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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档案所有权是指档案所有人依法对自己所拥有的档案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档案占有权是保

管机构对档案的实际占有,开放是档案使用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利用者是最大受益方,国家对国有档案财产收益权采

取了放弃做法,国家档案部门依法对国有档案享有开放、公布、鉴定、销毁、出售等处分权。档案所有权是档案合

法利用的法律基础,是国家档案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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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Problems of Archives Ownership

Zhang Shilin 

Archiv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archive ownership is refer to the archive properties rights of possessing, accessing, proceeds and 
disposition by the archive owner judicially. The right of archive possessing means the preserving 
institution possesses the archives in fact. Opening archives to society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archives accessing and the archives user gains the biggest benefit. The nation gives up the proceeds 
right of national archive property. The national archives have the rights just as archives opening to 
society, publication, appraisal, destruction and selling by the law. The archive ownership is the law 
foundation of the archives accessing legality and the important reference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resources collocating rationality.

Keywords: archive ownership   droits connotation   legislation analyzing   practice impact   

收稿日期收稿日期收稿日期收稿日期 2011-05-12 修回日期修回日期修回日期修回日期  网网网网络络络络版版版版发发发发布日期布日期布日期布日期  

DOI: 

基金基金基金基金项项项项目目目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8BTQ0037) 

通通通通讯讯讯讯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简简简简介介介介: 张世林(1965—),女,河北阳原人,研究馆员,博士,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与现代化、档案信息法律.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Email: 

参参参参考文考文考文考文献献献献：：：：

[1] 陈小林.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上的八大突破 .经济参考报,1997-11-04(4). 

[2] 苏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学术报告的主要精神及其实质［J］.档案与建设,1996(9):12-18. 

[3] 韩玉梅.外国现代档案管理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219. 

[4] 中国档案学会对外联络部,《档案学通讯》编辑部.外国档案法规选编［M］.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3:179. 

[5] 王利明, 郭明瑞, 吴汉东.民法新论:下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2. 

[6] 迈克尔 ·库克. 档案管理［M］. 朱国斌,李宪,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7] 吴宝康,和宝荣,丁永奎.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62-63. 

[8] 杨立人.档案所有权特点浅析［J］.档案学通讯,2000(5):45. 

[9] 威廉W莫斯.美国档案的开放与利用——兼与中国档案开放利用工作比较［J］.傅华,译.中国档案,1995(7):37-

38.

[10] 谢伦伯格 T R. 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M］.黄坤坊,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247. 

[11] 张五常.卖桔者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37. 

[12] 张仲仁, 翁航深.美国档案文件管理［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198-199. 

[13] 方新德.应开展档案产权问题的研究——从美国档案收集工作谈起［J］.档案学研究,1996(s):44-45. 

[14] 彼得 ·布什.利用和复制声像档案材料的法律问题 //第11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北京:档案出版

社,1990:165. 

本刊中的本刊中的本刊中的本刊中的类类类类似文章似文章似文章似文章

Copyright by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