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55 

国际背景下的中国档案保护技术及其教育发展 
李旭峰 

（贵州铜仁学院  贵州  铜仁  554300） 

摘要：我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国家，有着数不清的历史瑰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于我国历史的记录都是通

过档案的形式来进行保存，这些档案蕴含了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与精神文明，是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依据。关于档案的

保护，一直都是国家文化保护工作的重点，而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档案保护技术也经历了不断的更新换代，在国际化发展的今天，

对于我国档案保护长期稳定的发展来说，还需充分了解国内外档案保护技术，并根据我国档案保护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及相关技术

的应用情况来进行分析，以此来深入探究中国档案保护技术及其教育发展的相关内容，使其能够在国际背景下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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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档案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些档案是记录了我国不同时期

的历史事件以及文化及人文风情等，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档案积累，使得如何保护，成为了档案长期性发展及其效能与

作用体现的关键。对于这项工作的开展来说，目前已形成较为成熟

的技术体系，不同类型的档案保护技术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

背景下应运而生。以技术层面来看，我国自从封建王朝时期以来就

有着高超的档案保护技术水平，但从近代发展史来看，由于清朝闭

关锁国政策的影响，我国档案保护技术的发展出现停滞不前的现

象，难以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交流合作，就使得国外在档案保护技

术方面赶超了中国。而对于如今国际发展的背景来说，中国档案保

护技术要注重创新升级，所以，文章以国际为背景来深入探究中国

档案保护技术及其教育发展，以此来丰富相关研究理论，提出更具

创新性的学术研究观点。 

一、加强多学科合作 
当下，国际化发展已成为大趋势，在国际背景下，对于档案保

护技术来说，能够通过借鉴国外良好的科学技术，不断吸取其优势

特点，进而实现中国档案保护技术的创新升级。在我国的档案体系

中，根据实际档案内容可将其进行分类，并又不同的部门来进行分

类管理，无论是图书或文物，我国都设立了不同规模的档案馆与档

案保护技术部门来相关档案进行保护。 

就目前我国档案保护工作的开展来看，主要是通过构建完善的

工作制度，依据相关政策为基准来设计档案保护方案，且在实际开

展中，结合不同档案的性质来选择合适的保护技术进行应用，且严

格监管技术应用过程，以此来更加了解其实际应用的情况与成果，

保护技术应用的目的就是延长档案使用寿命，进而确保其效能及作

用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重点保护的事项以改善档案储存条

件、修复破损档案等。相较于国内而言，国外在档案保护技术方面，

是借助技术的应用来加强对档案保护的管理，同样会构建有关工作

制度，同时还重视档案保护技术人员的培育，在技术应用方面能够

体现在档案库设计及环境调控方面，同时也具备备份与修复档案等

基本功能。目前，档案保护技术已逐渐发展为一种学科，其作为社

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更好的应用并促进档案保护技术发展，

还需注重较工作的开展，以多学科合作为导向，是国际背景下，国

内外档案保护技术实现共同保护的目标。 

以文献保护为例，法国在这方面的保护技术较为领先，其多个

地区的文献保护组织都与国内外相关组织建立了联系，彼此之间多

次对文献保护问题以及技术的应用进行了探讨，且从学术性研究的

角度来看，法国有关部门及时将文献保护动态于在国际文献保护刊

物中进行体现，以此来实现档案保护技术的国际性交流。 

而美国对于档案管理来说，从其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来看，与我

国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在以联邦政府为主导来进行档案保护的同

时，不同州市的下属档案管理部门能够根据所属地区档案保护情况

为依据来进行自主管理。美国在档案保护方面更具开放性，将其视

为通用性工作来开展，而不是将其限制于档案部门的工作职能，有

效结了图书馆与博物馆等机构来加强对档案的保护。 

我国目前的档案保护技术相较于西方国家来说其，具备深厚的

文化底蕴，为更好的推动其实现全面发展，就要注重多学科的结合，

通过加强合作的方式，以国际化发展为背景来不断向国外档案保护

技术进行学习，吸取其实际工作的经验。在我国，不同的档案有不

同的发展体系，进而在实际保护中也就难以实现统一，这就需要依

据学科交叉与融合的理论来实现有效整合。 

二、结合理论与实践 
自古以来，我国的档案保护技术都比较重视实践，而不只是以

理论的方式为主，长久以来的工作经验也证实来在档案保护方面，

实践工作经验的重要性，而对于其教育发展来说，同样如此，理论

和实践始终都是教育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元素，二者缺一不可，

无论是重理论，轻实践，还是重实践，轻理论，都不利于档案保护

技术的教育发展，还会使其自身效能与作用无法得到充分体现，进

而对其创新发展造成阻碍。目前中国的档案保护技术学从理论层面

来看，其侧重点明显，以对某现象理论解释为主。比如说在探究高

分子结构和胶片成像原理以及对于一些新型记录材料的研究分析，

从而也就导致目前国内在此类学术性研究方面，大多都是以研究这

些问题为主，进而也就导致国内学术性研究的发展缺乏全面性。怎

样将这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来体现出其实质性，是今后研究需重点

分析的问题。 

根据当下我国在档案保护技术方面的实际教育情况来看，明显

表现出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现象，使得大部分专业人员在实践经

验上有所缺失，对此就要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实际教

育中，还需两者并行，以此来实现均衡教育。在这方面就要切实依

据国际背景为主来向其他国家进行学习，例如英国，其并未将档案

保护技术设为独立学科，虽没有构建出完善的学习体系，但其在实

际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效果良好。主要是通过以培养档案保护的

能力为主，通过开展实践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临岗位，以工代学的

方式来通过实际体验的形式提升时间能力，英国的档案保护技术教

育和我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更加注重实践，而轻视了理论，由

此来看，对于促进中国保护技术及其教育发展来说，就要切实依据

自身不足来以国际发展为导向学习国外档案保护技术教育的优点。 

三、加强新技术引进 
就中国档案保护技术自身技术水平来看，其已经较为古老，在

实际保护中，应用最普遍的就是托裱技术，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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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前在档案保护方面，已诞生出了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新型

