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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novative Strategies for Archive Management Based on
Big Data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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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rrival of the big data era, various industries in China are
facing tremendous changes.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g data industry and listed it as a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In this context, archive managemen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of
various enterprises,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irstly, the volume of archival data is showing a rapid growth trend.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various electronic devices, the Internet,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e generation, dissemination, and storage of archival data have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resulting i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workload of archival management. The traditional archive management model is no
longer able to meet the modern society's demand for archive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urgently needs innovation.
【Keywords】Big data; Archive management; Archive data volume

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档案管理创新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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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国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巨大的变革。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
重视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将其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此背景下，档案管理作为各类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
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
首先，档案数据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随着各类电子设备、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普及，档案数据的产生、传播和存

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得档案管理的工作量大幅增加。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档案信息资源的
需求，亟待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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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档案数据量的快速增长：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

发展，尤其是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的普

及，档案数据的产生、传播和存储方式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使得档案管理的工作量大幅增加。这对档

案管理的硬件设施、软件系统和人员素质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档案数据类型的多样化：大数据背景下，档案

数据不仅包括文本、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多种格式，

还涉及到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管理。这对于档

案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开发出更加灵活、

高效的管理方法。

档案管理模式的滞后性：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

以纸质档案为主，侧重于档案的保管和检索。在大

数据时代，档案管理需要向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

化方向发展，现有的管理模式难以满足新的需求。

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在大数据背景下，

档案信息的安全性和隐私性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

确保档案数据的安全，防止数据泄露，成为档案管

理的重要课题。

档案人才的缺乏：大数据时代对档案管理人员

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具备一定的数据处理、

分析和挖掘能力。然而，目前我国档案管理人员在

数据处理和信息技术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难

以满足大数据时代的需求。

法规政策滞后：大数据时代，档案管理的相关

法规政策需要不断完善，以适应新的管理需求。目

前，我国在这方面的法规政策尚不完善，制约了档

案管理的发展。

2档案数据量的快速增长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数字化进程的加速，

档案数据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这种趋势对档

案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庞大的数据量中

有效管理和利用档案信息，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

题。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档案数据量的增长速度

远远超过了传统档案管理的处理能力。这种快速增

长给档案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为档案管

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如何在这种背景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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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管理的创新和优化，成为档案学领域研究的重

要课题。

2.1档案数据类型的多样化

在大数据背景下，档案数据类型的多样化对档

案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的档案管理主要针对

纸质文档，而大数据时代档案数据涵盖了文本、图

像、音频、视频等多种格式，甚至包括结构化和非

结构化数据。这种多样化的数据类型要求档案管理

手段和技术的创新，以适应不同类型档案数据的管

理需求。

档案数据类型的多样化给档案管理带来了新的

挑战。在大数据背景下，档案管理需要拓展其管理

范围，覆盖到各种类型的数据。此外，多样化的数

据类型也对档案管理人员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们需要具备处理不同类型数据的能力，以满足大

数据时代档案管理的需求。

2.2档案管理模式的滞后性

当前，我国档案管理模式在大数据背景下表现

出一定的滞后性。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主要侧重于

档案的保管和检索，而在大数据时代，档案管理需

要向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然而，现

有的档案管理模式尚未完全适应这种变化，导致档

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难以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

档案管理模式的滞后性在大数据背景下愈发凸

显。随着档案数据量的快速增长和数据类型的多样

化，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

档案信息资源的需求。因此，必须对档案管理模式

进行创新，以提高档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实现档

案信息的共享和利用。

3.数据背景下档案管理创新的理论基础

数据背景下，档案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基

础。其中，信息资源管理理论认为，档案管理的核

心是有效地组织和利用信息资源，以满足社会需求。

在大数据背景下，档案管理需要从传统的纸质档案

管理转变为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管理，从而提

高档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档案管理创新的理论基础还包括数据挖掘和数

据分析理论。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帮助档案管理人员

从大量的档案数据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为决策提

供支持。而数据分析理论则可以用于评估档案管理

的成效，为档案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档案管理创新的理论基础还包括协同管

理和用户服务理论。协同管理理论强调档案管理各

个环节的协同作用，以提高档案管理的整体效率。

用户服务理论则关注档案管理对用户需求的满足程

度，以提高档案管理的质量和满意度。通过运用这

些理论，可以推动档案管理在大数据背景下的创新

和发展。

3.1档案管理基本原理

档案的形成与收集：档案管理的首要任务是确

保档案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这就要求档案管理人员

在档案形成的过程中，对相关文件和资料进行及时、

准确的收集，确保档案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档案的整理与鉴定：收集到的档案需要进行整

