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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厘清档案利用服务中的部门合作结构与

演进特征，有助于促进部门协同机制建设，并提升档

案利用服务水平。本文以中央层级档案利用服务相

关政策为研究对象，将我国档案利用服务政策演进

分为政策初创阶段、政策深化阶段、政策体系化阶段

与政策转型阶段，这四个阶段呈现参与政策制定的

部门逐渐增多，“高位推动”转向国务院部委为主的

变化。运用关联网络分析方法探讨档案利用服务中

部门合作结构及其演进特征，分析发现：部门合作不

断扩大及趋于集中，并形成了多元化的共同体；部门

合作整体构型由“松散型”转向“中心边缘型”；部门

合作局部构型则由“二元组”演变为“三元交互”。为

促进跨部门政策协同，针对当前档案利用服务中部

门合作规模较小、稳定性较弱，且整体连通性不强的

特点，提出应充分利用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

并建立档案利用服务联席会议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档案利用服务 部门合作结构 政策演

进 政策视角 关联网络分析

Abstract: Clarifying interdepartmental cooper⁃
ation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in archives utiliza⁃
tion service will help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rchives utilization service.
The observation of policies of central- level ar⁃
chives utilization service reveals that the chang⁃
es of China's archives utilization service polic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initial stage,
the development stage, the systematize stage,

and the transitional stage. Over the years, the de⁃
partments have increased and has changed from
"impetus from higher- level authorities" to the
leading role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net⁃
works show that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has ex⁃
panded and centralized and has informed diversi⁃
fied internal faction structure; in terms of integrat⁃
ed configurations, it has changed from a "loose"
structure to a "core- edge"structure; in terms of
local structure, it has changed from tuple to trian⁃
gular interaction. But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small scale, poor stability and weak con⁃
nectivity. The paper proposes to give full play to
utilize the national archives query and utilization
service platform and establish a joint system for
archives utilization services.

Keywords: Archives utilization service; Inter⁃
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structure;Policy evolu⁃
tion;Policy perspective; Correlation network anal⁃
ysis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各政府部门间的横向

合作成为影响治理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1]在档案利

用服务领域，档案主管部门与其他行业主管部门间

的协同是服务效能提升的重要保障。[2]然而，既有档

案利用服务政策中的部门合作研究，较少从整体上

分析档案主管部门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间的横向联

系，一般从宏观层面的档案治理共同体研究，[3]强调

政策视角下
我国档案利用服务中部门合作结构与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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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部门与社会力量间的合作关系，旨在重构“多元

协作”的档案利用服务体系，实现档案利用服务向档

案公共服务的转型。[4]在转型过程中，优化档案服务

中的政策工具及其组合，[5]加大政策工具对多元服务

主体的支撑，能够有效促进档案服务中的部门协作。[6]

