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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子政务数据档案化思考

夏建红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湖南长沙　410031

【摘　要】随首“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电子政务数据成为重要的档案信息资源。文章基于文献研究，分析我国目前

电子政务档案化研状况和问题，提出未来电子政务数据档案化应具有技术集成性、系统协同性、人本亲民性、绿色可持续

性等思考，为更好推进电子政务数据档案化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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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政务服务事项电子文件归档规范》（GB/T 

42727-2023）对在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系统中形成的依申请

办理的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电子文件的归档,行

政处罚、行政检查等行政权力事项电子文件的归档提供参    

考[1]。“档案化”由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最先提出。安新宇、

钱毅等提出“档案化是语义含量提升的过程”。档案通过

规范、可持续的管理维持语义的完整连续，“化”是从一

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换的过程，档案化即为提高资源对

象语义含量的过程。苗雨浩等认为，档案化也就意味着人

们对自身活动、关系等记忆的有选择的记录，并借助档案

赋予其“真实、完整、可靠、可用”的属性。“化”强调

过程，档案化更是强调文件归档成为档案的规范化、信息

化的全过程。电子政务档案化的提出有意使其成为“互联

网+政务服务”的重要要素，并结合数据档案化研究成果为

电子政务数据档案化模式构建提出构想。

1  文献调查与统计

1.1  研究工具和数据来源

主要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文献检索结果进行可视化分

析。分析对象为：年度发文量、作者关系网络、关键词词

频等，分析该研究主题在研究热点及趋势。以中国知网数

据库为数据源，检索得到相关文献325篇文献，以关键词为

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

1.2  发文量及趋势分析

从分析结果来看，2001年至2013年期间，对“电子档

案单套制”的研究寥寥无几，甚至在2002和2010年出现缺

口，自2014年开始研究量渐增，2016年起对“电子档案单

套制”的研究迅速增长，2019-2020年增长趋势虽放缓，但

随后又陡增并在2022年达到顶峰114篇。

2002年至2006年对“电子政务档案化”的研究如雨后春

笋，处于迅速增长时期，在2006年达到峰值30篇。此研究

热潮出现主要得益于国家电子政务取得的巨大成绩，作为

国家“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2006年我国电子政务建设

取得重要成就，各级政府积极制定“十一五”信息化专项

规划和电子政务发展规划。依据2006年7月发布的第18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以行政区为域名总数

为28175，占 CN 域名数比例为2.4%；以gov.cn结尾注册的

域名总数为25527，占 CN 域名数比例为2.1%。

而在2007年至2023年期间，“电子政务档案化”主题

发文量呈缓慢减少趋势，研究热度明显降低。期间于2012

年、2015年出现两次高峰，分别为24篇和21篇。2012年国

家工信部依据《2006-2020 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等文件，印发《国家电子政务“十二五”规划》，大

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2014年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国家电子政务内网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促

进电子政务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为电子政务建

设提供指导意见，也为2015年电子政务建设取得阶段性成

就提供重要支持。《2015中国城市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调查

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36个主要城市电子政务发展指数

（EDGI）平均值为50.42[2]，电子政务主题研究热度凸显。

1.3  关键词词频

表1  关键词词频统计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1 电子政务 92

2 档案管理 28

3 电子档案 19

4 档案利用 12

5 共享 9

6 问题 8

7 对策 8

8 数字档案 8

9 影响 8

10 高校 7

如表1，由关键词词频统计表可以看出，频次最高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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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关键词依此为：电子政务、档案管理、电子档案、问

