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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建档案收集管理思考 

陆素芳 

（盐城市盐都区城建档案馆  江苏盐城  224000） 
 

【摘  要】城建档案作为整个城市发展和相关项目建设的重要信息储存工具，一直是城市掌握历史和信息的重要手段。因此，对于城建档
案的管理和收集工作是必不可少且需要高度重视的一项市政工作，直接影响到整个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本文通过对档案收
集工作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一些现实考量，并根据现实情况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希望在城建档案收集管理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清晰且
高效的完成这一工序，推动管理的进程，更好地完成档案的收集和管理工作。 
【关键词】城建档案；收集管理；思考 

 
城建档案的收集工作是对各个竣工项目的信息高度储存和全

面收集的过程，它在完成工序的过程当中具有着统一的步骤和具体
的规定，尤其是在对档案进行管理的过程当中，需要确认收集信息
的内容并进行分类处理，通过对信息进行强化、分析和总结等等，
完成最终的储存过程。但是在实际进行档案收集的过程当中，由于
各种现实情况和相关因素的困扰经常会在档案收集的过程当中造
成一些特殊情况和面对一些无法应对的困难。如果进行了事先的考
量和更好的对策提出，就能够在工作开展的过程当中更快地适应困
境，从而提升档案收集和管理的效率，使得整个管理过程更加的高
效化、全面化。这也是本文所需要探讨和想要解决的问题，会在以
下的文章内容中进行详细的解决和说明。 
1.就城建档案本身来说，档案的收集工作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许多城建档案储存馆在储存的过程，存在一味的追求储存量而
将信息进行混乱的处理的情况。即没有对有关信息进行确认、分类、
辨别和筛选，而未形成具有系统性的储存过程，导致一个信息进行
多次储存或混合储存，或者一味的储存信息造成信息的繁杂化等
等。在今后调取信息的过程当中会造成许多的困扰，影响信息的管
理和查阅过程。比如，一个工业建设的配用房大致配电间，小至门
卫，将所有的信息通通储存，使得一个独栋的单位拥有上百条甚至
上千上万条的数据和信息。大量且繁杂的信息储存会导致最终在进
行档案和相关资料审核、复核的过程当中，极大的增加了工作人员
应对和处理的难度。且不说这些信息的标准和准确性，如此大量且
繁琐的信息会使得在归档的过程当中形成巨大的工作量，导致增加
储存和分类的难度。而且许多信息在保管和记录的过程当中会存在
着较大出入，将其与实际情况进行比对，经常会发现一些数据和信
息只是为了完成扩充信息量这唯一目的而造成一些与实际情况出
入较大的信息储存。最终所导致的情况有以下两点：一，档案库房
储存空间不够；二，信息存在误差。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浪
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长期堆积的资料会成为巨大的工作负担，在后
期进行整理的过程当中也会面临较大的工作量。在对信息核查时也
会形成较大的工作难度。这样的信息储存形式背离了信息储存的初
衷，且造成了许多现实困扰[1]。此外，城建档案在收集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存在服务不到位的缺点，所谓服务不到位是指对档案进行收
集的员工对自身工作的认识程度和重视程度不够，使得整个档案在
接收时具有较大的被动性。许多交通、电力、水利部门对项目的信
息记录较为繁杂，对档案处理的有关部门需要统计各个信息进行分
类核对和总结，才能够进行最终的归档。然而许多档案收集人员在
完成自身工作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严格按照要求收集所有的信息，
导致信息的储存形式和储存内容具有片面性和差异性，从而无法达
到档案收集和最终档案管理的标准和目标。而对后期城建档案进行
分类和整理的过程当中，带来一些遗留性的问题，且无法达到档案
储存的最初目的。 
2.就整个社会环境来说，城建档案馆档案的完整系统收集还
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阻力 
2.1 建设单位对城建档案的重视程度不够 

许多建设单位对档案的资料收集和储存工作重视程度不够、认
识不到位，导致其只注重项目的建设，而不注重项目信息的收集，
使得之后档案在入库和信息储存工作的进行时面临许多的难点，大
量的信息流失无法准确记录。 
2.2 整个建筑行业的档案管理人员水平不够 

建筑行业的档案管理人员本身专业水平受限，会使得档案保管
工作存在巨大的缺漏，造成信息的失真和遗漏，无法形成系统的档
案信息库。许多资料都是由保管不力造成的，信息流失和资料缺失
会对整个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2]。 
2.3 有关部门对城建档案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 

有关部门对城建档案的重视程度不够，也是导致档案在收集保
管过程中存在披露的重大原因。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对于档案收集和
管理的重视程度，让城建信息成为了解整个城市发展历史和发展方
向的重要依据。这有这样，才能够使整个城市按照要具有城市特色
和文化背景的方式不断进步。 
3.想要加强档案收集工作的主要对策 
3.1 争取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 

许多现实经验说明，只有得到了有关职能部门支持的项目和工
作内容，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地方性的制约和强制性的保障。
因此，想要改善城建档案收集和管理的现状，就需要争取相关组织
和部门的支持。制定统一的标准和准确的制度，使整个资料收集和
管理的过程按照固定的章程和手续办事，比如在建设单位开展施工
项目的过程当中严格要求其对于。建设的信息进行保管，与信息采
集部门进行沟通，所采集的信息具有特定的标准。不应一味的增加
信息量，对信息的储存要进行筛选，一面完善工程项目一面进行信
息储存，能够极大限度地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可以在信息储存的过
程当中进行同期的调查。极大地改善信息失真和流失的情况。建设
单位在填写业务指导和反馈单的过程中，需要与信息的储存部门进
行沟通和衔接，了解其所因应记录的信息内容，对于城建档案管理
的相关工作人员。工作性质进行了解。与工作人员定期沟通，主动
配合城建档案的构建工作，主动上交城建档案所收集的信息，了解
信息存储的标准，共同构建全面且细致的信息储存库。并向社会进
行定期的反馈和汇报。提到互相督促互相完善的目的[3]。 
3.2 增强对于档案收集和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 

增强档案收集和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就要求相关部门在聘请
档案收集和管理工作人员的过程中进行必要的岗前培训和思想教
育，使相关工作人员对于档案的收集和管理工作拥有正确的认识，
了解档案收集和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具备档案收集和管理的专
业知识和职业技能。通过利用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和了解传统的信息
储存形式，将二者相互融合，达到档案收集的标准。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建档案在完成储存之后，作为城市储存管的产量成
为一种信息的储存方式，在今后查阅档案信息的过程当中成为了吸取
城市发展的经验和了解城市主要成就的重要文本依据。它是增强馆藏
储存量的重要形式，也是突出整个城市发展特点和借鉴历史性建设方
式的重要手段。在对档案的收集过程中，能够了解城市发展的进程，
是城市想要取得进步和后期发展方向制定的重要参考依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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