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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社保档案管理电子化的几点思考

文杰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010010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参加社保的人数逐渐增多，相应的社保档案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给社保档
案的管理带来了一些难度。目前，随着计算机网络信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社保档案管理方式效率较低，无法
实现社保档案的管理，本文介绍如何针对大数据时代社保档案管理的优化进行分析，旨在提升社保档案管理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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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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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number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security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the number of the corresponding social security files is also increasing, which brings some 
difficulties to the manag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files. At presen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ecurity file management mode is of low efficiency, which can not realize the manag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fil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how to analyze the optimiz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file managemen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iming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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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办理参保登记、基

金征缴、关系转移、待遇支付等社会保险业务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具有保存和有价值的文字材料、电子文档、

图表、声像等，这些不同载体的历史记录，也是我们平

常是的社会保险业务挡案，简称“社保档案”。社保档

案是单位和个人参保缴费的历史见证，也是满足社会保

障条件和领取社会保障福利的主要依据。在“记录一生、

保障一生、服务一生”的社保管理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核

心地位和凭证作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

时代的到来，以前的社保档案主要采用纸质管理模式，

现在逐渐走向电子化管理模式。

一、社保档案管理电子化优点阐述

第一，提高社保档案管理效率，实行电子化管理步

骤简单化，当查找档案、调配档案时有关人员仅用手操

作鼠标就能解决.但是，如果传统的文件若想查找的话，

先要办理登记，找到档案所在的空间位置，再拿出来翻

阅档案，最后将档案放回原处，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不仅

浪费力气也浪费时间。因此，与传统的档案管理相比，

人们更乐意采纳电子化管理的方式，促进了社保管理基

础的优化，节省了档案管理成本，也加快了档案信息对

外开放服务的速度。第二，提高社保档案管理的弹性和

机动性。档案电子化管理不需要专门的库房来存放档案，

而是以电子的形式存放在电脑上，为了维护电子化文件，

只需要定期更新相关的程序和数据库，更新和杀毒，并

正确解决这些方法引起的问题。但如果换成纸质档案，

相关工作人员应定期对存放档案的房间进行干燥、除臭、

消毒，必要时还要灭鼠等，这样才能阻止档案发潮、发霉、

受损，因此实施电子化管理确实能提高社保档案管理的

弹性和机动性。

二、大数据时代社保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1. 对社保档案不够重视，人力物力匮乏

领导层对档案的管理工作缺少关注，认为这对单位

的考核影响较小。员工面临繁重的任务，没有足够的时

间来存储各种类型的数据。档案室条件简陋，面积狭小，

欠缺计算机、扫描仪等电子工具，存管电子化寸步难行；

对社保挡案相关规定以及ISO9001等管理规范视若无睹，

尚未建立完整的管理体系。由于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

长期留任、工作效率以及兼职员工的专业水平往往较低
[1]。

2. 社保档案管理人员综合素质不高

在社保档案管理工作中，档案管理人员非常重要，

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但是，

目前的社保档案管理人员没有受过专业培训，在日常档

案管理任务中与相关部门没有联系。此外，基层社保档

案管理机构的薪资水平较低，也难以吸引到优质人才，

这也是导致现代化信息技术难以融入基层档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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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