题、对策，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电子政务、电子档案、问

题与对策三个主题。

表2  关键词中介中心性统计

序号 关键词 中介中心性

1 电子政务 1.54

2 档案管理 0.11

3 电子档案 0.04

4 共享 0.04

5 高校 0.04

6 档案 0.04

7 安全保障 0.04

8 整合 0.03

9 管理 0.02

10 政府档案 0.02

如图2，中介中心性最高的关键词为“电子政务”，达

到1.54，表明对电子政务的研究很好地聚集了电子政务档

案化相关主题和热点，以“电子政务”为主题的研究对分

析电子政务档案化的发展有着关键的引导作用。

2  研究现状分析

除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外，对“电子政务档案化”的

文献按研究视领域依据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倾向可划分

为不同类型。依据最终检索得到的文献，通过阅读题目、

关键词及摘要将其分为问题对策、安全保障、资源整合与

共享等研究角度，对研究现状进行归纳。

2.1  问题对策

（1）模式构建方面

王婷婷从服务手段、档案载体、主要流程、服务方式、

管理理念等要素浅析了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档案管理的模

式。章邺认为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信息集中管理应从树立

集中管理的原则导向、注重机制和体制的优化与完善、构

建集中管理标准化体系、完善集中管理法律法规体系等方

面进行建设和完善。周丽娜分析了电子政务和高校档案管

理的关系，并从在高校档案管理中融入电子政务建设、在

电子政务建设中融入档案信息化管理两角度提出促进二者

互动的建议。张径系统论述了电子政务发展历程和模式及

存在问题，提出了政府再造理论,描述了政府再造过程的电

子政务供应链模型和工作流技术,综合电子政务发展中的推

式供应链模型和拉式供应链模型,提出了构建电子政务供应

链模型的方法。苏兆贝从环卫档案视角出发分析了电子政

务的意义，电子政务环境下环卫档案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和

措施。陈永生等分析了电子档案管理的逻辑起点，对全程

管理与前端控制的理论进行了反思，探讨了电子档案的真

实性问题和长期保存问题，最后阐述了电子档案管理的双

套制现状与单轨化趋势。

（2）应用实践方面

莫洁设计了电子政务条件下OA系统与档案管理系统集成

系统。章邺以某高校为例分析了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管理综

合运用的作用和现状、问题及改进措施。朱琳针对档案管理

及应用问题中的文件归类、系统安全性、信息交接等因素，

提出完善文件归档建设、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完善档案交接

控制、完善管理体系建设等建议。昂秀措认为电子政务为民

族院校教学档案电子化带来了新机遇，但也面临管理体制与

模式层面、管理技术层面、服务层面的困境，并提出创新管

理体制模式和协调多个参与主体、做好现有管理模式的适用

性评估等意见。吴班等分析了电子政务工程项目档案特性，

并以国家环境信息与统计能力建设项目为例，论述了项目档

案管理流程、手段和要求。刘珊霞以某监狱为例，利用电子

政务理论、治理现代化理论、档案信息化建设理论等，结合

国内外电子档案管理和监狱信息化管理经验提出推进监狱工

程档案信息化的建议[3]。郑小妮等以肇庆市为例，分析了电

子政务环境下城市规划业务档案管理的问题、机遇，并探讨

了城市规划业务档案管理新模式。袁云丽以太仓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电子协同办公系统为例，分析了前端控制、全程管

理的实际操作性和电子政务系统中档案管理方法的问题。

（3）利用服务方面

王梅从电子政务服务建设目标、基础设施、快速发展三

个角度分析了人事档案服务的影响，并从优化顶层服务设

计、优化区域部门合作、优化线上线下融合三个方面提出优

化措施。宋媛针对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工作的发展提出：信

息资源的深加工是有效利用的先决条件，而不是由用户简单

地通过分类和关键词检索利用，需要对档案信息进行开放与

保密的有效控制。温静提出当前档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仍电

子政务档案资源建设滞后、信息安全保障尚不完善、档案信

息服务平台功能单一的问题，并对“互联网+电子政务”背

景下档案信息服务提出加强电子政务档案数据库建设、强化

管理，可管可控、加强档案信息服务平台功能创新等建议[4]

。叶萍认为我国电子政务档案管理在信息资源利用和资源互

补上呈现出了各自为战的局面，应搭建条块结合的服务平台

建设。杨礼婧提出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服务呈现细分项不断

增加的发展趋势，并提出推进档案服务优化的措施。

2.2  安全保障

温静认为在健全管理网络方面，应加强“政务云”和“

档案云”的构建，建立档案风险评估体系并进行自查。王

博强调应完善档案的录入检索机制，加强数字化转换过程

的管理，防止档案转换过程中的失真现象，保障档案在数

字化过程中的原始性、真实性。陈永生等总结了电子档案

安全保障的主要内容，并从保管阶段、利用阶段、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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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分阶段进行阐述。林晓东提出实行“三权分立”，即

