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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e digitization of cadre personnel files is to apply, and Baotou City launched the networking application 
of digital achievements in early 2023. In the process of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some useful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summary have been made to facilitate the later development and refere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and role 
of digital archive networking. Briefly describe the purpose of networking, the technical route and research methods adopted;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were mainly studie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the next step and the futur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direction are prospectively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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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成果联网应用研究——以包头市为例
冯旭

包头市委组织部干部人事档案中心，中国·内蒙古 包头 014060

摘　要

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应用，包头市于2023年初启动了数字化成果联网应用工作。在联网建设和应用过程
中都作了一些有益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以利后期发展借鉴。文章对数字化档案联网的意义、作用分别作了论述；对联
网的目的、采用的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作简要阐述；对应用前景、创新成果、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作了重点研究；文末对
下一步工作和未来应用发展方向作了前瞻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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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包头市（下称“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干部人事档

案整卷数字化工作于 2019 年底前全部完成，但实际利用率

并不理想，如何提高已有的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成果的利用

效率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023 年初，上级部门要求尽

快推动自治区、各盟市、各旗县区“三级”干部人事档案管

理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实现干部人事档案工作业务线上办理。

借此机会，我市启动了充分利用已有数字化成果的联网工作。

根据各旗县区市直单位经费紧张，各自建立数据库耗资巨大

等基本情况，确定数据集中、节约资金，全市联网、分级设权，

系统推进、分步实施，认真组织、确保安全的原则，制定适

合我市独具特色的实施方案，启动了联网应用工作。建立数

据库（软硬件平台），实现端口应用是我市联网的重点工作。

2 联网应用的意义和作用

联网前，大部分单位未能有效应用干部人事档案数字

化成果，有的甚至束之高阁。联网的适时推动意义在于恰好

解决了如何充分利用已有数字化成果、提高干部人事档案的

资政作用和工作效率的问题。①提高干部工作效率。实现纵

向“三级”联网贯通，使干部工作的便利性极大地提高。全

区范围内干部、人才的选拔任用主要在自治区、盟市、旗县

区和市直主管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发生，联通后方便上级选拔

下级干部和人才，及时了解下级干部档案信息。②实现管理

模式提档升级。干部人事档案查借阅工作网上办理，使应用

模式发生了质变。从线下查阅纸质档案到线上点击数字化档

案，管理和使用模式上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下级单位查借阅上级管理的干部人事档案都可以从网上

申请办理，无需“跑路”。③长期社会效益显著。办理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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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职称等业务都需要查阅人事档案，过去需要几天时间

来回审批、借阅、归还等程序才能办理，现在只需几分钟就

可以在网上解决，工作效率得到明显提升，节省大量人力物

力，社会效益显著。④保密性增强。组织和纪检工作较敏感，

通过网络形式秘密办理，缩小知悉范围，可减少泄密和不必

要的干扰，有利于干部和纪检等部门工作。

3 研究联网应用的目的

内蒙古自治区干部人事数字化档案“三级”联网应用，

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对该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一

是在摸索的过程中研究更可行的办法，以利更好地改进联网

应用工作。二是探讨如何通过联网应用，更好地利用已有的

数字化成果来实现高效率服务干部工作。三是总结应用实践

成功经验，以利后续广泛地拓展业务、推广应用。四是研究

不足之处，以便后续应用中不断改进完善，同时供后来建设

者参考借鉴。

4 联网研究现状和应用前景

4.1 研究现状
经了解，利用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成果，实现“三级”

