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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has arrived, to implement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on 
digital archives is the requirement of this era, and is the necessity of the archives’ own development as well. 
Data mining provided pre-preparation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knowledge 
resources for the digital archives. In this paper, a brief introduction has been made on related theorie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data mining. And the processes of data mining of archives base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has been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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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对数字档案馆实施知识管理已是时代的要求,是档案馆自身发展

的必然,而数据挖掘为数字档案馆知识资源的有效管理作好前置准备并提供技术保障。本文简单介

绍了知识管理和数据挖掘技术的相关理论, 提出基于知识管理的档案馆数据挖掘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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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数字档案馆的知识管理已

成为档案学界研究的热点。在数字档案馆的数据挖掘

中，如何运用知识管理的管理理念，吸收知识管理在

企业界运用的成功经验来指导和优化数字档案馆数据

挖掘的实施，以提高数字档案馆的核心竞争力和对环

境的应变能力，是数字档案馆应对知识经济时代挑战

的明智之举。 

1 知识管理概述 

柯平教授认为：知识管理是确定、收集和传播共

享组织中的知识，包括知识的管理和运用知识的管理，

来创造、获取和使用知识以增强组织的应变与创新能

力的活动。知识管理理论和方法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产生以后，迅速成为管理学、工商企业界和信息管

理领域的研究热点。知识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或方

法，是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是企业和其他

组织的内在需求，成为社会、技术等的许多因素共同

驱动而产生的理念和方法，档案馆应用知识管理是档

案馆馆事业发展的需要，更是档案馆管理改革的需要
【1】。 

知识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

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特征: 

1.1 知识管理的创新性 

知识管理要求突破旧的理念、制度、策略、方法,

达到新的层次。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它可以带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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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前景,是更为科学的发展途径和更为人性化的

发展策略。知识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

创新。 

1.2 知识管理的人本性 

以人为核心,重视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人是生

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经济发

展的原动力,智慧成为创造财富的源泉,谁拥有了知识

和智慧,谁就拥有了无限的财富。如何提高人的素质,

发挥人的创造力,是知识管理的重要内容。 

1.3 知识管理的技术性 

信息技术为工具,信息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和发展

都会给人类带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推动学科向

前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才促使

知识管理的产生。知识管理带有浓厚的技术色彩,需要

信息技术作支撑。 

1.4 知识管理的深层次性 

知识管理要求数字图书馆提供更深层次的信息服

务。做到由传统印刷型信息提供为主转向多元化的信

息提供；社会性书目与离散性个体化书目两级并存；

对文献的提供转向浓缩的有序的情报信息的提供。 

1.5 知识管理的增值性 

知识管理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解决了信息富集与

知识缺乏的矛盾。知识管理提供更高层次的服务，能

够实现知识的增值[2]。 

2 数据挖掘概述 

2.1 数据挖掘的内涵 

数据挖掘(Data Mining)又称为数据库中的知识发

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 KDD),是从大量

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实际应用

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

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数据挖掘主要致力于

知识的自动发现,是知识发现研究在数据库系统中的

延伸。数据挖掘在没有明确假设的前提下去挖掘信息、

发现知识,不仅能对过去的数据进行查询和遍历,并且

能够对将来的趋势和行为进行预测并自动探测以前未

发现的模式,从而很好地支持人们的决策【2】。 

2.2 常用数据挖掘技术 

2.2.1 人工神经网络 

仿照生理神经网络结构的非线性预测模型,主要

由“神经元”的互联,或按层组织的节点构成,通常由输

入层、中间层和输出层三个层次组成,在每个神经元求

得输入值后,再汇总计算输入值;由过滤机制比较输入

值,确定网络的输出值。 

2.2.2 决策树 

决策树是一个类似流程图的树型结构,其中每个

内部节点表示在一个属性上的测试,每个分枝代表1个

测试输出,而每个树叶点代表类或类分布。树的最顶层

节点是根节点。目前,在数据挖掘中使用的决策树方法

有多种 ,典型的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决策树方法是

Qninlan 研制的 ID3 算法。 

2.2.3 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是模拟生物进化过程的计算模型,是自

然遗传学与计算机科学相互结合渗透的计算方法。遗

传分析应用搜索技术,先找出两个合适的父样本,通过

“交叉”“变异”等带有生物遗传特点的操作产生下一代

样本,对子样本反复“交叉”“变异”操作直到子样本收敛

为此,再找另外两个合适的父样本重复上述过程,就能

得到下一代的样本集。由此得到当前样本集较可能的

发展方向。 

2.2.4 近邻算法 

用该方法进行预测的基本概念就是相互之间“接

近”的对象具有相似的预测值。如果知道其中一个对象

的预测值后,可以预测其最近的邻居对象。 

2.2.5 规则推导 

根据统计意义上对数据中的规则“如果条件怎么

样、怎么样,那么结果或情况就怎么样”,对给定的一组

项目和一个记录集合,通过分析记录集合,推导出项目

间的相关性。 

2.2.6 聚类方法 

聚类分析方法按一定的距离或相似性测度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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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系列相互区分的组,它是不需要预定义知识而直

