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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archives	
managemen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t	 is	conduciv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archives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lso can optimize the real experience of users to obtain archives servic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rchives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alyzes	the	specific	valu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archives	management,	combines	the	content	of	university	archives	
management for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optim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strateg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rchives	management	servi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ovide	more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archives	
management service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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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该技术在档案管理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有利于提高高校档
案管理的效率与质量，同时也可优化用户获取档案服务的真实体验。基于此，本文以人工智能在高校档案管理中的应用作
为研究的出发点，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具体价值，结合高校档案管理的内容展开科学合理的优化，提出对应
的管理策略。以期提高高校档案管理质量服务，为广大师生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档案管理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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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 AI 技术在现阶段

各个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

力量。对于高校档案管理工作活动来说，该项活动属于信

息管理和知识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阶段教育改革发

展的需要，对于高校档案管理工作活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

求，对此，必须全面地展开创新与优化。在传统背景下开展

档案管理工作活动，需要处理海量的档案数据，人工管理的

方式效率较低，存在较多的局限性 [1]。因此，引入 AI 技术，

提高高校档案管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属于现阶段档案管理

工作改革的必然趋势。对此，相关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必须

认真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的具体应用，结合高校档案管理服务

的特点展开合理的优化。

2 人工智能在高校档案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2.1 有利于提升档案管理效率
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需要人工分类、存档、检索和调

阅，工作量大且容易出错，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智能文本

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算法，实现自动分类、信息

提取和智能标注，减少人工干预，高校学籍档案管理中，利

用 AI 技术自动识别学生的个人信息、课程修读情况和成绩

记录，按照规则进行归档和存储，档案管理更加系统化，在

档案查询环节，智能检索系统能够基于语义分析，快速定位

档案，减少查询时间，提高准确度和工作效率 [2]。同时，AI

技术还可以基于大数据分析，预测档案管理工作，如提前预

警可能出现的存储空间不足、借阅高峰等问题，帮助管理者

优化档案管理，保证高校档案工作的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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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利于改善档案服务体验
传统的高校档案查询需要用户亲自到档案室去查找，

时间较长，并且受制于办公时间，受制于工作人员的时间。

但是，应用 AI 技术，可以实现档案查询的便捷化。比如高

校可以利用智能客服，为师生提供 24 小时在线档案查询，

只需要输入关键词或者使用语音助手，就可以快速找到想要

查询的档案信息，根据 AI 技术的个性化推荐，可以利用用

户的历史查询记录、用户偏好，自动推荐相关档案资料，提

高档案利用率，比如研究人员查阅某一类科研档案时，系统

可以自动推荐相关文献、相关数据资料，帮助用户更高效地

获取到想要的信息。另外，智能语音识别技术的应用，将档

案管理的交互方式进一步优化，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指令进行

查询、调阅、归档，提高档案管理的便捷性 [3]。

2.3 有利于完善档案管理方法
电子档案由于存储和管理上的原因，信息篡改、数据

丢失等问题突出，AI 结合区块链技术，能实现档案数据的

加密存储、溯源管理，确保档案的真实、不可篡改。如高校

学籍档案、教师职称评审材料等档案通过区块链存证，实现

档案数据完整性和安全性。AI 也可进行档案存储环境的智

能监测，例如，温湿度、光照等。如果纸质档案受到环境变

化影响，造成毁损，可提前预防。同时，AI 还能自动检测

档案格式、数据一致性、内容完整性等，实现档案管理的规

范化。例如，高校科研成果档案管理，AI 系统自动识别科

研成果档案中论文、专利文件是否符合归档要求，减少人工

审核的工作量，提高档案管理的精准性和科学性。

3 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档案管理服务中的具
体应用

3.1 档案数字化与自动化处理
高校档案管理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档案数字化转换，提

高保管和管理效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使这一过程更加高

效、精确，传统档案数字化工作需要依靠人工扫描、分类录

入等方式，工作量大，操作起来容易出错，这是我国目前档

案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人工智能结合光学字符识别技术，

能够自动识别纸质档案中的文字、图表，并将其转化为减少

人工操作的结构化数据，提高信息录入的精准度。例如，在

高校人事档案管理中， AI 技术可以快速识别并归类教职工

个人履历、职称评审材料、科研成果等，提高档案归档效率 [4]。

此外，AI 还可结合图像识别技术，对历史档案、老旧

文件进行智能修复和优化，确保档案在数字化转换过程中不

丢失关键信息。自动化处理还体现在档案更新和存储管理

上，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自动检测重复或过时的档案信息，提

醒管理人员进行更新或归档处理，保证了档案资料的实时、

准确，是人工智能系统的重要技术。

3.2 档案检索与智能推荐
智能检索技术的应用，使得高校师生在检索档案时，

可以更高效、更精准地进行检索，主要依靠人工索引的传统

查询方式，以及受关键词匹配限制而缓慢的查询速度，使得

检索结果的准确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而人工智能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深度学习算法，

