展需要更加强

劲的动力支持和更为有力的保障，尤其在数字档

案馆中引入并推行知识管理后，只有把知识服务

当作数字档案馆的首要目标和最高标准来追求，

才能满足用户日益多样化的知识需求。

数字档案馆的知识服务是一种面向知识创

新、知识传播与知识应用的服务方式，是传统的

“档案利用服务”的高级形式，服务的高知识含量

是其优于传统档案馆的主要特征，因为知识服务

“是在运用馆藏档案信息的同时，大量吸收并运

用馆外各种非档案信息和档案人员头脑中的隐性

知识”b J。从一定意义上看，数字档案馆的知识管

理是通过整合馆藏档案信息等显性知识，综合档

案人员的隐性知识，依靠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

互动，发挥数字档案馆强大的知识库作用，为利用

者提供更为有效、更广泛的深层次的知识服务，从

而充分实现数字档案信息资源价值。同时，数字

档案馆在综合利用显性档案信息与隐性知识的过

程中，要注重以用户的知识需求为导向，对档案信

息资源进行深层组织，揭示并挖掘档案信息资源的

潜在价值，形成知识产品，提供知识与价值服务。

5．构建“以人为本”的数字档案馆文化

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源，而智

力资源又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焦点。数字档案馆

注重对人的管理，关注人获取和整合档案的能力，

对入的管理是数字档案馆知识管理的核心。只有

充分调动档案人员智力资源的发挥，才能真正提

升数字档案馆的知识管理水平和知识服务能力。

首先，要重视档案馆员的作用。因为档案馆

员是把档案资源与利用需求对接起来的桥梁与纽

带，只有通过档案馆员的积极努力和对高知识含

量信息产品的组织创造，才能满足利用者的档案

信息需求，真正实现信息共享。因此，要积极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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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馆员提供有利于实现自我提高的良好环境，支

持个性发展，促使其潜能和信心被最大限度地发

挥出来，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同时，知识管理以知识共享为目标，通过知识

的应用来创新更多的知识，创造更多的效益，数字

档案馆应创造一种知识学习、交流与共享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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