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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档案管理发展背景

数字转型背景

国家战略背景

技术发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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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数字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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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国家战略的宏观要求

2016年12月31日前，联邦机构要
以可访问的电子形式管理永久和短
期电子邮件公文，电子邮件公文必
须保存在可支持文件档案管理和诉
讼需求的合适的电子系统中。

2019年12月31日前，联邦机构所
有的永久电子文件要最大限度地以
电子形式管理，并以电子形式最终
移交到NARA。

2011澳大利亚政府
发布了《政府数字转
型政策》要求2015年
后原生形态是电子形
式的文件将只以电子
形式移交至国家档案
馆。

中国人民大学和中
国档案学会联合承
担的《中国电子文
件管理机制》研究
报告中提出实施电
子文件管理国家战
略的设想，温家宝
总理作出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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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颁布《政府文件
管理指令》
推动数字转型
确立了数字转型强制
目标及行动路线

制定《电子政
务法》

奥巴马签署《政府文
件管理总统备忘录》

发布《2014总统与联
邦文件法修正案》

Part1 美国数字转型进程-战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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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档案馆制定
《数字连续性
2020政策》

发布《开放政
府公告》

发布《政府数字转型
政策》

发布《澳大利亚
第一份开放政府
行动计划（2016-
2018）》征求意
见稿

澳大利亚数字转型进程-战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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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档案学会联合承担的《中国电子

文件管理机制》研究报告中提出实施电子文件管理国家

战略的设想，温家宝总理作出批示；

思路

第一个电子文件管理规范性文件《电子文件管理暂行

办法》出台；
政策

成立了9部委参加的国家电子文件管理部际联席会议，

全盘规划、统筹协调全国的工作，此后地方协调机构相

继成立。

体制

2011年，第一个电子文件管理规划（2011-2015）

颁布；2015年第二个五年管理规划正在制定中。
规划



01
《电子文
件管理能
力体系》

02
定期
培训

03
《电子文件
管理100 问》

国电联办组
织，中国人
民大学主持
起草的国家
标准、目前
已进入专家
审定阶段。

中国国家
档案局每
年举办两
期档案人
员上岗培
训。

国电联办出
版《电子文
件管理100 
问》，提高
电子文件管
理的认知水
平

中国数字转型进程-能力与责任建设



技术背景

“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阶段，档
案工作就应提升到相应水平。”

云计算

智慧地球

大数据



档案信息化阶段
• 目录数据库

• 全文数字化

• 电子档案管理

• 数字档案馆

• 智慧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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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信息化发展阶段Part2



（一）起步阶段——目录数据库
• 关注领域：

• 基础数据采集
• 各类基础数据标准研制

• DA/T 18 《档案著录规则》
• DA/T 46  文书类元数据规范
• 等

• 著录检索软件开发
• 目录数据库建设与完善
• 数据治理



（二）准备阶段——资源数字化

•关注的问题：
•各类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
•多媒体数据处理技术的应用
•网络应用研究
•分布式综合性数据库的建立
•档案信息网站
•档案信息处理标准体系建设



标准：国家&行业（部分）
中文标准号 中文标准名称
GB/T 20530-2006 文献档案资料数字化工作导则

GB/T 20493.1-2006 电子成像办公文件黑白扫描用测试标板第1部分:特性

DA/T 31-2005 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

DA/T 43-2009 缩微胶片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

HB 7837-2008 航空产品数字化文件档案管理通用要求（一）（一）

省/市 规范名称 年度
北京 北京市档案数字化工作规范 2009
天津 天津市档案资料数字化加工指南（试行） 2005
浙江 省直单位纸质档案数字化实施细则 2007

安徽 合肥市档案数字化加工和开放标准
合肥市档案数字化加工工作的有关规定 2009

山东 数字档案馆建设规程（DB37/T662-2007） 2007

河南 郑州市档案数字化技术标准（暂行）
郑州市数字档案室建设标准（试行） 2007

湖北 档案馆馆藏档案数字化工作流程及任务要点 2006
广东 档案馆馆藏档案数字化实施方案 2006

广西

录音档案数字化技术要求（试行）
录像档案数字化技术要求（试行）
照片档案数字化技术要求（试行）
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要求