经过长期发展，各政府部门在档案利用服务政策制

定中形成了初具规模且多样化的合作结构，[7]但其权

力分配与影响及其变化，有待进一步揭示。

自国家档案局设立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档

案利用服务政策，形成了结构复杂的关联网络，为探

索部门合作关系提供了客观依据。因此，本文以中

央级档案利用服务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关联网络

分析方法，构建档案利用服务中的部门合作网络，以

期促进新时期的档案利用服务制度环境建设，提升

档案利用服务水平。

一、基于档案利用服务政策的部门合作网络构建

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

门会发布同一政策，即联合行文。[8]档案主管部门或

其他部门因存在共同利益注重联合行文，反映出档

案利用服务政策制定中复杂的部门合作关系，通常

以各部门直接或间接关联的网络形态呈现。 [9]鉴于

当前档案利用服务政策所形成的网络特征，宜运用

关联网络分析方法探究档案利用服务中的部门合作

及其演化特征。该方法基于联合行文建立部门合作

网络，通过计算密度、中心势（度）、聚类系数等指标，

分析部门的合作结构、地位、影响力等，并通过网络

图谱化实现可视化表达。 [10]基于此，本文构建档案

利用服务政策数据集，抽取联合行文元数据，基于部

门间关联关系构建合作网络并实现可视化展示，以

此揭示档案利用服务中的部门合作及其演化规律。

本文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一）政策文本采集与结构化处理

本文所指政策为“一系列理念、谋略、法律、命

令、措施、方法等的总称”[11]。研究对象以 1956至

2022年为时间段，以“档案利用”“档案服务”为关键

词，在国家档案局、中国知网、北大法宝等平台上检

索，经筛选得到 370份中央级档案利用服务政策文

本。其可分为两类：一是专项政策，即标题含有“利

用”“服务”“开放”等关键词，如《关于开放历史档案

的几点意见》；二是综合性政策，同时规范“利用服

务”和其他档案业务，仅标题不突出“利用服务”，包

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下文简称《档案法》）、

档案事业规划、档案会议讲话以及档案管理办法中

的有关章节等，如《档案馆工作通则》。

本文进而识别并抽取政策标题、部门、时间、类型

等元数据，构建档案利用服务政策数据集。为比较部

门在档案利用服务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本文统一采

用2018年行政体制改革后的部门名称，如卫生部、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均统一为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下文简称“国家卫健委”）。此外，鉴于国家档案

局与中央档案馆长期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12]，故视

其共同发布的政策为国家档案局单独行文。

分析发现，我国档案利用服务领域的政策变迁，

政策目标由为本机关或单位服务转向为各行业或领域

事业服务，再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此外，早期档

案利用服务政策趋于宏观抽象，系统性、连贯性与可操

作性不强，而随着档案事业的深入发展，档案利用服务

政策体系及其框架逐渐形成并不断优化。[13]因此，为

揭示档案利用服务中部门合作的演进规律，本文将政

策演进过程归纳为以下4个阶段（见图2）。

图 1 基于档案利用服务政策的部门合作网络分析框架 图 2 档案利用服务政策演化阶段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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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阶段阶段阶段 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连线数连线数连线数连线数 密度密度密度密度 度平均度度平均度度平均度度平均度 
度数度数度数度数 
中心势中心势中心势中心势 

接近接近接近接近 
中心势中心势中心势中心势 

中介中介中介中介 
中心势中心势中心势中心势 

聚类聚类聚类聚类 
系数系数系数系数 

1956-1979年 6 14 0.4000 2.0000 0.6000 0.6813 0.7200 0.3333 
1980-1990年 19 44 0.1345 2.4211 0.9673 0.9818 0.9627 0.1228 
1991-1999年 28 64 0.0873 2.3571 0.9829 0.9910 0.9829 0.0574 
2000-2022年 36 115 0.1222 4.2778 0.8689 0.8949 0.8548 0.2782 

 