可实现智能语义检索，用户可以用更自然的方式输入查询内

容，系统会自动匹配相关档案，基于语义分析，提高查询的

精准度。比如教师在查找某科研课题相关文献时，只需描述

大致内容，就可以实现系统匹配推荐相关档案，而无需输入

精确的文件名。

此外，人工智能的推荐算法能够基于用户的查询记录，

智能推送相关档案信息，例如研究生在查阅学术论文或实验

数据时，系统可以根据其查询习惯自动推荐相关研究资料，

提高档案利用率。这种智能检索和推荐功能，不仅为用户

节省了查找档案的时间，而且可以更加充分地开发利用档案

信息。

3.3 用户交互与服务体验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高校档案管理服务更加智能

和人性化，优化了用户体验，在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下，用

户通常需要到档案室进行人工查询，或者通过电话、邮件等

方式咨询管理者，效率不高，传统的高校档案管理服务的智

能化和人性化程度较低。而 AI 智能客服系统的推出，让用

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在线平台查询档案信息，如高校可以搭

建 AI 智能问答系统，用户通过自然语言输入查询需求，系

统会自动了解问题，并提供相应的档案信息，通过在线平台

可以实现随时随地查询档案信息的功能。此外，语音识别技

术的应用，使语音查询成为可能，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指令获

取所需档案，提高查询的便捷性 [5]。

AI 还可以结合人脸识别技术实现身份验证，提高档案

借阅和管理的安全性，例如学生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进行身份

验证，减少人工审核环节，提高档案借阅的便捷性和安全性，

从而申请查看个人学籍档案时，学生可以通过人脸识别系统

进行身份验证。此外， AI 技术还可以优化移动端档案管理

服务，让用户可以随时通过手机、平板等设备查阅档案，提

高档案管理的可及性和智能化水平。

3.4 档案知识图谱构建
档案管理不仅要做好档案的存储和查阅工作，更要通

过对档案数据的深度挖掘、关联分析，形成档案知识体系，

从而提高档案价值。借助人工智能与知识图谱技术，将高校

档案进行系统化整理，搭建档案知识网络，使档案信息之间

的关联更加明确，如：高校科研档案管理中，利用知识图谱

技术，将某一研究课题相关的论文、实验数据、研究成果、

专利信息等进行关联，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方便研究人员

快速获取信息，提高科研工作效率。

此外，在学籍管理中，知识图谱能够建立学生学业轨迹，

将学生成绩、论文、实习等关联起来，帮助高校进行学业分

析与管理，档案知识图谱的建立还可以为高校的管理决策提

供数据支持，如分析历年毕业生就业去向、学科发展趋势等，

为人才培养方案的优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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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工智能在高校档案管理中的应用保障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档案管理中可发挥着关键的

作用，但数据隐私与安全性问题面临着较多的挑战，若出现

信息泄露或篡改情况，则会严重侵犯隐私，损害学校声誉；

再加上人工智能技术需要做好对应的维护，保障技术的可靠

性等多方面的内容，仍然需要展开科学合理的创新与优化。

4.1 强化数据隐私安全保护
数据安全问题始终是高校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

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档案管理工作更加智能化，

但是，也同时带来了数据存储安全、访问权限控制、网络安

全等挑战。

首先，高校应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体系，确保数据

从存储、传输、访问、备份和恢复等环节加强隐私保护。首

先，高校可采用多级加密存储技术，对档案数据进行加密存

储，防止档案数据被非法访问和篡改。如，基于区块链技术

的存证机制可实现档案数据的不可篡改性，提高档案数据的

可信度。

其次，完善访问权限管理。高校可以根据师生、管理

人员等不同的角色设定严格的权限分级，只允许授权人员访

问档案数据。高校还可以引入零信任安全架构，结合人工智

能实时监测和检测访问行为，一旦发现异常访问，可及时预

警，防止数据泄露。

4.2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创新
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不能一蹴而就，要不断投入研发

和创新才能保证档案管理系统的稳定运行和不断优化。高校

应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管理领域的研发投入，与高校

的信息技术研究团队、企业、科研机构等合作探索适合高校

档案管理的智能化技术解决方案，如针对高校档案的特点

研发更精确的智能检索系统，提高信息查询效率；或利用

NLP 技术自动分类、标注档案信息提高归档效率。

其次，基于人工智能的档案分析与决策辅助系统的开

发，对高校档案分析利用和高校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高校应该建立人工智能系统维护与升级的长效机制，定期

优化算法，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与响应速度，确保档案管

理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

构建档案利用情况分析系统，实时跟踪档案的使用频率与趋

势，为高校档案管理的优化提供数据支持。

4.3 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档案管理的

智能化水平，但人是档案管理系统中的关键要素，高校档案

管理人员需要有档案管理知识，也应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素

养，才能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档案管理。因此，高

校应加强档案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档案管理人员对人工智

能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可对管理人员进行专项培训，讲

解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原理、操作流程以及安

全风险，使管理人员能熟练使用智能档案管理系统。

其次，高校可以建立跨学科的合作机制，鼓励档案管

理人员与信息学专家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合作，共同研究档

案管理智能化的管理模式，提高档案管理团队整体的技术水

平；高校应推进档案管理团队的专业化建设，建立人才激励

机制，促使档案管理人员积极学习新的技术，适应信息化时

代的档案管理需要。此外，部分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在工作实

践的过程中，积极性相对较低，应当全面展开创新，优化管

理工作活动，对现有的档案工作人员做好新型的培训干预指

导活动，确保每一位档案管理工作者，能够严格按照管理制

度的要求，积极发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全面保障

高校档案管理工作活动的顺利实施。

5 结语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档案管理中发挥着关

键的价值，对提高档案管理效率，优化档案服务质量有着关

键的意义。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需重视档案数字化与自

动化处理，强化档案检索与智能化，优化用户的服务体验。

为保障人工智能技术的顺利使用，需要强化数据隐私安全保

护工作，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创新，最后，提高档案管理工作

人员的综合素质，从多个不同的方面，持续优化人工智能技

术的应用，确保高校档案管理活动朝着安全化智能化的方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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