2010
2010
2009
2008

重庆 档案数字化工程项目验收管理办法 2010
四川 档案资料数字化标准 2007



（三）发展阶段——电子档案管理

•关注问题：
•电子文件四性保障
•电子文件法律地位
•电子档案的长期保存
• ERMS建设



（四）协同管理阶段—数字档案馆

•关注问题：
•数据高度集成
•各项功能平台建设
•业务流程衔接问题
•各类机构合作问题
•各类服务建设问题

•《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



（五）升华阶段--智慧档案馆（smart)

•关注问题：
•内容管理平台
•感知技术成熟应用
•数据关联管理
•智能编研问题
•人、资源、系统三者关系管理



新视角：三态两化理论
模拟态

数字态

数据态

数字化

数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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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形成领域技术环境：三态两化

20

数字态



三态对象管理空间
•模拟态

• 是指以模拟信号进行记录和保存的档案管理对象，其对象管理空间是以模
拟载体为对象的管理、规范、技术工具等要素总体构成的。

•数字态
• 主要针对的是从模拟环境转换到数字环境中的历史阶段。
• 数字态管理空间不再是以载体为中心的管理空间，载体只是过客，留存其
上的信息（文件尺度）才是真正的管理中心，数字态可以视为以文件为中
心的管理。

•数据态
• 指以数据颗粒度存在并持续运转形成的状态，处于数据态的各系统的运转、
接收、输入、中间办理等都是以数据交互方式进行，数据态管理空间的主
要管理对象为数据、规则、模型与本体等类型。

钱毅，《技术变迁环境下档案对象管理空间演化初探》 档案学通讯 2018（2）



模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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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以模拟信号进行记录和保存的档案管理对象，其对象管理空间是以模拟载体为对象的管理、
规范、技术工具等要素总体构成的。

管理
对象
管理
对象

工作
内容
工作
内容

技术
应用
技术
应用

成熟
度
成熟
度

模拟态档案对象管理空间

• 注重实现实体的有序
化管理，注重实体管
理空间的安全防护

• 以要素防治为主：传统八
防

• 技术方面，模拟态空间非
常注重载体实体保管+外
围环境防护

• 对载体实体的管理就是
模拟态档案工作的主要
内容（白纸黑字）

• 模拟态管理空间总
体比较成熟



数字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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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对象
管理
对象

工作
内容
工作
内容

技术
应用
技术
应用

成熟
度
成熟
度

模拟态档案对象管理空间

• 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化
• 以“文件”作为容器封装
的内容

• 重体系管理

• 技术方面，电子文件
四性保障

• 数字态可以视为以文件
为中心的管理

• 数字态管理基本进入
答案多于问题阶段

 主要针对的是从模拟环境转换到数字环境中的历史阶段
 数字态管理空间不再是以载体为中心的管理空间，载体只是过客，留存其上的信息（文件尺
度）才是真正的管理中心。



数字态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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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MS系统功能需求



数字态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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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MS

GB/T2919
4

分类方
案 保管期

限表

元数据

捕获登
记

捕获登
记

整理组
织

整理组
织

鉴定处
置

鉴定处
置

检索利
用

检索利
用

存储保
管

存储保
管

统计报
表

统计报
表

安全管
理

安全管
理

系统管
理

系统管
理

可选需
求

非功能
需求



数据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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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态指以数据颗粒度存在并持续运转形成的状态，处于数据态的各系统的运转、接收、输
入、中间办理等都是以数据交互方式进行，数据态管理空间的主要管理对象为数据、规则、模
型与本体等类型。

管理
对象
管理
对象

关注
领域
关注
领域

技术
应用
技术
应用

成熟
度
成熟
度

模拟态档案对象管理空间

• 数据、规则、模型与
本体等类型

• 重智能服务
• 技术方面主要着眼与保障数

据语义关联的相关技术

• 数据描述、规则模型、
数据本体

• 数据态管理尚处于提
出问题的阶段



数据化：数字态-数据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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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智慧档案馆

• 概念讨论

• 要素1

• 要素2
04



信息链模型

29

D I K W

I

K

W



技术及基础设施层

标
准
规
范
体
系

安
全
管
理
体
系

智慧化应用

智能楼宇 库房空间 装备装具 档案载体 内容资源

治理 基于体系认证的规则空间

智识 基于感知的有序工作空间

智联 基于内容关联的数据空间

智能 基于数字赋能的能力空间

智慧 基于学习与决策的价值空
间

智慧档案馆层级



智慧档案馆建设技术

2治理

3智联

4智能

5智慧

1智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