（二）部门合作网络分析与可视化

联合行文能够有效体现档案利用服务政策制定

中的部门合作关系。本文对各阶段的联合行文部门

进行编码，基于联合行文关系构建部门合作网络，进

而抽取各阶段网络的最大连通子图，最终生成的网

络图谱中包含部门及其联合行文关系，对应下文图

谱中的节点、边及其两者的权重，即部门频次和联合

发文频次。

鉴于档案利用服务中部门合作网络结构及部门

间合作强度不同，局部聚集性明显，且各部门在网络

中地位与影响各异，因此，依次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

档案利用服务中的部门合作及其演化特征：第一，整

体网分析。测度各阶段合作网络的密度、度平均度、

中心势（度数、接近和中介）、聚类系数指标，[14]以探

究合作网络整体结构特征。第二，共同体分析。探

测部门合作网络中最大连通子图的结构，[15]以识别

部门合作所形成的共同体。第三，个体网分析。通

过计算中心度（度数、接近和中介）指标，[16]以揭示部

门在合作网络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具体指标

及其含义如表1所示。

表1 档案利用服务中部门合作网络指标及其含义

在上述基础上，为直观反映我国档案利用服务

中的部门合作结构的变化，本文以可视化图谱展示

了部门合作共同体间和每个共同体内关联网络的拓

扑结构，图中圆点代表部门，其大小正比例于部门频

次；边代表部门的联合行文关系，其粗细正比例于联

合发文频次；不同的颜色则代表不同的部门共同体。

二、档案利用服务中部门合作的阶段性演进分析

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档案利用

服务中的部门合作结构相应呈现阶段性的发展变

化。本文测度了档案利用服务中部门合作网络结构

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档案利用服务中部门合作网络结构指标计算结果

（一）政策初创阶段

此阶段，我国档案利用服务事业处于探索建设

状态，仅涉及8个政府部门。中共中央及其办公厅、

国务院单独制定纲领性政策文件，以明确档案利用

服务工作的原则与目标。国家档案局、文化和旅游

部（下文简称“文旅部”）、科学技术部（下文简称“科

技部”）等 6个部门通过联合发文建立合作网络（见

图 3）。其中，国家档案局、文旅部（前身为“文化

部”）、科技部与公安部协调处理革命历史文件利用

事务；中央办公厅与中央宣传部合作开展党、政档案

的利用工作。

图 3 1956—1979 年我国档案利用服务中部门
合作的网络图谱

因该阶段部门合作网络规模较小，其网络指标

的实际意义不足，故不做分析。相对而言，国家档案

局发挥了一定媒介作用，即连接了科技部、文旅部等

部门（见表3）。
（二）政策深化阶段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以后，我国档案事业初具

规模，档案开放工作随之推进，档案利用服务的范围

扩大，越来越多部门参与到政策发布与执行中。在

 

《
北
京
档
案
》
二
〇
二
四
年

第
五
期

周

年

特

稿

40

指标指标指标指标 含义含义含义含义 
密度 指网络中部门实际连线数与可能存在的最大连线数之比。反

映部门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密度越高，说明部门间的合作

越频繁，网络的整体连通性越好 
度 平

均度 
指网络中所有部门度的平均值。度平均度越大，说明平均每

个部门直接互动的部门越多，部门间的联系更紧密 
度 数

中 心

势 

衡量网络中所有部门的度数中心度的差异程度，即网络整体

的集中程度。度数中心势越高，说明网络越趋向于围绕某些

核心部门构建 
接 近

中 心

势 

衡量网络中所有部门的接近中心度的差异程度，即网络在信

息传递或资源获取方面的效率。接近中心势越高，说明网络

中的部门在获取信息或资源时更加高效 
中 介

中 心

势 

衡量网络中所有部门的中介中心度的差异程度，即网络在信

息传递过程中的依赖关系。中介中心势越高，说明网络中的

信息传递更依赖于特定的“桥梁”部门 
聚 类

系数 
指部门因合作紧密程度的差异而形成共同体的概率。聚类系

数越大，说明网络中存在越多共同体 
度 数

中 心

度 

指部门与其他部门的直接相连数量。度数中心度高的部门在

网络中起到核心作用 

接 近

中 心

度 

指部门到其他部门的最短路径之和。接近中心度高的部门在

网络中的位置较为中心，能更快地与其他部门联系 

中 介

中 心

度 

指部门作为其他部门间最短路径的桥梁的次数。中介中心度

高的部门在网络中的信息或资源流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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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行文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档案法》；国家

档案局制定档案开放利用相关政策；国家铁路局、国

家卫健委、教育部等部门则负责其所辖领域的档案

利用服务政策建设。在联合行文方面，覆盖21个部

门，形成以国家档案局为核心的合作网络，从高达

0.9673的度数中心势可见一斑（见表2）。然而网络

密度（0.1345）并未随着网络规模扩大而增强，部门

连接相对稀疏，其合作关系并不稳定，网络规模扩张

得益于核心部门间联系的巩固或新部门的参与。

档案利用服务联合行文部门可分为2个共同体

（见图 4）：一是以国家档案局为中心，自然资源部为

主的共同体，负责调控海洋资源、南极考察和测绘等

领域的档案利用服务活动；二是由科技部、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下文简称“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下文简称“住建部”）4个部门构成