3. 影像化程度低

各个科室自行采集、整理自己的业务档案，并采用

纸质的手工管理。不利于进一步检索、核查、统计及使

用等。效率比较低，有可能出错。一般不支持纸质版本

的文件，文件管理安全性相对较弱，永久损坏的可能性

很高。若出现出错、缺失档案，业务经办的流失断然会

缺少原始依据难以纠正，对社保经办严肃性、连续性影

响较大，因此社会保障部门的可持续发展备受限制了。

4. 数据库共享方面存在问题

员工人事档案属于退休办理主要依据及养老待遇调

整原始的主要保证，是属于社保核心构成，与工龄长短、

退休的时间、养老待遇高低与否等均密切相关。由于形

成的时间比较久，涉及的企业较多，情况十分困难，流

动性高、材料大、数量大等，管理标准难以制定，名义

上的档案管理不够。有时这会对员工的自身利益产生巨

大影响。无法及时清理和限制，复制的源数据没有规范

化级别，档案计算机咨询目录尚未建立索引，员工影像

完整档案未纳入总体工作计划，相应档案管理系统软件

尚未开发 [2]。

5. 职工人事档案零电子化

目前，社保的一体化综合系统档案模块虽已要求扫

描人事方面档案，但在实操期间，依然存在需扫描资料

但却未扫描或少扫描等情况，只是依靠着单一纸版的档

案，该系统不完全的扫描会导致档案缺失，陷入被动的

局面。在员工档案中，关键资料不完整，如果需要查找，

只能找到文件的纸质版的档案。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

钱，并且很容易检测到错误。企业管理系统未安装员工

个人档案共享系统模块，无法与社保网交换共享个人档

案。

6. 档案备份、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易造成数据泄

露

社保数据的备份工作，重要文件在存储过程中丢失

的几率很高。案件管理责任以批评警告为主，没有奖惩

机制。《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和《刑法修

正案》对数据查询、网络服务时提出了明确的信息安全

要求，但仍然不受调查、复制和社会分发的限制。不科学、

毫无根据，会对社保电子记录的隐私和参保群体的信息

安全构成隐患。

三、大数据时代社保档案存管方式电子化措施探究

1. 提升重视度、注重制度保障的完善化

借助多种宣传渠道、手段，确保各级领导均能够高

度重视社保档案的电子化管理，因为电子化管理融入了

社保档案方法，充分解决人员与资源的紧张问题，为实

现社保档案的电子化管理提供便利条件，因此逐步完善

化社保业务的档案收集整理、立卷归档、存储、移交、

利用、保密、鉴定及销毁各项制度，有助于建立有效的

运作机制，它应该类似于接收和存储电子文件的文件管

理器。内设科室，需配备一名兼职人员，主要负责科室

档案采集整理及移交各项工作。

2. 加大专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首先，为了保障社保档案电子化建设顺利开展，要

强调和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社保档案管理机构要与

区域管理部门的综合管理部门紧密结合，形成专业培训

机构，吸引足够的专业人才进行培训，培训的课程内容

是社保档案信息管理领域的知识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知

识。其次，在训练过程中，要不定时地对培训对象进行

考试和考核，了解每一个人的学习素质、心理素质和身

体素质，然后挑选出最精英的人才组成一个团队管理档

案，让其中每个人在社保档案电子化管理中发挥关键性

作用，在有问题出现时都能根据自己所学到的专业技术

来解决问题，从而确保社保档案电子化管理健康运行、

安全发展。

3. 采集基础数据、影像化业务档案

本着档案管理员采集、谁采集则由谁影像化这一基

本原则，随时收集和复制文件的原始纸质版本。所有类

型的内容，包括固定数量的页面，都属于从单个存档提

供的移交单元，移交给综合的档案室。在次年初期，应

当把本科室在上一年业务资料做好全部移交处理工作；

纸质版档案的目录数据内所有文件，都需要一个以扫描

文件编号命名的唯一的档号，用档号来命名经扫描后图

像文件。

4.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档案信息资源共建与共享

这一步的问题是与社保档案管理功能不共享信息资

源，各个区域的社保档案管理相对独立，信息收集相对

封闭，难以实现影响价值收集主动性的资源分配。因此，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保档案管理应逐步实现信息资源的