系统管理人员、安全身体人员和安全管理员的安全保密工

作是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

2.3  资源整合与共享

何振等阐述了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资源整合与共享包含

系统、资源、管理、服务等层次及内涵。章邺认为电子政

务环境下档案信息管理面临缺乏对档案信息的有效控制、

档案信息资源流失严重、安全性问题突出、开发利用相对

不足等问题，并认为针对档案信息合作协同机制的构建，

应重视网络通信领域，构建数字化档案信息管理中心，加

强“可信数字仓储中心”、“空间数据与信息交互系统”

、“开发档案信息管理系统”等跨领域合作成果的应用。

丁光勋认为档案信息资源是电子政务不可缺少的内容，是

一种全程数字化的信息资源。文化共享工程的核心是数字

资源建设，重点是面向基层群众。陈永生等提出了分散式

和集中式两种电子档案整合共享模式，并论证了其适用性

和构建。王丹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基本概念进行了定义，归

纳了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的主要内容和作用，并

针对现状分析提出了建设措施。吴格论述了地震数字档案

资源整合与共享的意义，分析了电子政务环境下地震数字

档案资源整合与共享的问题和实现路径。

目前电子政务档案化在模式构建、应用实践、安全保

障、资源共享等方面已取得部分研究成果。部分电子政务背

景下的专业档案管理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得以展现，推动了

实践经验的分析分享。安全保障角度也被广泛重视，加密技

术、访问控制、数据备份等手段被多次提及，国家相关标

准、规范性文件的指导作用日益凸显。面对资源共享问题，

文献倾向于构建平台、借助数据库技术打破信息闭塞实现

共享利用。电子政务建设成效显著，但缺乏电子文件在OA系

统、办公协同平台流转和归档的具体案例分析分享，使电子

政务档案化研究缺少流程具象和要素精准的框架式研究。

3  电子政务数据档案化构想

在“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电子政务数据应朝

向更适应资源整合、数据互联互通的状态转化，在未来发

展中，电子政务数据档案化应具备技术集成性、系统协同

性、人本亲民性、绿色可持续性等特点。

3.1  技术集成性

随着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应

用，电子政务档案化不再限于档案信息化，而是强调档案“

三态两化”的过程，借助深度信息提取、自动分类、智能标

签、自动摘要、内容理解等技术重构离散数据的语义，促使

电子政务档案数据在不同语义场景下完成数据表达。此外

借助云计算平台实现云存储与大数据集成，为电子政务数据

档案化提供了灵活、可扩展的存储解决方案，实现数据的快

速备份、远程访问、恢复和迁移；并结合大数据分析，挖掘

电子政务档案数据的潜在价值，为政府决策支持、趋势预测

等提供依据。此外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

性，为电子档案的真实性和安全性提供了安全保障，结合数

据加密、身份认证、访问控制、时间戳等技术确保数据完整

性，印证电子档案的真实可用性。

3.2  系统协同性

在未来电子政务有望发展政企数据联合互通。政府、企

业及社会各领域数字化程度加深，电子政务协同办公平台

和档案管理系统需具备良好的跨平台兼容性和互操作性，

简化数据交换过程，确保不同地域、不同系统间数据的无

缝交换与共享，促进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开放。

3.3  人本亲民性

电子政务数据档案化仍将本持以人为本的观念，在系统

与平台设计上使用户界面和交互设计更加人性化，深度发

展智慧化在线解答、个性化推荐等功能，使档案数据资源

的检索和智慧服务更加便捷直观。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坚

持档案从业人员的持续教育，不断提升信息技术能力，掌

握最新管理理念和技术工具，对档案数据资源管理进行深

度学习，形成既懂档案业务又精通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队伍，以人的发展满足人的需求。在人的素质培养和技术

的精尖支持下有效发挥电子政务数据档案的隐藏价值，从

而使政府服务和决策贴近民意民情。

3.4  绿色可持续性

在“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政府部门全面实施无

纸化办公，减少纸质文件的产生，政府正积极向数字化转

型，电子政务数据档案化进程得以加速。除平台直接归档

外，OCR光学字符识别等技术极大提高纸质数据的档案化的

质量和效率。在电子政务数据档案化前提下，档案数字数

据资源减少了对物理存储空间的需求，采用环保材料和技

术进行数据存储，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顺应了绿色

档案管理的重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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