保护技术，对于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来说，就需通过培养专业化技术

人才，进而才能将其应用到实际档案保护工作中。西方很多发达国

家都比较重视新技术的引进与技术仁慈啊的培养，其通过构建实验

室来对档案保护技术进行研究，研制出了去酸技术、纸张封套技术

以及去污级计算机网络恢复技术等。这些技术在我国的档案保护技

术中有所缺失，根本原因就在于技术人员的缺乏，最终导致新技术

的引进力度无法增强，使得新型档案保护技术无法实现有效引进。 

因我国与国外在档案保护技术研究方面的侧重点不同，国内学

者们更加重视研发防虫、防霉以及档案储存条件温度、湿度调控技

术的研究，则没有对其他类型的技术做过多的研究。但随着国际化

发展形势的驱动，在此背景下，为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及其教育发展

带来了新机遇，为其与国外技术人员的交流沟通搭建了桥梁，进而

就要高度重视档案保护新技术的引进，特别是在专业人才方面，实

现档案保护创新过程中，人才培养至关重要，需设立专职机构和专

职人员，从而开展专项管理，这样才能够确保档案齐全、完整[1]。

档案的真实性将会对其相关工作开展及造成影响，而档案保护人员

自身的工作能力极为关键，对于任何岗位来说，人才是发展资源，

更是一个企业和事业单位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要对档案人员进行

系统化培训，提升其专业素质及工作能力。可采取邀请专家对工作

人员进行讲座、经验交流和专业指导等一系列培训，以此为中国档

案保护培养出一批具有专业化知识技能和良好业务能力的高素质

专业化档案保护技术人员。针对目前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在去酸、去

污以及纸张封套等技术方面的缺失来开展针对性的技术引进工作

[2]。 

只有不断加强对新技术的引进力度，才能从根本上来促进中国

档案技术的创新升级，进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技术人才，这

是在开展档案保护技术教育方面需高度重视的问题。同时，还需依

据信息化发展为基准，档案不光是资料，其也代表着一种信息，通

过信息技术的引进与创新，能够在实现档案有效保护的同时，还使

其潜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以发挥。依据国际背景来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对传统载体和电子载体的信息进行积累、采集和保存等方

式，以此来建立不同类型的网络档案信息集成平台。通过实现档案

现代化、信息化的管理方式来加强档案保护，以便在今后相关工作

开展中，能够为资料的查阅提供便利，并进一步丰富馆藏内容[3]。 

四、调整档案保护技术教育目标与内容 
在档案保护技术教育方面，在考虑到我国档案保护技术长期稳

定发展的同时，对于专业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来说，还需明确教育目

标与内容，有关部门要充分意识到对于档案保护技术人才培养的意

义，如何培养、怎样培养是该项教育工作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首先，从过去的教育经验来看，一定要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作为主

导，而基于国际背景来说，通过对比国内外的档案保护技术来看，

要充分意识到中国档案技术的不足之处与国外档案技术的优势，培

养的目标不仅要以攻读档案保护博士学位人才为主，还需充分考虑

到实际档案保护工作的开展，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使其能够

成为我国档案保护工作的一份子，这就需要考虑到职业型人才的培

养[4]。所以，总的来说，在档案保护技术教育方面，教育目标的制

定需体现多元化，而不是单一性的只以某一个方面为主，对于博士

生与硕士生来说就要培养其成为该领域的精英，朝着学术性研究学

者方面培养，以此来为今后更具创新性的技术研发做出贡献，而对

于普通本科生的培养来说，就要从职业与应用方面进行考虑，注重

其实践能力的培育，将其培养成能够为我国档案保护工作开展做出

贡献的技术人才。 

目前，在档案保护技术教育方面，教育层次以本科生、硕士生

与博士生为主，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来说，其教育的目标存在一定

的差别，这就需要对其教育内容进行明确，进而才能开展更具针对

性的档案保护专业人才教育[5]。针对不同人才的教育目标来看，在

教育内容的侧重点方面也会有所不同，对于本科生而言，以培养其

成为档案馆、图书馆等相关机构的应用型人才为主，教育的内容就

不能太过偏重于理论，而是要根据当下国内外档案保护工作中常用

的技术为基准来进行实践性教育，可通过组织开展岗前培训的方

式，使学生通过实际体验的形式加强对档案保护工作的了解与认

识。而对于博士生和硕士生来说，其教学的内容要注重理论与实践

的均衡，在本科生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还需不断通过专家讲座指导

的形式来对其进行教育，并带领此类层次的学生参观档案保护技术

研发机构，他们作为未来档案保护技术的学术性研究人员，必须要

具备丰厚的理论知识与充足实践工作经验[6]。 

高等教育是档案保护技术专业化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培养目

标、培养内容直接关系到人才在今后发挥的作用，关系到今后该领

域的长期发展。保持中国档案保护技术的特色，吸收国外的方法和

经验，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结语： 
总的来说，通过本次研究分析体现出目前中国档案技术自身发

展及教育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为更好的实现我国档案保护技术的创

新升级，并有效推动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就要切实依据国际发展

的背景来不断向国外良好的档案保护技术与其教育的优点进行学

习，通过经验借鉴的方式来为我国培养出更加专业且优秀的档案保

护技术人才，以此来为我国档案保护工作效率及技术水平的提升做

出贡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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