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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chival management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models to intelligent system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value dimensions, design principle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intelligent archival management. 
After being empowered by smart technologies, the efficiency of retrieval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management costs have 
noticeably decreased, and the value of archival resources has been fully unleashed. Based on three major principles—systematic 
top-level design, data security and compliance, and user demand orientation—a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path is constructed, 
featuring full-process technology empowerment, data asset management, and optimized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operations. 
This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archiv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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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管理创新：从传统到智能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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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档案管理正历经从传统模式向智能化体系的深刻转型。本文系统探析智能化档案管理的价值维度、设计原则与实施策略。
智能技术赋能档案工作后，检索效能显著提升，管理成本明显降低，档案资源价值得到充分释放。基于系统性顶层设计、
数据安全与合规、用户需求导向三大原则，构建全流程技术赋能、数据资产化管理、人机协同作业优化的实施路径，为档
案管理现代化转型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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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代档案管理面临数字革命深层次挑战与机遇。传统

档案管理模式局限于物理空间约束，运行效率低下，服务能

力有限。智能化技术革新为档案工作带来突破性变革可能。

档案管理智能化转型涵盖技术架构重塑、业务流程再造、服

务模式创新三大维度。本文立足档案学理论基础，融合信息

科学前沿成果，剖析档案管理智能化内在规律，探寻价值实

现路径。智能化不仅改变档案存储与检索方式，更深刻重构

档案资源利用体系，使档案价值从静态保存转向动态服务，

为知识管理与决策支持提供坚实基础。

2 档案管理智能化的重要性

2.1 效率倍增与成本优化
档案管理智能化在效率与成本维度呈现出显著价值，

体现为资源配置最优化与组织运营效能提升。智能技术赋

能档案管理系统后，检索行为由线性转为立体化，档案定

位精准度获得质的飞跃，管理人员从繁琐事务中解放，转

向高价值工作。智能检索模型实现对海量档案的快速定位，

数字化分类系统将文件自动归档入库，管理流程重构带来决

策链条缩短与响应速度提升。成本结构亦随之优化，表现为

物理存储空间需求大幅缩减，人力资源配置合理化，以及维

护费用结构性下降。档案单元数字化转型消除了传统纸质文

件易损、易丢失问题，档案保存完整性与安全性得到根本保

障。长周期视角下，智能管理系统持续运行成本远低于传统

模式，档案资源价值挖掘深度增加，信息资产利用率提升。

从管理哲学角度分析，智能化档案管理代表组织治理模式升

级，实现信息流高效循环与知识资产价值最大化，符合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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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念中对精益求精的追求。智能档案管理系统作为组织

