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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transformation, the traditional investment mode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is faced with challenges such as lack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low decision-making efficiency and 
intensified homogenization competition. As a basic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means, archives management has become 
a	key	breakthrough	to	improve	investment	efficiency	through	data	integration	and	intellig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re value of archives management in attracting investment, reveals the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and puts forward a multi-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strategy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telligent upgrading of archive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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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管理在招商引资工作中的重要性与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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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数字经济转型背景下，传统招商引资模式面临信息透明度不足、决策效率低及同质化竞争加剧等挑
战。档案管理作为基础性信息资源管理手段，通过数据整合与智能分析，成为提升招商效能的关键突破口。本文系统剖析
档案管理在招商引资中的核心价值，揭示当前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并提出多维优化策略体系，以期为档案管理的数字化转
型与智慧化升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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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招商引

资已成为地方政府推动产业升级、增强经济活力的核心战

略。然而，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招商模式面临

严峻挑战：一方面，投资者对信息透明度、决策效率的要求

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区域间同质化竞争导致政策红利逐渐

弱化。在此背景下，档案管理作为基础性信息资源管理手段，

正成为提升招商引资竞争力的关键突破口。

数字化转型浪潮则又进一步凸显了档案管理的战略价

值。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重构了信息存储与利

用方式，传统的纸质档案管理模式已难以满足海量数据整

合、实时共享和智能分析的需求。《“十四五”全国档案事

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然而，当前地方政府在招商档案管理中

普遍存在分类标准混乱、数据孤岛林立、历史经验复用率 

低 [1] 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招商效能。如何通过档案管理创

新实现从“政策招商”向“数据招商”“智慧招商”转型，

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2 档案管理在招商引资中的核心价值

2.1 基础支撑作用
档案管理在招商引资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支撑作

用，其通过系统化、规范化的信息资源体系为招商引资的全

流程提供关键支持。档案管理通过建立企业、项目及投资者

的全生命周期档案，完整保存企业资质、合作历史、信用记

录等信息，为评估投资方实力、规避合作风险、优化项目匹

配提供数据支撑。此外，档案管理推动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

通过制定相关制度，保障招商流程的合规性与透明度，同时

数字化档案的普及极大提升了信息共享与利用效率，为政策

制定、项目推介、政企对接等环节提供智能化支持，助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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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营商环境。档案管理还通过对历史案例的分析与总结，提

炼成功经验与教训，为招商引资策略的动态调整和可持续发

展提供长效参考，从而在全局层面保障招商引资工作的高效

性、安全性和长远效益。

2.2 风险防控功能
档案管理在招商引资中发挥着关键的风险防控作用，

其通过系统化、规范化的信息管理机制有效规避合作风险、

保障项目合规性并提升决策安全性。档案管理通过建立投资

者全生命周期档案，完整记录企业资质、信用记录、历史合

作案例等信息，为风险评估提供客观依据。此外，档案管理

通过制度化规范约束招商流程，避免因信息遗漏或管理混乱

导致的法律纠纷，同时数字化档案的普及强化了对合同条

款、政策依据的追溯能力，降低履约风险。

2.3 决策支持作用
档案管理在招商引资中发挥着重要的决策支持作用，

其通过系统化、规范化的信息整合与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可

靠依据。档案管理可通过建立企业、项目及政策的全生命周

期档案，完整保存投资方资质、历史合作案例、政策法规、

土地审批等关键信息，为决策者提供真实、全面的数据基础。

档案管理还能通过对历史项目的分析与总结，提炼成功经验

与失败教训，为新项目选址、产业定位、风险评估等提供科

学参考。

3 问题与成因分析

3.1 突出问题

3.1.1 档案分类标准不统一
政府招商部门档案分类标准的不统一性，导致档案管

理的规范性与系统性受到显著制约。当前，不同地区或部门

在档案分类依据、层级划分及命名规则上缺乏统一的国家标

准或行业规范，部分单位沿用传统粗放式分类，如按时间或

项目类型简单归类，而另一些则尝试结合招商引资业务特性

设计细化标准，如按项目阶段、合作领域、投资主体等多维

度分类。这种差异性直接导致档案的跨区域调阅、数据整合

与分析应用困难，增加了档案检索与利用的复杂性。

3.1.2 数字化程度区域差异显著
政府招商部门档案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呈现明显的区域