接发现一些有意义的结构与模式。可采用拓扑结构分

析、空间缓冲区及距离分析、覆盖分析等方法,旨在发

现目标在空间上的相连、相邻和共生等关联关系。 

2.2.7 可视化技术 

可视化技术在数据挖掘过程中的数据准备阶段是

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帮助人们进行快速直观地分析数

据。利用可视化方法,很容易找到数据之间可能存在的

模式、关系和异常情况等【3】。 

2.3 web 数据挖掘的主要流程 

通常可以将数据挖掘分为四个步骤:数据预处理、

数据挖掘、后续处理和反馈，其挖掘步骤见图 1 所示。 

 
Figure1. Data mining steps 

第一步:数据预处理。这是用户导航信息挖掘最关

键的阶段,数据预处理包括数据清洗、用户识别、会话

识别和事务识别 4 个步骤。第二步：数据挖掘是将经

过预处理的数据送到数据挖掘算法中，生成有价值的

模式。第三步：后续处理是要识别出模式中有用的部

分。有很多评估和可视化技术可以用来做此项决策。

第四步：要把辅助决策的结果反馈给挖掘对象，以便

于优化新一轮的决策。 

3 基于知识管理的档案馆数据挖掘步骤 

 
Figure2. Knowledge management-based data mining 

steps Archives 

3.1 原始数据的收集 

3.1.1 显性知识 

这是存在于数字档案馆中的固化资源,即记录于一定

物质载体上的知识,包括:已数字化的馆藏资源、现行电

子文件、检索工具、编研成果,与数字档案馆工作相关

的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行业标准等,围绕数字档

案馆建设所产生的研究成果、技术资料及有助于数字

档案馆发展的其它相关知识【4】。 

3.1.2 隐性知识 

这是存在于数字档案馆中的智力资源,是存在于档案

馆行政管理人员、政策法规研究人员、信息技术人员、

对外协调人员等头脑中所储备的大量非编码智力资源,

包括:各种管理方法、计算机处理技术、处理问题的能

力等。由于人是知识管理的核心,是知识管理中最活跃

的最主动的因素【5】,所以对这部分知识的挖掘也是数

字档案馆知识挖掘的重点。 

3.2 数据挖掘 

数据预处理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对数据源传过来的数据

进行初步处理,并对多个数据源的数据进行集成、概

化、编码和规约,使之变成数据挖掘方法库中数据挖掘

算法可以处理的、一致的、完整的、可理解的数据。

这些处理包括:移除和过滤掉冗余及不相关的数据,预

测和填充数据中丢失的值,移除噪声数据,对数据进行

转换和编码以及处理任何不一致问题。 

模式评估模块包括两个过程:模式发现和模式评估。模

式发现过程是从数据挖掘方法库中取出各种数据挖掘

算法,然后对数据预处理模块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模

式分析过程是对用户的使用模式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可以运用查询或 OLAP 等方法来进行,然后建立

用户的行为和偏好模型,输出用户需要的数据。这个阶

段的主要任务是模式过滤、聚集以及特征化[6]。 

3.3 数据反馈 

在参照用户信息的反馈，利用特定的数据挖掘模

型形成挖掘结果。用户的利用行为信息包括两方面,

利用信息和反馈信息。利用信息是用户为了解决现实

问题,满足学术、科研、生产等需求,在实施具体利用行

为时所产生的信息,包括:访问内容、访问频率、访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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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等,它们反映出用户对数字化资源的个性化、多样化

需求及利用规律。反馈信息是在档案利用这一连续活

动中,档案利用者发现的问题和情况、提出的要求、意

见、评价和效益等[7]。对这些数据的挖掘,可用于对用

户未来利用趋势的分析预测,以及提出在此基础上的

管理决策,为提高数字档案馆的服务水平提供依据。之

后便对挖掘结果进行评价,形成的挖掘结果有可能存

在无关的数据,也有可能不满足需求,如果不符合挖掘

要求和目的,整个数据挖掘过程就要退回到数据收集

阶段,并重复挖掘过程,反之则达到数据挖掘要求,能为

数字档案馆知识管理所用,并充实到原有数据库中,实

现档案馆的知识创新。 

4 结语 

随着数字档案馆的不断发展进步，知识管理的作

用会越来越重要，只有不断提高知识管理的手段、技

术、理念等水平才能对数字档案馆数据挖掘工作进行

最优化管理。因此,知识管理理论对于数字档案馆数据

挖掘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研究基于知识管理的数字档

案馆数据挖掘是非常必要的。以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

和数据挖掘方法进行数字档案馆的建设，是数字档案

馆在知识经济时代应对机遇和挑战的必然，是数字档

案馆应对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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