知识基础设施，为机构创新能力构建稳固后盾，赋予档案工

作新的战略意义。

2.2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档案管理智能化在安全生产领域构筑了坚固屏障。现

代档案体系将安全相关的制度规范、操作要领、危险源信息

与事故记录等核心要素整合于统一平台，利用算法挖掘风险

关联性，形成预警闭环机制。电子档案库中沉淀的历史案例

成为企业避险的宝贵财富，帮助管理层规避已知风险陷阱。

智能档案与生产系统实时交互，确保安全知识在关键环节精

准触达，使防范意识融入日常作业流程。这种档案智能体系

为企业构建集体安全记忆，促使安全管理从被动处理迈向主

动预测，形成安全生产长效保障与企业核心竞争力。

3 档案管理智能化的原则

3.1 系统性顶层设计原则
系统性顶层设计原则强调档案管理智能化应立足全局

视野，深入把握档案工作的内在规律与发展趋势。此原则要

求摒弃碎片化、孤立式的技术应用模式，代之以整体性思维

构建档案管理智能化的总体架构。设计之初便需明晰智能化

目标体系，厘清核心业务流程，勾勒技术框架蓝图，描绘标

准规范体系，制定资源配置方案，绘就实施路径图谱。顶层

设计应充分考量档案形成、收集、整理、保存、利用等全生

命周期各环节的系统性关联，确保业务流程衔接顺畅，数据

元素标准统一，功能模块协调一致。档案管理智能化不能

局限于某一部门或某项功能的局部优化，而应关注跨部门、

跨系统、跨平台的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实现档案资源的纵

向贯通与横向联通。高质量的顶层设计应具备前瞻性与适应

性，能够预见技术发展趋势与档案管理需求变化，为档案管

理智能化建设预留拓展空间，使智能化系统在长期演进中保

持活力与韧性，持续提升档案管理的智能化水平 [1]。

3.2 数据安全与合规优先原则
数据安全与合规优先原则奠定了档案管理智能化的基

础。档案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信息安全风险日益凸显，安全

防护已成档案工作的重中之重。智能档案系统必须将合规要

求视为设计之本，依法依规构建功能模块与运行流程。系统

安全框架应包括物理隔离、身份认证、权限管控、加密传输、

日志审计等关键环节，筑起信息保护的坚固壁垒。风险评估

是安全管理的常态化机制，档案部门需定期排查漏洞，消除

隐患。数据治理离不开科学的分类标准，敏感信息须得到强

化保护。档案数据从产生到销毁的全过程均应接受合规监

督，确保档案信息安全流转。安全与智能化看似此消彼长，

却能相互成就——坚实的安全基础让智能化发展行稳致远，

而智能技术反过来增强了安全防护能力。高质量的档案管理

智能化应当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追求管理效能的持续

提升，实现档案资源价值与安全保障的最佳平衡。

3.3 用户需求导向的服务赋能原则
用户需求导向的服务赋能原则立足于档案资源利用价

值的最大化，强调档案管理智能化应当以用户实际需求为核

心指引。档案管理的根本宗旨在于服务，智能化建设若脱离

用户需求，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此原则要求档案管

理部门深入洞察用户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特征，精准把握知识

获取习惯与信息利用偏好，构建档案信息资源的智能匹配机

制。档案管理智能化应当打破传统被动服务模式，转向主动

感知、精准预测、个性化推送的服务新范式。档案资源与用

户需求的精准对接，需要建立完善的用户画像系统，运用智

能算法识别潜在需求，形成闭环反馈机制。智能化技术在档

案管理中的应用，本质上是对档案利用方式的重塑与赋能，

使档案资源真正转化为用户可感知、易获取、能转化的知识

资产。赋能原则下的档案管理，超越了传统保管与提供的基

础功能，转向知识服务与价值创造，实现档案资源价值释放

的良性循环。当档案管理真正以用户为中心，才能在数字化

转型的浪潮中彰显独特价值，为社会治理与文化传承提供坚

实支撑 [2]。

4 档案管理智能化的策略

4.1 全流程技术赋能策略
全流程技术赋能策略立足于档案管理工作的内在规律，

将信息技术与档案学理论深度融合，实现档案工作各环节的

智能化提升。档案形成环节引入源头数字化采集技术，使

文件在生成之初即获得规范元数据标识，为后续管理奠定基

础；整理阶段运用智能分类算法，依据档案内容特征自动归

类，大幅提高分类精准度；鉴定环节融入语义分析与价值评

估模型，辅助专业人员判断档案保存价值；编目过程中智能

提取关键词与主题，构建多维度描述体系；数字化存储阶段

采用分布式架构与区块链技术，确保档案内容不可篡改且永

久保存；利用环节则搭建知识图谱，挖掘档案间隐含关联，

促进档案资源深度开发利用；安全防护层面构建多层级访问

控制与行为监测系统，守护档案信息安全。各环节技术手段

相互衔接，形成闭环管理机制，消除传统档案管理中的信息

孤岛现象。档案管理智能化转型关键在于技术与业务的有机

结合，技术应用始终围绕档案管理核心价值展开，避免为技

术而技术的形式主义倾向。先进技术赋能为传统档案管理注

入新活力，使档案工作从单一保管功能向知识服务转变，彰

显档案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战略价值。

4.2 数据资产化管理策略
数据资产化管理策略实质上是对档案信息价值的重新

定位与深度挖掘。档案数据在经历数字化转型后，其价值体

现不再局限于保存与查阅，而演变为机构运行的核心资产

与决策支撑。完善的数据资产化管理需建立全方位的评估体

系，将档案数据按照业务关联度、历史价值、使用频率等维

度进行精细分类，赋予不同级别的管理策略。档案数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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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管理贯穿数据产生、加工、存储、利用至退出全过

程，每个环节均设定严格的质量控制点与责任机制。值得注

意的是，数据资产安全保障已然成为管理策略的重中之重，

档案部门应当构建多层次防护屏障，包括物理隔离、权限分

级、加密传输、身份认证等技术手段，确保数据资产万无

一失。机构层面上，档案数据资产管理需与组织发展战略紧

密结合，建立数据资产目录，明确数据所有权、使用权与共

享边界，形成数据资产价值评估机制。制度建设方面，应当

制定数据资产管理规范，将分散于各部门的数据资产统一纳

入标准化管理框架内。人才队伍建设同样不容忽视，档案管

理人员需具备数据分析、信息技术与档案专业知识的复合能

力，持续提升数据素养。技术平台选择上，档案部门宜采用

开放性架构，确保系统兼容性与可扩展性，为未来技术迭代

预留空间。档案数据资产化管理最终指向价值创造，从单纯

保存到主动服务，使沉睡的档案数据焕发新生，真正成为机

构的战略性资源 [3]。

图（一）档案管理全流程技术赋能对照表

管理环节 技术手段 功能描述 应用效果

档案形成 源头数字化采集技术 规范元数据标识 建立标准化数据基础

整理阶段 智能分类算法 内容特征自动归类 提升分类精准度

鉴定环节 语义分析与价值评估模型 保存价值判断辅助 增强专业决策能力

编目过程 智能关键词提取 构建多维度描述体系 优化信息检索效率

数字化存储 分布式架构 + 区块链 数据不可篡改存储 确保长期保存安全

开发利用 知识图谱技术 挖掘档案关联关系 深化资源利用价值

安全防护 多层级访问控制系统 行为监测与权限管理 构建信息安全屏障

技术协同效应：各环节形成闭环管理机制，消除信息孤岛，实现从保管到知识服务的转型升级

5 结语

档案管理智能化转型代表档案工作迈向数智时代的必

然路径。从效率倍增与成本优化视角审视，智能化重塑档案

信息流转体系，释放档案资源潜在价值。系统性顶层设计

确保智能化建设方向精准，数据安全与合规原则筑牢发展根

基，用户需求导向重构服务生态。档案管理智能化本质上体

现为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机器处理信息，人类

创造价值。展望未来，档案管理将持续向知识服务转型，实

现档案资源由被动保存向主动服务嬗变。档案管理者应秉持

创新精神，以开放思维拥抱技术变革，推动档案管理事业迈

向更高水平，为社会记忆传承与知识创新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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