的共同体，协同处理科技、企业领域的档案利用服务

事务。

图 4 1980—1990 年我国档案利用服务中部门
合作的网络图谱

此阶段，国家档案局的中心度明显提升，如表

4所示，可知其在合作中的重要性显著增强，且其

“桥梁”功能进一步发挥。此外，科技部的中心度

较上一阶段略有增长，文旅部与国家档案局的联

系减弱，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更多部门开始重

视档案利用服务。

（三）政策体系化阶段

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体系初

步形成。为充分发挥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更多部门参与了政策制定。单独行文部

门主要有国家档案局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公

检法部门。联合行文部门增长至30个，建立起更具

规模的合作网络。合作中的权力与信息资源进一步

向国家档案局集聚（度数中心势上升至 0.9829）。

但密度与度平均度分别降至0.0873与2.3571，反映

出新加入部门是通过国家档案局建立合作关系，而

非直接合作。

部门合作可分为 5个共同体（见图 5）：第一，以

国家档案局为核心，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司法部等

部门联合在电影艺术、司法等领域发挥政策功能；第

二，科技部与发展改革委合作开展开发区档案利用

服务；第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文称“人社

部”）与中央组织部协同部署企业职工与人事档案管

理服务工作；第四，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与水利部共同负责农业、林业、水利和农村档案利用

工作；第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

联合推进纪检监察机关案件档案利用。

图 5 1991—1999 年我国档案利用服务中部门
合作的网络图谱

此阶段，国家档案局的中心度仍远高于其他政

府部门，且连通其他部门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见表

表 3 1956—1979年档案利用服务中部门中心度TOP5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度数度数度数度数 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接近接近接近接近 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中介中介中介中介 
1 国家档案局 4 国家档案局 0.8333 国家档案局 0.8 
2 中央办公厅 2 中央办公厅 0.625 中央办公厅 0.4 
3 科技部 2 科技部 0.5556 科技部 0 
4 文旅部 2 文旅部 0.5556 文旅部 0 
5 公安部 1 公安部 0.5 公安部 0 

 

 

表4 1980—1990年档案利用服务中部门中心度TOP5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度数度数度数度数 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接近接近接近接近 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中介中介中介中介 
1 国家档案局 24 国家档案局 1 国家档案局 0.963 
2 自然资源部 5 商务部 0.5625 商务部 0.0022 
3 商务部 3 科技部 0.5625 科技部 0.0022 
4 科技部 3 发展改革委 0.5455 中央宣传部 0 
5 发展改革委 2 住建部 0.5455 文旅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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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度数度数度数度数 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接近接近接近接近 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中介中介中介中介 
1 国家档案局 27 国家档案局 1 国家档案局 0.9829 
2 国家林草局 3 国家林草局 0.5294 国家林草局 0 
3 农业农村部 3 农业农村部 0.5294 农业农村部 0 
4 水利部 3 水利部 0.5294 水利部 0 
5 发展改革委 2 发展改革委 0.5192 发展改革委 0 

 

5）。此外，林业、农业、水利等领域主管部门虽有参

与合作，但处于边缘位置，对档案利用服务中的政

策信息和资源掌控能力较弱。

表5 1991—1999年档案利用服务中部门中心度TOP5

（四）政策转型阶段

21世纪，为应对档案信息化、档案服务社会化带

来的挑战，档案利用服务政策发文部门规模进一步扩

大，分布结构更趋复杂。单独行文方面，国家档案局

（58份）、中国人民银行（19份）与民政部（8份）发挥着

重要作用；联合行文部门增长至40个，合作网络整体

维持了上一阶段的构型。但网络密度与度平均度分别

升至0.1222与4.2778，说明此阶段部门互动程度更

高。网络的度数中心势降至0.8689，此阶段国家档案

局的中心化程度开始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合作网络中的部门凝聚为5个共同体（见图6）：
第一，以国家档案局为中心，以民政部、农业农村部为

主的民生档案管理服务共同体；第二，由财政部及人

社部主导的档案利用服务财力与人力保障共同体；第

三，教育部主导的档案文化与教育服务共同体；第四，

由发展改革委负责的企业档案服务管理共同体；第

五，住建部总领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服务共同体。

图 6 2000—2022 年我国档案利用服务中部门
合作的网络图谱

此阶段，各部门的度数中心度有所提升（见表

6），说明档案利用服务中的部门合作总体得到强

化。其中，国家档案局与其他部门存在较强关联，

中介作用较上一阶段略有减弱，但仍是政策合作中

的权力、信息与资源中枢。此外，财政部、人社部与

教育部成为新时期推动档案利用服务工作的新兴

力量。

表 6 2000—2022年档案利用服务部门中心度TOP5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档案利用服务政策，揭示了部门间合