网上互联办理，根据需要有条件地实现资源共享，从全国目

前情况看，我区处于领先地位，该项工作的研究目前尚属空

白。而我市在自治区方案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实现全市旗

县区、市直属主管单位全部与上两级互联互通、干部人事档

案业务网上办理，而且把网络端口开通到人事、工资等业务

最需要的前沿，充分发挥了数字化档案的作用，将真正实现

“纸质档案不出库，让数据多跑路”的管理应用目标，在全

区乃至全国领先。

 4.2 应用前景
我市“三级”联网主要任务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在推

行拓展应用，可以进一步扩大成果。从近期测试和应用情况

看，极大地方便了干部工作，长期社会效益显著，节约人力

物力的隐性经济效益可观，从目前应用情况来看，根据其所

具备的优势，应用前景广阔。①发展趋势看好。由于使用上

具有便利性，可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节约行政成本，具有

先进性和创新性。②易于推广应用。数字化数据基础具备；

现在已是网络时代，专用网络可以延伸到大部分窗口应用单

位。③干部工作需要。干部工作不仅需要便利性，有些时候

还需要保密性，通过线上办理，缩小知悉范围，有利于干部、

纪检等部门开展工作。④符合国家政策。数字强国是十四五

大力推动的国家战略，数字化档案联网应用符合国家发展政

策支持，前景广阔。

5 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为尽快实现上下三级互联互通，推动全市干部人事档

案工作业务线上办理，我市按照全市联网、分级设权等既定

建设原则，确定技术路线和研究实施方案。

5.1 调研摸底
重点了解各旗县区和市直集中管档单位专用网络部署

开通使用情况，硬件配置情况，经费保障力度等；抽样调研3-5

家非集中管档单位，主要了解网络布置情况。通过调研摸清

底数，为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提供可靠的基本依据。    

5.2 制定目标任务
利用我市已建设的大组工网、电子政务内网等网络资

源，统筹推进全市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信息系统“三级”联网。

①准备阶段。制定方案，按时分步推进。②实施阶段。主要

内容：一是完成项目建设所需机房硬件设备和数据库、中间

件等配套软件以及等外设终端设备采购及安装部署工作。二

是在各单位信创环境下完成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信息系统适

配改造，完成访问控制系统、安全审计系统及其他关联系统

的定制开发工作。三是完成市委组织部历史数据迁移、旗县

区和集中管档单位信息采集及数据上报（迁移）工作。③调

试上线阶段。平台搭建完毕，实施线上端口测试；建立干部

人事档案管理系统用户账号，逐级开通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信

息系统目录的接口服务；各级组织（人事）部门通过账号登

录系统完成“三级”联网。

5.3 组织实施
由市委组织部档案中心负责，统筹推进全市联网工作，

主要开展的工作：建立工作机制、制定采购方案、落实经

费保障、加快系统部署、建立安全机制，落实涉及国家秘密

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分级保护技术要求，定期开展分级保护测

评，对测评发现的问题隐患及时完成建设整改工作，顺利完

成平台建设、数据迁移、“三级”联网应用等工作。

5.4 经验总结
联网工作结束后，赴各集中管档单位和部分非集中管

档单位以座谈会的形式开展调研，了解联网应用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研究解决的办法，对成功的经验做法加以借鉴和

推广。

6 主要创新成果 经过一年的建设和应用研
究，总结如下主要创新成果。

6.1 勇开先河，大胆探索
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成果联网应用在自治区范围内包

头市是第一家启动并率先实现联网应用，目前看是成功的，

起到了示范作用，经验供大部分盟市借鉴。应用及研究成果

为干部人事档案高效利用和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创了范

例，使干部人事档案工作应用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

6.2 拓展范围，全市联网
自治区只要求我市对上与自治区、对下与旗县区联通

即可，我市扩大覆盖范围、延伸应用窗口，将各市直单位和

重要服务窗口一并联通，领先其他盟市。达到上下畅达、左

右互联，使用便捷、高效运行的效果。

6.3 整合平台，集中数据 
根据包头市实际情况，对自治区要求各旗县区分别建

立数据中心的方案进行了创新：全市在市委组织部建立唯一

的数据中心，集中管理全市干部人事数字档案，为各旗县区、

市直单位开通网络应用端口，数据高度集中。旗县区无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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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建立数据中心，缓解了经费紧张压力。