共享。大数据技术正被用于协同创建和共享内容，例如

社会保障关键文件和地方层面改变就业的职业培训文

件。在以往的基层社会保险档案管理中，信息比较私密，

更重要的是，信息非常难找。对社保主体档案，利用大

数据技术，实时查询社保档案基本信息，实现跨地区、

跨部门的数据信息共享，充分发挥社保档案的社会价值。

就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档案管理来说，利用大数据

技术打造信息共享平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档

案纳入统一数据库，实现地方就业办公室的一体化管理，

通过单一数据库直接查看文件信息。在建立统一的数据

库和信息交换平台，可以有效地利用业务培训记录中的

现场分配。这不仅提高了办公室工作水平，也为农村就

业系统提供了信息支持 [4]。

5. 严格管理人事档案，设计推行共享式联网数据库

软件

采用分类方式组织数据档案，建设网络搜索系统及

资料借阅管理系统，逐步提高管理效率。学习专业的文

件捕获和复制经验，聘请适当的管理人员，在规定时段

内扫描数据库中的所有人事档案，创建完整、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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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的人力资源数据库。需要加强事后数据管理，新员

工入职必须通过审核，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录数据。升

级信息检索技术，将文件系统与社保企业管理平台信息

联动，使目前的离线搜索和网页搜索升级为搜索和智能

网页检索。

6. 维护好业务办理平台的软件，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严格操作社会保障信息系统，规范所有分析记录，

不记录分析案例。复制文件后，使用管理软件将电子管

理系统与企业社保系统联动。通过在您的个人数据库中

检查所需信息并在页面上记录和保存纸质文件，可用于

处理社会保障问题，这提高了业务流程的效率并降低了

出错的风险。参保单位可随时提交电子档案，由社保进

行初选，及时准确地收集信息，降低收集信息的复杂性。

在线平台可以展示公司在此过程中的进展情况，候选人

可以随时了解最新信息。

7. 大数据时代下加强社保档案信息风险管控能力

社会保障信息档案管理应以保护档案信息为重点。

在传统的社保档案控操作中，以手动控制为主，文件信

息的存储以纸质格式为主。然而，纸质文件不仅难以管

理，而且还受到存储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无法保证社

保档案安全的情况下导致文件损坏。这种威胁可以通过

使用大数据技术来管理社保档案来防范。但是，在数据

管理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安全管理。应特别注意备份文件，

利用防火墙技术防止文件管理数据库入侵，并进一步改

进风险管理和社保档案以增强安全性。检查社保档案容

量信息。

8. 提高档案电子化管理的安全性

社保档案电子化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无法保证存

储信息的 100% 安全，也无法完全消除信息丢失或泄露

的可能性。为了实现档案电子化管理良性发展的目标，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确保信息安全。第一，信息的完整性，

以清楚地反映文件的创建者和修改者。第二，有效地管

理文件保存和上传权限。第三，要能验证签名是否合法，

验证不通过的，必须由工作人员及时登记并通知。这是

必要的，为要做到鉴定过的档案信息，如失去保存价值，

就要在可控的前提下及时进行销毁。在如今的电子化条

件下，所有数据都会遇到一个安全问题。近年来，信息

泄密案件时有发生，涉及各行各业，给家庭和社区造成

无法弥补的伤害。因此社保档案记录的参保单位和参保

个人的重要信息涉及到每个人的隐私问题和权益问题，

因此要千方百计确保信息数据不能被改变和遗漏。一是

要形成合法的应用制度，给电子化建设创建一个安全、

统一、标准化的管理环境。二是提高科技安全水平。建

议对文件进行分类，以提高管理水平，完善监管限制和

访问控制，有效防止未经授权的信息访问。三是工作人

员要及时应对各种问题，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

提高存储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改进和修改和操作保

护软件，完善报警系统。

四、结语

总体而言，社保档案的管理关系到我国社会保障体

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发展，应引起各级领导和全社

会的高度重视。电子化文件是提高社保档案检查的唯一

途径。但不足的是，社保档案电子化的发展还没有开始，

距离广泛的标准化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要不

断提高对社保档案管理的要求，全面支持电子化管理模

式，广泛采用最新的档案管理信息技术，提高社保档案

管理的质量和水平，确保管理安全有序，更好地保护保

险公司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这将是大数据时代发展

社保档案电子化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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