发展不平衡特征。经济发达地区依托政策支持与技术优势，

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实现从协议签订到

项目落地的全流程数字化记录，并通过 OCR 识别、区块链

存证等技术提升档案的可追溯性与安全性。然而，部分中西

部或基层地区因财政投入不足、技术人才匮乏，仍依赖纸质

档案的物理存储与人工管理，电子化归档覆盖率低，影像资

料的系统化整理与云端备份更是难以落实。这种差异不仅加

剧了档案管理的效率鸿沟，还可能因数字化程度不足导致数

据丢失风险，进一步影响区域间招商政策协同与资源共享 

能力 [2]。

3.1.3 信息孤岛现象普遍存在
信息孤岛问题在政府招商档案管理中尤为突出，主要

表现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招

商部门与发改、统计、税务等部门的档案系统缺乏统一接口，

导致项目基础数据、企业信用信息、政策执行记录等关键档

案资源分散存储，难以形成协同分析能力。此外，部分单位

虽建立了内部档案数据库，但因安全顾虑或技术壁垒，对外

共享意愿不足，导致档案信息的“碎片化”与“封闭性”并存，

严重制约了招商引资数据的全局性应用与决策支持效能。

3.2 成因剖析

3.2.1 管理制度滞后
政府招商部门档案管理的制度滞后性主要源于政策更

新与业务需求之间的脱节。当前，多数部门仍沿用传统档案

管理规范，未能及时将数字化转型、大数据分析等现代管理

理念纳入制度框架。例如，档案归档标准仍以纸质材料为核

心，缺乏对电子文件、多媒体资料的系统性规范，导致新型

档案类型，如项目推进过程中的视频会议记录、数字化签约

凭证等的管理存在法律与操作层面的空白。此外，跨部门协

同机制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制度缺陷，招商部门与档案主管

部门在电子归档权限、数据共享规则等方面的政策衔接不

足，使得档案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难以落地。

3.2.2 专业人才短缺
专业人才短缺是制约政府招商部门档案管理效能提升

的核心瓶颈。一方面，现有档案管理人员普遍缺乏兼具档案

学理论与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多数人员仅接

受过传统档案管理培训，对 OCR 识别、区块链存证、大数

据分析等技术工具的运用能力不足，难以应对电子档案的全

生命周期管理需求 [3]。另一方面，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存

在结构性缺陷，部分地方政府未将档案管理岗位纳入专业人

才招聘计划，导致岗位吸引力弱、流动性高。同时，针对数

字化技能的常态化培训体系尚未建立，现有人员的知识更新

滞后于技术发展速度。

3.2.3 技术投入不足
技术投入不足直接制约了政府招商部门档案管理的现

代化进程。尽管国家层面已提出“数字政府”建设目标，但

地方政府在档案管理领域的技术资源配置仍显薄弱。具体表

现为：一是财政预算分配中，档案信息化建设常被归类为“辅

助性”投入，资金优先级低于招商引资等直接经济活动，导

致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数据安全防护设施等硬件升级缓慢；

二是技术应用深度不足，部分单位虽部署了基础管理系统，

但缺乏对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探索，档案数据的

智能检索、关联分析等功能难以实现；三是区域间技术资源

分配不均，中西部地区因财力限制，难以引进成熟的技术解

决方案，而发达地区虽技术基础较好，但尚未形成可复制的

推广模式，加剧了数字化水平的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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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优化策略体系

4.1 制度创新路径
4.1.1 建立招商引资档案管理规范

建立招商引资档案管理规范是解决分类标准不统一、

制度滞后的关键基础性工作。通过制定全国或区域统一的档

案分类标准与归档细则，明确招商引资项目从洽谈到落地的

全生命周期档案内容与形式，例如将协议文本、会议记录、

审批文件等分类细化至项目阶段、投资类型、合作领域等维

度，并配套电子化归档操作指南。同时，规范需与现行《档

案法》及数字化转型政策衔接，明确电子档案的法律效力与

技术要求，如元数据标注、版本控制等。此举可消除区域与

部门间的管理差异，为档案的跨区域调阅、数据分析提供标

准化基础。

4.1.2 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
跨部门协同机制的完善是破解信息孤岛问题的核心路

