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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anks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all walks of life. In this context, the classification, archiving and use of data becomes more complex and the task 
becomes more heavy. The timely and effective introduction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ig data application technology 
into archives management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work quality of archives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abov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and specific measures of introducing big data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nd carrying out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 archives management, in order to bring some new ideas for archive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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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大数据时代下档案管理的价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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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得益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计算机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在此背景下，数据资料的分
类、存档与使用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工作任务更加繁重。将计算机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应用技术及时有效引入档案管理中，
能够极大程度提升档案管理效率和工作质量。论文基于上述角度，对档案管理工作中引入大数据应用技术并具体开展信息
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具体举措进行分析，以期为档案管理带来一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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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不断向前发展，各行各业的生产

方式得到极大改善，生产效率也极大提高，伴随而来的是档

案管理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工作量也大大增加。计算机信息

技术和大数据应用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为档案管理带来了极

大的便利，传统的纸质档案管理方式无法再满足当下档案管

理细致化、多元化和精准化、效率化的需求，因此，建立信

息化档案管理体系势在必行。

2 什么是大数据

2.1 大数据的基本概念
得益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借助相应的

计算机设备能够对日常工作和生活以及其他行为所产生的

数据信息及时、高效、全面进行收集，并在此基础上对数据

予以科学有效的数据分析、分类整理、归档和后续调取使用

等，利用万物互联技术，实现数据在设定范围内互通互享，

极大程度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

2.2 当前数据信息的特点
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人们可以高效采集和分析庞

大的数据信息，而当前数据信息，主要具有如下两大特点：

①数据信息庞大。经济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为社会生产方

式、生产效率以及生产规模的提升带来了革命性影响。高效

的生产行为产生了庞大的数据信息，而传统的信息管理方式

不管是效率还是质量都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和今后社会发展

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大数据应用技术能够有效提高数据信息

处理的效率和质量，为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强大的助

力；②数据多样化。生产方式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

社会生产和人们日常生活产生了花样繁多的数据信息，有文

字资料、音频资料、图像资料等。多种多样的数据信息为持

续完善和优化社会生产方式与人们日常生活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支撑，而更加丰富的生产活动与日常活动又不断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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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数据内容。

3 在大数据背景下建立信息化档案管理体系
的必要性

3.1 提高档案管理效率
传统的纸质档案通常采用人工管理的方式，这在昔日

生产效率不高、生产规模不大、生产内容简单的情况下能够

满足相应的生产需求，然而当前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

达，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无法再高效高质量的处理复杂且庞

大的数据信息，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基于此，

档案管理需要及时主动引入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模式，将

计算机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应用技术相结合，提高档案管理质

量和管理效率，为社会生产提供优质保障。

3.2 提升档案管理质量
大数据应用技术诞生在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背景下，对

于数据信息的管理具有高效、及时、全面等优势，同时在处

理数据信息时，能够根据相应的指令与需求进行数据分类、

归档、检索、筛选与调取等，除此之外，大数据技术最大限

度地节省了人力资源，在避免资源浪费的同时还能有效规

避人为出现工作错误的情况。因此，建立信息化档案管理

体系能够有效提高档案管理质量，为社会生产提供良好的 

支撑 [1]。

3.3 提高档案管理人对档案管理的价值认知
档案管理小到个人，大到社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

工作影响巨大，要想从根本上提升档案管理质量和管理效

率，管理人要对档案管理的价值进行充分理解与认识。首先，

档案管理是为社会经济长远发展、文化有序建设提供服务

的，档案管理人要对档案管理的实质意义进行认识；其次，

管理人要加强对档案资源的收集，转变传统的档案收集思

维，将各种具有档案管理价值的数据内容进行有效收集，扩

大档案资源收集渠道，并且根据不同类型的档案资料创新不

同的档案管理模式。

3.4 增强档案管理各种意识
档案管理涉及到社会各行各业，要想充分利用其价值，

首先要保护其价值。档案管理人要增强档案的保密意识，加

强保密措施，确保档案在管理过程中不会出现遗失、损毁或

者泄露等情况。增强管理意识，加强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充分运用大数据应用技术，提高档案的管理质量，有效开发

档案价值。增强档案管理价值共享意识，建立资源共享平

台，有效提高档案价值利用率，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提供

助力。

档案管理价值广义上包括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两方面，

虽然档案价值并不在这两方面直接体现，但是社会各行各业

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档案中数据内容的支撑和参考。因此，

档案管理人员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要兼顾档案社会价值与

经济价值的同时开发，真正实现档案管理的核心目的。

4 大数据背景下提升档案管理质量的具体策略

4.1 提升档案管理人员的综合水平
档案管理涉及到各行各业海量的档案资料，具有较强

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尤其在大数据应用的背景下，档案管理

人员不光需要具备足够的档案管理专业水平，还应该具有相

应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力。基于此，档案

管理单位要切实加强对档案管理人员管理水平和综合能力

的培训，全方位提升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为档案高效高质

量管理提供基本保障。

4.2 加强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
信息技术是确保当前社会各行各业正常发展的有效工