理和鉴定，以确定其价值和类别。档案管理人员需

根据档案的内容、形式和来源等进行整理，并对其

价值进行鉴定，以便于后续的管理和利用。

档案的存储与保护：整理好的档案需要进行妥

善的存储和保护，以确保其长期保存。档案管理人

员需选用合适的存储介质和环境，同时采取一定的

措施，防止档案的损坏和丢失。

档案的检索与利用：档案的最终目的是为用户

提供利用。档案管理人员需建立完善的检索系统，

便于用户快速、准确地找到所需档案。同时，还需

为用户提供便捷的档案利用服务，满足用户的需求。

档案的销毁与评估：当档案达到一定年限或不

再具有利用价值时，需进行销毁。档案管理人员需

制定合理的销毁方案，确保档案的安全、环保和合

规。此外，还需对档案的管理工作进行评估，以不

断提高档案管理的水平和质量。

档案管理的法规与政策：为保障档案管理的顺

利进行，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档案管理的法规和政策。

档案管理人员需遵循这些法规和政策，确保档案管

理工作的合规性和有效性。

3.2大数据相关理论

大数据理论认为，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呈现出四

个特点：大量、多样、快速和价值。这意味着档案

管理在大数据背景下需要应对的数据量更大，数据

类型更丰富，数据处理速度更快，且需要挖掘数据

中的有价值信息。因此，档案管理创新应注重提高

数据处理能力，挖掘档案数据的价值，以满足社会

对档案信息资源的需求。

大数据相关理论为档案管理创新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支撑。例如，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理论可以帮

助档案管理人员从大量的档案数据中发现有价值的

信息，提高档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此外，云计算、

物联网等新技术也为档案管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有助于实现档案管理的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

提高档案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4基于大数据的档案管理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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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档案管理创新策略，首先应注重

档案数据的数字化和电子化。在大数据背景下，档

案管理需要应对的数据量庞大，因此，将纸质档案

转化为数字化和电子化档案，可以有效提高档案管

理的效率，同时也有利于档案的长期保存和便捷利

用。

其次，基于大数据的档案管理创新策略需要强

化档案数据的检索和分析能力。通过数据挖掘和数

据分析技术，可以从大量的档案数据中提取有价值

的信息，为决策提供支持，同时也可以提高档案数

据的使用效率和价值。

最后，基于大数据的档案管理创新策略应推动

档案管理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利用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可以实现档案管理的智能化和自动化，

提高档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可以减少人工

干预，降低管理成本。

4.1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

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两种

重要方法。实证分析强调对现象进行量的分析和描

述，以揭示事物的规律和内在联系。案例研究则注

重对特定情境的深入探讨，通过分析具体事例来揭

示问题的本质和解决方案。这两种方法各有其优势，

实证分析可以提供严谨的理论和数据支持，而案例

研究则能深入了解实际情境，提出具有操作性的解

决方案。

在实际研究中，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往往相互

结合，相互补充。实证分析可以为案例研究提供理

论依据和数据支持，而案例研究则可以验证实证分

析的结论，并为实证分析提供丰富的实际素材。通

过这两种方法的相互结合，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决

研究问题，提高研究的质量和可信度。因此，实证

分析与案例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和作用。

4.2档案管理现状分析

从当前档案管理现状来看，尽管我国已经在档

案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和挑战。例如，一些档案管理体制和制度不完善，

导致档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受到影响。同时，档案

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也亟待提高，以满足档案管

理现代化的需求。

此外，档案管理的信息化程度也是影响档案管

理现状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近年来我国在档案信

息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许多地区

的档案信息化水平较低，无法满足社会对档案信息

资源的需求。因此，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提高档

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成为当前档案管理的一个重

要任务。

针对档案管理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我国

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以改进。例如，完善档案

管理体制和制度，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提高档案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等。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望提高我国档案管理

的水平和质量，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档案信息资源服

务。

5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档案管理创新

策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大数据时代

的到来使得档案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因此，档案管理创新势在必行。本文通过对大数据

背景下档案管理现状的分析，提出了档案管理创新

策略，包括档案数据数字化和电子化、强化档案数

据检索和分析能力、推动档案管理智能化和自动化

等方面。

在实际应用中，档案管理创新策略需要结合具

体情况进行调整和完善，以适应不同地区和行业的

实际需求。同时，档案管理创新还需要注重人才培

养和技术研发，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推动档案管理技术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档案

管理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为社

会各界提供高效、优质的档案信息资源服务。

总之，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档案管理创新策略

研究旨在为我国档案管理提供有益的理论和实践参

考。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对档

案管理创新的关注，推动我国档案管理水平的提高，

为档案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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