作的整体与局部结构及其演化规律，为推动部门协

同和政策联动，提升档案利用服务水平提供了参考。

（一）研究结论

分析我国档案利用服务中的政策部门分布结

构、部门合作的整体与局部结构，发现其呈现显著演

进规律，在制度层面保障了我国档案利用服务的可

持续发展。

1.“高位推动”转向国务院部委为主的部门分布

结构

不同政策阶段，部门参与档案利用服务政策发

布的力度与层次各异。政策早期阶段，档案管理体

制尚未健全，无法适应国家机关工作和科学研究的

迫切需求。因此，主要由具有较高政治阶位的部门

（中共中央及其办公厅、国务院及其办公厅、全国人

大常委会等）发布高效力的纲领性文件或法律，或转

发国家档案局颁布的政策，规定档案工作体制与方

针，明确档案利用服务的目标、原则与发展方向，奠

定了档案利用服务建设的制度基础。

经前期“高位推动”，在顶层部署的任务导向

下，政策体系化与转型阶段逐渐形成了国务院部委

为主的部门体系，支撑并保障档案利用服务的发

展。为贯彻落实中央文件要求，发挥档案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国务院部委积极发布部门

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部门工作文件，推动了档案

利用服务政策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其中，国家档案

局单独制定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或专项政策，并协调

配合其他部门建立档案管理规章制度，调控档案利

用服务活动，促进档案利用服务的制度化发展；民

政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等行业主管部门单独或

协同国家档案局制定行业档案利用服务政策，规范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度数度数度数度数 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接近接近接近接近 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中介中介中介中介 
1 国家档案局 33 国家档案局 0.9459 国家档案局 0.8597 
2 财政部 10 财政部 0.5645 最高检 0.049 
3 人社部 9 人社部 0.5556 水利部 0.0399 
4 教育部 9 教育部 0.5556 生态环境部 0.0161 
5 军委政治工作部 8 发展改革委 0.5556 发展改革委 0.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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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领域的档案利用服务环境，推动档案利用体系

建设走向纵深。

2.“松散型”转向“中心边缘型”的部门合作整体

构型

聚焦档案利用服务政策部门合作的整体结构，

发现其由“松散型”转向“中心边缘型”。政策初创

期，档案工作侧重革命历史档案、旧政权档案的利

用，服务机关单位的生产建设与科学研究，档案服务

社会化不足，部门合作局限于国家档案局、文旅部与

科技部。而且政策不成规模，无法说明核心部门存

在。故此阶段部门合作结构趋于“松散”。

政策深化期，越来越多行业主管部门参与发

布政策，并经由国家档案局建立合作关系。国家

档案局作为全国档案主管部门，负责统筹规划和

管理全国档案事业，监督与指导其他部门开展档

案利用服务工作，掌握了丰富的政策话语与信息

资源，在合作中发挥着控制与桥梁功能，政策权力

与资源由中心向四周递减。由此，形成“中心边

缘”的部门合作构型。这也说明制度环境会通过

增强或限制部门的权力集中程度和合作能力，系

统塑造政策网络。 [17]我国特色档案管理体制保障

了国家档案局在部门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其他部门

在政策资源上对其存在强依赖性。

政策体系化与转型阶段，鉴于国家档案局的权

责定位与资源禀赋，部门合作仍呈现“中心边缘”

型。但相对上一阶段，档案服务社会化程度更高，因

此：第一，参与合作的部门数量不断增加，多部门协

作参与促使网络的职能趋向多元化。第二，部门合

作结构层次更为复杂，以国家档案局为中心的星状

结构衍生出目标导向多元的边缘共同体结构，反映

出协作关系逐渐向边缘部门扩散。

3.“二元组”转向“三元互通”的部门合作局部构型

从局部结构来看，档案利用服务政策部门合作

亦呈阶段性特征。政策深化期（因初创期部门网络

特征不突出，故从深化期开始分析），边缘位置的大

多行业主管部门仅连接国家档案局，构成了多对二

元组伙伴关系。行业主管部门强调专业职能与专有

资源，较少建立协作关系，但这也为部门合作结构的

演化发展及更多部门的参与释放了机会空间。[18]