具，同时合理运用信息技术能够有效推动各部门内部的工作

联动，从而整体上提升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因此，在档案

管理之中，档案管理单位结合信息技术，建立高效的信息化

管理体系，将档案管理工作整体纳入信息化管理体系当中。

同时，档案管理人员要充分吃透档案数据内容，以便开发出

更多的档案价值，充分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应用技

术能够很好地达到这一目的。除此之外，信息化管理体系建

设的相关责任人要根据实际情况充分规划好每个版块的资

金使用，高效高质量建设平台，为信息化平台的正常运转奠

定基础 [2]。

4.3 制定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标准
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且多部

门联动的工作，需要档案管理单位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制

度，以确保在建设各个环节，相关责任人有制度可依，有据

可查。当前，档案管理单位的信息化建设制度不够科学、不

够完善，无法为后续档案的信息化管理提供有效保障，从而

达不到档案高效高质量管理的目的。基于此，在档案管理信

息化建设的制度建设中，相关人员要严格制定相关标准，且

在信息化管理体系的建设中按照标准进行认真落实。

4.4 强化档案管理基础工作的建设
由于各种客观因素影响，当前，许多档案管理的基础

工作开展存在较多问题，严重影响了档案管理的效率和质

量。主要是因为档案管理相关人员对于档案管理的价值认识

不足，档案管理方式落后，档案管理人员水平欠缺等等。许

多档案管理单位对于档案管理的方式仅限于资料存档，而忽

略了资料后续价值的开发与扩展运用，完全无法发挥档案管

理应有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在此情况下，档案管理单位

相关责任人需要充分研究其基础工作开展方式，提高基础工

作开展质量和效率，同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为档案管理

工作科学严谨、全面有序开展保驾护航。档案管理基础工作

打牢，也有助于档案管理体系的信息化建设，从而更快速简

便、高效高质地开发档案管理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

4.5 革新档案管理理念
当前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档案管理是一个

传统行业，在此情况下，档案管理单位的相关领导需要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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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管理人员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积极改变传统的档案管

理理念，努力将档案管理价值融入社会经济发展之中，进而

将档案管理事业有效融入社会，提高档案管理的存在意义。

在大数据应用背景下，档案管理的数据资料收集方式、管理

方式和运用方式发生极大改变，为档案管理人员提供了发展

方向。在此情况下，档案管理人员首先要从档案本身出发，

充分了解档案管理当前各种情况、存在的问题，基于档案管

理信息化前提下对已有的传统数据资料进行数字化转换，有

效降低档案管理成本和工作量；其次，增强管理人员的管理

意识，加强管理人员的计算机信息技术与大数据技术应用能

力，培养管理人员采用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管理档案的习

惯。建立健全档案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制度建设，提升管理

人员的管理积极性与主动性；再次，档案管理单位要本着务

实态度，建立科学有效的档案管理制度，确保档案资料的保

密性与完整性；从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个人价值等多方面

提高管理人员的职业素养，鼓励管理人员自主研究档案的多

方面价值；最后，加快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积极引入大

数据技术完善档案数据库的各项功能，严格设定档案资料的

使用权限和查阅权限，基于档案管理的角度打造整体的管理

体系，确保档案管理各个层面有序开展工作 [3]。

4.6 科学规划与管理档案资源
大数据技术的成熟应用能够为各个行业海量的数据资

料存储和后续调用提供基本保障。为了应对各行各业井喷式

发展，国家已经建立了专门的大数据管理中心，以确保对行

业庞大的数据信息进行有效存储，同时结合超强计算机算力

和信息处理能力，提高数据分析与数据整合质量，为社会经

济发展提供可靠保障。在档案管理中，相关单位和人员要充

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和计算机信息技术对档案进行数字化备

份，按照档案管理的科学规律建立功能完善的档案备份系

统，将数据备份系统与档案管理系统有机结合，为后续档案

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基础。同时，系统开发人员需要注

意系统的安全防护，避免出现安全漏洞的情况。而在档案日

常管理工作中，相关人员要严格遵守相关管理制度，杜绝任

何档案资料出现泄露、遗失、损毁、篡改的情况。

4.7 建立档案数据库
大数据应用涉及到多个层面，在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

中，需要将行业壁垒、技术与管理等诸多问题一一突破，有

效整合。基于此，档案管理单位需要与信息技术相关行业加

强合作，建立可以高效运转的档案数据库。例如，数据信息

量庞大的电力公司、销售公司、地产公司等，可以与专业的

数据分析科研单位进行合作，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开发合适的

档案数据库。同时，具备档案数据分析经验的人员也可以

参与到数据库开发之中，为了确保开发内容的安全性与保

密性，数据库开发单位应与参与开发的具体人员签署相应

协议，明确以下五点内容：①开发目标。明确了开发目标，

方可有明确的开发方向；②将现有的档案资料进行数字化备

份，并在此基础上将后续的档案资料进行数字化备份，分类

归档存储；③明确档案使用权限，数据开发范围，以此提高

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④结合具体的研究成果，建立相应的

档案数据，并及时进行数字化备份。在研究成果公布之后，

相应的还应放开数据库；⑤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从

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保障开发工作整个环节全面有序 

开展。

5 结语

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各行各业的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也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

作带来了巨大改变。档案管理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档案管理相关单位要积极引入计算机信息技术和大数据

应用技术，建立完善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确保为社会的生产

与建设活动提供档案管理价值的一切所需。同时，档案管理

单位要从人员综合水平、档案信息化管理、档案管理制度建

设等各个方面加强整体管理体系的打造，进一步提高档案管

理事业与社会发展相融合的步伐，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

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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