6.4 升级系统，开发软件
积极与软件商对接，对已有的网络版软件进行升级换

代，增加多项应用功能，推进平台应用有机整合，打造全市

域一体互联、一网统管平台；同时新开发了适应非集中管档

单位需要的低价查询端软件。既节约大量经费，又满足联网

工作的需要。实现管理顺畅、标准统一的目标。

6.5 立足联网，资源共享
联网前，我市数字化人事档案实际利用率偏低，仅限

于各单位内部使用。网络建成后，我市实现全市干部人事数

字化档案远程访问、查阅、转递及干部人事档案其他业务线

上办理，特别是干部工作、工资业务、办理退休等窗口单位，

都实现线上阅档，不断挖掘应用网络的资政服务潜力，提升

窗口服务意识，使人事档案工作发生质的变化。

6.6 统筹安排，整体议价
通过前述整合平台、开发软件等举措节约大量经费基

础上，进一步与软硬件供应商、各旗县区等反复沟通磋商，

在价格方面进行整体议价。经多方努力，为全市节约可测算

资金达 1600 万元以上，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意义重大。

6.7 精心组织，确保安全 
始终把档案实体安全和数据安全的管理、防范贯穿工

程全过程。与施工人员签订保密协议，施工现场全程监控、

禁带手机和存储介质；数据迁移过程中，所有介质专人交接

并登记备案，用过的存储介质专人专柜保管封存，迁移数据

7 万余卷安全无事故。

7 运行中发现的问题和改进建议

建设和应用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为以下 5 种

类型，并提出相应改进建议。

7.1 网络问题
全市联网依托的是内部网，联通后极大地方便了各旗

县区组织部和市直主管部门的干部人事工作。而内部网络只

通到旗县区组织部和各市直主管委办局，限制了向下联网延

伸应用。尤其旗县区人社局有办理工资、职称等业务，使用

档案频次较高，对联网有现实需求。若能下沉将使联网效益

最大化。建议：目前内部网络使用有限制，下沉延伸使用需

上级给予政策支持来推动。

7.2 硬件问题
国产硬件研发、应用时间短，质量有待实践检验。使

用过程中发现不少问题，比如彩色打印机不能打印档案背条

（流彩）、涉密机与扫描仪配合常死机且扫描速度慢、软件

与硬件适配也有待检验（出现浏览器故障）等问题。建议：

在开展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行，不宜过快。工作中发现晚采

购的设备比早采购的要好用些，适当延长一点时间，可避免

“第一个吃螃蟹”所带来的不便利和可能损失。

7.3 软件问题
这款软件系新开发产品，在运行过程中发现不少问题，

操作上程序繁琐复杂增大工作量，不合格产品导入时不能有

效检测、扫描仪打印机和软件适配性不好等等，还有未发现

的问题，在今后的运行中有待改进完善。建议：上级可统计

各盟市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协调软件开发商，进行统一

研发改进、升级软件。

7.4 安全问题
县级以下人事档案属秘密级资料数据，欠缺操作性强

的具体管理规定，有些管理人员不知如何进行安全操作，有

些对账号密码使用管理不重视，存在隐患。建议：总结实践

经验，根据各自工作特点，尽快制定适应联网后管理需要的

人事档案数据加工、使用全过程操作管理规定；同时，要加

强安全保密教育。

8 后续工作推进

目前，我市干部人事档案信息系统联网工作平台顺利

建成，已开通运行。为推动下一步拓展联网成果、延伸利用，

后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8.1 全力推进联网后续工作，拓展延伸应用
下一步重点推进市直单位联网应用工作，在网络条件

具备的情况下适时推进旗县区的人社教育、市直的较大二级

单位联网应用工作。

8.2 积极推动高度集中管档，建设智能化档案中心
我市正在建设市档案大楼，已获批干部人事档案工作

用房达 5600 平方米，拟集中管理全市干部人事纸质档案；

全市人事档案数字化工作已全部完成，数据正在全部集中管

理。基于具备以上基本条件，借“三级”联网之机，将建设

全区一流的数字化、智能化档案管理中心，基本实现“纸质

档案不出库，让数据多跑路”的现代化管理目标。

9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纸质档案的功能将逐步减弱，数字

化档案逐步走向台前。人事档案的联网应用可能会在全国范

围蓬勃发展，做好联网工作研究总结意义重大。某种意义上

来说，目前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联网研究探索是第一个

“吃螃蟹”，注定有收获也可能“走弯路”，必须认真了解

联网的基本条件、基本程序、可行性、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

决预案，避免出现重大失误。加强研究，总结经验，为未来

广泛推广应用提前做好理论研究 ，为未来建设者少“走弯路”

作有益探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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