进入政策体系化阶段，部门合作的层次性更为

丰富。在国家档案局主导的星状结构外围，逐渐有

行业主管部门相互连通，建立新的二元组伙伴关系，

并与国家档案局形成“三元互通”结构。这种结构在

演化中可能会退化、重组或拓展。如进入转型期，科

技部退出，仅与国家档案局互联。上阶段处于外围

的农业农村部则向核心结构靠拢，与国家档案局、民

政局形成紧密互动。而“国家档案局—中央组织部

—人社部”周围，则派生出一些新的部门共同体，通

过共享合作伙伴，发展出新的“三元互通”结构，连通

路径趋向闭合，优化了部门合作结构，便于政策资源

的跨部门共享。国家档案局与民政部、农业农村部、

人社部等部门间的合作日益紧密，就收养、婚姻、流

动人员等领域印发政策，说明档案利用服务逐渐向

档案公共服务转型。

（二）启示与建议

档案利用服务具有跨域性特征，要求各政策部

门有机合作。然而有些部门倾向于单独行文，单核

主导的部门合作结构整体连通性较弱，不利于政策

有效耦合与联动。对此，为促进档案利用服务治理

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提升档案利用服务效能，亟待以

“技术+制度”促进部门合作。

1. 利用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化平台被寄希

望于嵌入部门合作结构中实现耦合，以推动权力转

移、信息共享、流程优化和资源配置，赋能增强跨部

门政策协同能力。[19]当前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

台已上线，提供全国范围内的档案资源查询和利用

服务，将该平台嵌入部门合作结构有助于整合各部

门的政策与档案资源，为其合作制定档案利用服务

政策提供更全面、准确的参考依据。因此，应在国家

档案局的主导下，发挥其信息资源集成优势与“渠

道”功能，应对当前档案利用服务政策制定中的部门

合作规模、稳定性、连通性等难题。如为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落实跨领域档案利用服务活动，国家档案

局、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部门能够借助该

平台打通资源壁垒，实现信息共享和交流，合作制定

政策，以协同开展乡镇档案服务工作，推进档案公共

服务的均等化。

2. 建立档案利用服务联席会议制度

在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为部门政策协同

提供信息与技术支持的基础上，还需从制度层面保

障跨部门政策协同的可持续发展。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有助于发挥其统筹联通作用，整合各部门的治理

资源和专业知识，促进跨部门沟通和协作。[20]因此，

《
北
京
档
案
》
二
〇
二
四
年

第
五
期

周

年

特

稿

40

12



应在国家档案局主导和协调下，建立档案利用服务

联席会议制度，确保档案利用服务政策的一致性和

有效性，提高政策协同能力，实现政策制定、执行和

评估的闭环，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建

立档案利用服务联席会议制度，应明确其组成成员

和职责分工，确定会议的周期和议题范围；制定会议

程序和工作规则，保障联席会议制度的有序进行；建

立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以便各部门间及时交流和

协调工作；建立相应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确保联席会

议制度的实施效果评估。

本文运用关联网络分析，揭示了档案利用服务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部门合作结构及其演进，具有一

定信度，有助于完善政策设计，促进我国档案利用服

务体系与能力建设。但仍有部分未尽议题，有待深

入探讨。一方面，联合行文难以窥探档案利用服务

中部门合作全景，因此后续研究有必要运用案例分

析、访谈法、网络分析等方法，刻画档案利用服务中

的实际行动网络结构。另一方面，未来有必要基于

档案利用服务联合行文主体结构，结合指数随机图

模型、系统动力学仿真方法，实证考察部门合作结构

的影响因素，以及当前部门合作结构特征对档案利

用服务的影响效应。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结构功

能的政策文本摘要生成研究”（项目编号：23BTQ081）、

武汉大学第七批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团队“政策智能

推理研究”（项目编号：00030374）、湖北省青年拔尖人才

培养计划项目“文本智能计算与政务精准服务”（项目编

号：20211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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