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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service of university archives guided by user needs is an urgent research topic. In the digital age, user need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verse and personalized. How to meet these needs and provide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services is a challenge faced 
by university archives. Due to the many problems discovered by our university’s archive personnel in their work, this study explores 
in detail the demand of university users for digital archive services. It was found that users mainly focus on search speed, resource 
richness, and borrowing convenience. In response to these needs,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digital archive service model, 
including key technologies such as metadata standardization, cloud storage, and multi platform access, in order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lso proposes several suggestions on how to innovate and improve services, aiming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ervic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in university archives.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digital services in university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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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高校档案数字化服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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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高校档案数字化服务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数字时代，用户需求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如何满足这
些需求，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是高校档案室面临的挑战。由于我校档案人员在工作中发现了诸多问题，本研究详细探
究了高校用户对档案数字化服务的需求。结果发现，用户主要关注的是检索速度、资源丰富度以及借阅便利性等方面。针
对这些需求，论文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档案数字化服务模型，包括元数据标准化、云存储、多平台接入等关键技术，以期更
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此外，本研究还就如何进行服务创新和改进提出了若干建议，旨在推动高校档案室的服务质量及满
意度的提升。本研究对于高校档案室数字化服务的优化改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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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数字信息飞速发展的年代，这种发展

不仅改变了我们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方式，也对高等教育领域

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信息服务的重要环节，高校档案室

的服务方式和服务质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这个背景

下，以用户需求为本的高校档案数字化服务逐渐成为一个新

的研究课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档案的数字化不仅只是

文献资讯的电子化、信息化，更是以满足用户多元化、个性

化的需求为目标，提供高效、便捷的档案信息服务。回应这

个挑战，本研究详细探究了高校用户对档案数字化服务的需

求，并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档案数字化服务模型，以期更好地

满足用户的需求。我们认为本研究对于推动高校档案室服务

质量的提升，满足社会对于档案信息服务的需求，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高校档案数字化服务的现状和挑战

2.1 高校档案数字化服务的现状描述
高校档案数字化服务已经成为档案管理领域的重要发

展方向 [1]。当前，许多高校正加紧推进档案管理的数字化改

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档案数字化服务通过计算机技术、

图像处理和信息存储等多种技术手段，实现了档案资料的数

字化存储、管理和利用。高校档案室逐步实现了档案资料的

数字化扫描、条目录入和在线检索等基本功能，以期提高档

案管理和利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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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档案数字化服务的现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

面：高校普遍重视档案数字化建设，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许

多高校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档案管理系统，通过档案管理

软件平台，实现了数字化档案的在线存储、管理和利用。在

档案数字化的技术应用方面，高校档案室广泛采用先进的信

息技术，如 OCR 字符识别技术、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云

存储技术等，以提高档案数字化的精度和效率。

在服务功能方面，高校档案数字化服务也呈现出多样

化的发展态势 [2]。数字化服务不仅提供了在线检索和阅览功

能，还包括档案在线借阅、下载、资源共享等多项便捷服务。

部分高校档案室还开通了移动端应用，使用户能够随时随地

访问档案资源，显著提升了档案服务的便利性和用户体验。

尽管高校档案数字化服务在快速发展，但仍面临一些

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档案数字化程度不均衡，不同高校之间

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存在差异。一些高校档案数字化基础

较为薄弱，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数字化档案系统。档案数字化

过程中面临技术难度较大、成本高昂等问题，特别是历史档

案的数字化处理，需要克服纸张老化、字迹模糊等技术难点。

档案数字化建设还需要注重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确保数字

档案在存储、传输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综合来看，高校档案数字化服务已取得一定成效，但

在全面深入推进过程中仍需不断创新和改进。当前的现状显

示，在技术应用、服务功能和政策支持方面的不断努力，将

有助于高校档案数字化服务迈向更高水平。未来，高校档案

室应继续加大投入，加强技术研究和应用，提升档案数字化

服务质量，为广大师生和校外人员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档

案服务。

2.2 用户需求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
数字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信息的存储与传播方式，

也深刻影响了用户对高校档案服务的需求。用户需求日趋

多元化和个性化，成为高校档案数字化服务发展的重要方向

之一。

多元化需求体现在用户对信息获取方式、内容类型、

检索方式等方面的多样性要求。现代用户不仅限于传统文本

资料的利用，更希望能通过档案服务获取多种形式的信息资

源，如图片、音视频及多媒体展示等。这种多样化的需求增

加了档案服务的复杂性，对档案室提供专业、综合的数字化

服务提出了新的挑战。

个性化需求则表现为用户在档案服务中对个性化、定制

化服务的强烈期待。用户希望档案室能够依据个人需求，提供

专属的检索界面及个性化推荐服务。例如，学生和教师可能关

心的研究资料各有不同，系统应能够根据用户的身份和需求，

进行区分和个性化推荐。用户还希望档案资源可以根据个人使

用习惯进行排列和优化，以提升使用体验和满意度 [3]。

用户需求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趋势不仅意味着服务内容

的丰富和多样，也意味着服务方式和技术手段的创新需求。

必须通过不断改进技术手段，例如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

析等，为用户提供更加精细化、智能化的服务。还需注重用

户反馈，通过持续的需求调研和分析，了解用户需求的变化

趋势，以减少服务供需的不匹配。

综合来看，用户需求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趋势是高校档

案数字化服务面临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如何更好地理解并

满足这一需求，将直接关系到学校档案管理和服务质量的

提升。

2.3 高校档案室面临的服务挑战
随着信息技术的疾驰发展，高校档案室在数字化服务

道路上遭遇了多重挑战。首先，技术的飞速进步对档案室的

软硬件设施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然而，许多高校在资金

和人力资源的配置上捉襟见肘，这无疑给技术升级带来了巨

大压力。

档案数字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转化过程，更涉及到

了大量历史数据的存储和保护。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确保数

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特别是在网络安全威胁日益加剧的背

景下，成为了档案室面临的一大难题。

与此同时，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特点日益凸显，

他们希望档案室能够提供更加灵活、精准的服务。但遗憾的

是，当前的服务模式和技术手段尚显滞后，难以满足用户的

期待。此外，档案元数据标准的不统一、检索系统的不智能、

用户体验的不佳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面对这些挑战，高校档案室必须积极应对。首先，要