径。需通过制度设计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建立招商、发

改、税务、统计等部门的档案共享平台，制定数据接口标准

与安全共享协议，明确档案调用权限与流程。同时，可引入

“档案服务专班”模式，由专人负责跨部门档案需求对接，

并依托政务云平台实现项目档案的实时同步与动态更新。

4.2 技术赋能方案
4.2.1 区块链技术在档案存证中的应用

区块链技术可为招商档案的存证安全与可信度提供技

术支撑。通过将关键档案，如投资协议、审批文件等的哈希

值上链存储，利用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与可追溯特性，确

保档案数据的原始性与完整性。区块链与电子签章系统的结

合可实现档案生成、存储、调阅的全流程可追溯，显著提升

档案管理的公信力与安全性。

4.2.2 大数据驱动的智能检索系统
构建大数据驱动的智能检索系统可突破传统档案利用

效率低下的瓶颈。通过整合自然语言处理（NLP）、机器学

习等技术，对招商档案中的文本、影像、图表等非结构化数

据进行语义分析与标签化处理，建立多维度检索索引。例如，

系统可自动识别协议中的投资金额、合作条款等关键信息，

并关联历史项目数据生成可视化分析报告，辅助决策者快速

定位高价值档案或发现招商趋势。

4.3 服务模式创新
4.3.1 全流程动态档案服务机制

全流程动态档案服务机制旨在实现档案管理从“静态

保管”向“主动服务”的转型。需建立档案信息的实时更新

与动态反馈机制，可通过 API 接口自动抓取项目进度、资

金拨付等数据并更新档案记录，确保档案与实际业务同步。

同时，可开发档案预警功能，对逾期未履约项目、风险节点

等进行智能提示，并联动相关部门介入处理 [4]。

4.3.2 可视化招商信息平台建设
可视化招商信息平台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将档案资源

转化为直观的决策工具。平台需整合招商档案中的关键数

据，包括项目分布、投资热度、政策成效等，利用地理信息

系统（GIS）、动态图表与热力图等技术，形成区域招商态

势全景图。此外，平台可提供交互式查询功能，支持用户按

投资规模、合作领域等条件筛选档案，提升档案利用的便捷

性与精准性。

4.4 保障体系建设

4.4.1 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
后续档案管理信息化共享平台的建设需要更多高素质

专业人才，因此档案管理需要集中强调人才培养机制的建

设，建立学习制度、人才引进机制，考核激励机制，实现招

商引资项目的档案实现完全管理和信息资源共享复合型人

才保障 [1]。复合型人才培养需构建“档案管理 + 信息技术

＋招商引资实务”的多维度能力体系。具体措施包括：一是

与高校合作开设定向培养项目，设置档案数字化管理、大数

据分析等课程模块；二是建立“岗前培训 + 在职轮训”机制，

通过案例教学、技术实操提升现有人员的电子档案管理、数

据分析能力；三是引入外部专家开展区块链、AI 技术应用

的专项培训 [5]。

4.4.2 信息安全防护体系构建
信息安全防护体系需从技术、制度、人员三方面构建

多层次防御机制。技术层面，采用加密存储、访问控制、数

据脱敏等技术保障档案数据安全，例如对敏感协议采用国密

算法加密，并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防篡改；制度层面，

制定分级授权管理制度，明确档案访问权限与操作日志记录

要求；人员层面，定期开展信息安全意识培训，建立违规操

作追责机制。

5 结论

档案管理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具有基础性、支撑性和战

略性作用，本研究提出的策略体系为破解当前招商档案管理

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技术赋能与制

度创新的协同效应，探索人工智能在档案智能分析中的应用

场景，以及区域间档案管理经验的复制推广机制。同时，需

强化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将档案管理纳入招商引资绩效考

核体系，推动其从“辅助性工作”向“核心竞争力”转型。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深化与技术迭代，招商档案管理必将从

传统管理模式向智慧化、服务型模式跃迁，为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更强大的数据支撑与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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