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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背景下——研究高等院校档案信息化管理能力 
纪  成 

（南京三江学院   210012） 

摘要:为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疫情，我国各城市均发布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一级响应，封城防控措施相继开展。在这种情
况下城市中各高等院校均采取关闭的防控措施。在此背景下，将大数据技术应用在高等院校档案的信息化管理中，可实现档案信息
数据存储量增大，同时使用大数据管理档案和传统档案管理相比较，大数据技术使用在档案管理中操作更具便捷性，正是大数据管
理档案有许多优势，因此需在档案管理时运用大数据技术。基于此，本文对疫情背景下运用在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原则分析，提出研
究高等院校档案信息化管理的方法，希望能帮助档案管理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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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进入信息化时代，各行各业都使用信息化技术。档案

管理时也需跟随社会发展步伐，使用信息技术管理档案以此提高管

理效率。档案管理使用大数据信息化技术管理，需注重信息安全性，

实现安全管理档案。作为一项信息化服务的要求，高校不只是为了

档案信息化管理，更是为了档案在管理的过程中实现对社会的价

值。例如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更应该将高等院校信息化管理的作用

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尽可能做好信息化服务工作，引领社会大众

思想。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危急时刻，高校的档案管理是我国应

急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确保其自身正常运行还有助于推动

高校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良好运行。 

一、高等院校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必要性 
在我国新兴技术的发展进步下，在高等院校中的档案管理也向

信息化逐步靠拢，将信息化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新兴技术连接起来，

可组成一套完整的技术方式，很大程度上能提高院校档案的管理质

量，更好地促进高等院校管理的蓬勃发展。当然，高校在发展时也

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档案管理不能按照信息化技术的路线走

向，将不利于院校的综合发展。另一方面，在进行档案信息化的管

理中，还可以有效解决管理人员对权利的乱用现象，在内部管理中

面对职权是有着明文规定，在学校相关人员的权利使用过程中，将

会受到严格的监管和约束，这样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因乱用职

权而形成的贪污问题。因此要建设完善的解决措施，随后对高等院

校职能部门功能进行有效的优化，最终将高等院校建设为服务性质

的单位[1]。 

二、高等院校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对策 
（一）加强档案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 

档案信息系统构建时，其关键技术是对档案信息安全和隐私保

护。档案信息化管理必须建立安全管理机制，并且对安全管理体系

完善，这样才能有效支持大数据背景下的档案有效管理。档案的信

息安全管理，可从信息传输上管理，可在云计算中管理，也可在运

用和存储上管理，只有在以上方面加强对档案安全管理，才能有效

保证档案在大数据背景下的信息安全。具体开展信息安全管理工作

时，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要提高档案安全管理防护水平，对

档案的信息储存和大数据中的相关信息必须要落实信息安全防护

措施，对使用的防护安全技术加大投入，以此保证互联网背景下的

档案信息安全；另一方面，档案信息安全技术管理非常重要，对技

术管理人才使用也是非常重要，因此档案管理领导层需注重信息化

档案管理人才培训，只有档案管理有安全管理人才，才可有效保证

档案数据库运行过程中的信息数据安全。 

（二）储备专业的人才 

疫情背景下，大数据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开展档案管理工作，

使用的档案管理方法需依靠信息技术来完成，而档案管理的信息化

水平直接关系档案管理水平。档案管理中建立大数据管理平台，该

种平台管理需使用互联网技术，因此互联网技术是大数据背景下档

案管理人才必须掌握的技能。为提高档案管理人员信息化技术水

平，需对管理人员开展培训工作，培训工作开展主要从以下方面进

行：首先要加强对档案管理专业信息化技术的培训。现在的档案管

理人员许多都会简单信息化操作，但是简单信息化操作不能满足档

案信息专业技术管理需要，因此对管理人员开展专业信息管理技术

培训，提高管理档案信息化人才的专业管理技术，实现档案的信息

化管理水平提高。除此之外，储备专业技术人才。只是对信息化专

业人才的培养还不能完全满足疫情背景下档案管理的需要，大数据

时代发展变化快，档案管理时需提前对优秀的档案管理人才进行储

备，可派遣有能力的档案管理人才继续深造学习，为档案信息化发

展储备人才[2]。 

（三）做好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安全工作 

大数据背景下的档案管理，能有效提高档案储存空间，同时对

档案的使用操作更加便捷化。但是档案管理运用互联网技术后，网

络有自身的资源共享性和开放性，因此网络中会有许多不安全因

素，这些因素威胁档案管理的安全。为提高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安全

性，需开展以下几方面的档案管理工作：第一点要求档案管理人员

提高安全管理意识。对档案管理系统操作时，要保持良好操作习惯，

比如对系统经常杀毒，防止病毒木马入侵和更新系统补丁等工作，

减少系统受到网络安全威胁。然后管理人员需多和大数据管理人才

交流。从交流中学习大数据安全管理技术，并且把这些技术运用到

档案信息安全管理上，提高档案管理系统的安全系数。最后要制定

大数据安全保障制度。档案部门要认真制定档案数据安全保障制

度，做到从档案数据收集、整理、调取等各个环节来规范工作流程，

明确档案数据突发情况处理程序，做到稳中有序、安全快捷的档案

服务。 

结束语 
由上可知，在疫情背景的大数据下，作为高等院校发展保障的

档案信息化管理，还是高校增强档案管理质量的重要措施。高等院

校开展的档案信息化管理和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相对比，有着良好

的优点，档案的信息化管理可以储存更多的数据信息，为档案的读

取和传输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此，加强

高等院校档案信息化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高校的建设起着关

键的作用，有利于其蓬勃发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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