有效整合资源，无论是资金、技术还是人力资源，都要进行

科学合理的配置，确保数字化工作的顺利进行。其次，要不

断提升技术能力和服务水平，引入先进的技术手段，优化服

务流程，提升用户体验。

总之，高校档案室在推进数字化服务的过程中，虽然

面临诸多挑战，但只要能够积极应对，有效整合资源，提升

技术能力和服务水平，就一定能够实现档案数字化服务的高

效、便捷，满足日益多样化的用户需求。

3 用户需求研究

3.1 用户对档案数字化服务的需求调查
在探讨高校档案数字化服务中用户需求的重要性时，

详尽而准确的数据收集显得尤为关键。为了深入了解这一

点，我校档案人员针对数字化系统，对高校用户群体在档案

数字化服务方面的具体需求进行了系统性调查与分析。

通过分析数字化系统，发现高校用户对档案数字化服

务的核心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希望提高检索

速度和准确性，减少搜索耗时；二是期望扩大档案资源的丰

富度，包括引入更多的历史档案、研究报告和多媒体资源等；

三是借阅操作的便利性，用户希望能够在不同设备上无缝衔

接，并且具有快捷的下载和在线阅读功能；四是用户界面的

友好性和操作的简易性，特别是对于非技术专业用户尤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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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五是档案数据的安全性，确保用户的隐私和数据的完

整性。

通过此次用户需求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下一

步制定档案数字化服务模型和提出服务优化改进建议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调查结果不仅帮助了解了当前用户对高

校档案数字化服务的期望，也为未来高校档案室的数字化发

展提供了宝贵参考。

3.2 用户需求的数据分析
在深入探讨高校档案数字化服务的过程中，对用户需

求的数据分析显得尤为重要。这种分析不仅揭示了用户在使

用过程中的关注点与偏好，而且为档案室提供了改进服务的

明确方向。

我们关注到检索速度这一关键指标。通过数据分析，

我们发现用户对于检索速度有着极高的期待。快速、准确的

检索能够帮助用户迅速定位到所需资源，极大地提升了用户

体验。

资源丰富度同样是用户高度关注的一个方面。调研数

据显示，超过一半的用户对现有档案资源的数量及种类表示

不满。他们希望档案室能够进一步拓宽资源收集范围，特别

是在历史文献、教学资源、学术论文等特定领域加大数字化

资源的积累力度。这反映了用户对多样化、专业化档案资源

的迫切需求。

在借阅便利性方面，用户的需求同样不容忽视。随着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用户对于多平台接入、多终端使用的需

求日益强烈。调查数据表明，大部分用户希望能够通过手机、

平板等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访问档案资源。此外，用户还希望

简化借阅流程、提升访问权限管理水平，以便更加便捷地获

取所需档案信息。

通过深入的数据分析，我们不仅能够明确用户在档案

数字化服务中的主要需求与痛点，还能为档案室提供有针对

性的改进建议。例如，优化检索算法以提高检索速度，拓宽

资源收集渠道以丰富资源种类，开发移动应用以实现多平台

接入等。这些改进措施不仅能够提高用户满意度，还能在一

定程度上提升高校档案室的服务质量与效率。

3.3 需求动态变化及其对档案服务的影响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用户需求的持续演变，高校档

案室的数字化服务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用户不再满

足于基本的检索速度和资源量，而是追求服务的个性化和智

能化。

这种需求的动态变化，要求档案室必须灵活调整服务

策略，紧跟用户期望的步伐。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

引入，为用户提供了个性化推荐和智能检索等创新服务，使

档案查询更加便捷、高效。

同时，数字化系统与OA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对接，

成为了档案室工作的关键一环。通过实现两大系统的无缝连

接，档案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得到了显著提升，极大地满足

了高校各部门在档案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这些变革不仅提升了用户对档案服务的满意度，也推

动了高校档案室在管理和服务模式上的创新。档案室正逐步

从传统的档案管理角色转变为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提供

者，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高效、便捷的档案服务。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高校档案室的

数字化服务还将继续迈向新的高度。

4 结语

本研究以用户需求为出发点，系统探索了高校档案数

字化服务的需求，并针对检索速度、资源丰富度、借阅便利

性等关键方面提出了全新的档案数字化服务模型。一方面，

尝试着使用元数据标准化、云存储、多平台接入等新型技术，

为用户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另一方面，对服务的持

续创新和改进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建议，旨在推动高校

档案室服务质量及满意度的全面提升，帮助高校档案室更好

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但是，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例如，服务模型可能存在需要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多平台接

入可能需要进一步适应不同平台的操作习惯等。因此，未来

的研究可以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实现档案数字化

服务的连续性优化和提高。最后，希冀本研究能为同行和有

关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推动高校档案数字化服务理

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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