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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视域下自然资源档案数字化管理策略研究

刘 璇

曲阜市自然资源管理服务中心 山东济宁 273100
摘 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背景下，资源共享理念已经在社会各界达成共识，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和共享，有助于带来

更加可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作为自然资源开发和保护中所产生的档案资料，自然资源档案总量急剧增长，

新时期应积极引入现代化技术手段，实现自然资源档案数字化管理。但是，受诸多因素影响和限制，现阶段自然资源档案数

字化管理中仍有很多不足之处，亟待优化改进。本文基于资源共享角度着手分析，在把握自然资源档案内涵与特点基础上，

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自然资源档案数字化管理，提升档案管理效率的同时，深层次挖掘专业档案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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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igital management strategy of natural resource arch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sharing
Xuan Liu
Qufu City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Service Center, Jining, Shandong Province 273100
Abstract: Under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concept of resource sharing has reached a consensus in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By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and sharing of resources, it helps bring significant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As the archival records generated from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total volume
of natural resource archive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introduce modern technological
means to achieve digital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 archives. However, due to various factors and limitations,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digital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 archives, which urgently requir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sharing to analyze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digital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 archive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resource archives,
practical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digital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 archives. This includes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archival management and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value of professional archives at a deep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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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然资源档案在国家档案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推进其

数字化具有重要意义。2018 年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后，林

权登记、水资源调查及确权、建设规划及海域资源管理等职

能合并归入国土资源部门，重新组建自然资源部。职能的调

整、机构的撤并，给信息资源共享视角下自然资源档案数字

化管理带来了新情况、新挑战，迫切需要立足新的职能架构，

针对其特点，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这项工作。

一、新时期自然资源档案的特点和意义

自然资源档案，主要是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在工作活动中

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

声像、电子文件、实物等不同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加强

自然资源档案的管理，便于实现自然资源最优化配置，提升

档案服务效能，为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就自然资源档案的特点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1.范围广内容类型多样

自然资源档案涵盖的内容丰富多样，覆盖范围较广。机

构改革后，自然资源部门承担着更多的管理职能，包括了城

乡规划管理职责、国土资源局职责以及林业发展等部门职责，

因此，自然资源档案管理工作要求较高。

2.档案载体多样

主要是指自然资源档案资料载体包括了声像材料、文字

材料、图像材料和实物等，同时还有很多电子档案材料。这

些材料中，主要是记录了资源保护、资源开发、资源利用和

生态修复、城市规划建设等档案材料。

3.地域性较强

自然资源档案是依据不同行政区划为单位，形成更具地

域性特点的自然资源档案资料。其中包括自然资源调查监测

评价、权属确权等级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等内容，有助于为

资源开发和使用提供支持，协调解决矛盾冲突，应用价值较

高[1]。

二、资源共享视域下的数字档案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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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共享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原本

闲置资源被盘活，资源利用效率得到优化[3]。资源共享成

为社会发展的热点，改变了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生态环境。新

修订档案法对档案信息化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分别对电子档

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推进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电子档案

的移交和检测、数字档案馆建设、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

台建设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4]。近年来，自然资源档案管

理相关部门相继建立了一批数字档案室，确保国家级电子

（数字）档案室系统项目建设精准落地。

资源共享视域下数字档案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档案

利用，公共档案数据的开放以及同类档案数据的聚合利用都

更利于发挥数据的价值。将区域数字资源和档案资源融合起

来，在提高档案管理数字化水平的同时，将档案资源利用融

合到档案利用中去。

三、信息资源共享视角下自然资源档案数字化原则

标准化是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手段，统一标准规则是实现

自然资源档案信息共享交流的前提和基础。具体说，自然资

源档案数字化应根据《录音录像档案数字化规范》《纸质档

案数字化技术规范》《档案数字化流程与规范》《数字档案

馆建设指南》《档案数字化光盘标识规范》《数字档案 COM

和 COLD 技术规范》等，作为其档案数字化及信息资源共

享的基础和保障。机构改革后，基层自然资源部门下设自然

资源监督执法股、行政审批股、土地利用管理股、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股、耕地保护股、矿产资源管理股、地质勘查储量

股、测绘管理股、规划股，以及办公室、人事与财务股等，

信息资源共享理念下自然资源档案数字化涉及文书、科技、

业务、声像等各个门类，需要将档案进行拍摄扫描、胶片录

入、去噪等，将单一、零散业务档案整合起来，进行数字化

信息采集、录入、上传，这就需要各个部门与档案管理部门

之间通力合作、协同作战，共同推动自然资源档案数字化建

设与管理[2]。

与传统档案管理或档案数字化管理不同，信息资源共享

视角下的档案数字化管理更为复杂、要求更高，面临的非传

统安全因素威胁也更大。因此，确保数据安全至关重要。应

采取先进技术手段和严密管理机制，做好自然资源档案数字

化安全管理，避免档案信息泄漏或被篡改，确保数据安全。

四、资源共享视域下自然资源档案数字化管理有效措

施

1.多举措推动数字化建设

不断增强自然资源档案管理能力。就网络控制下的自然

资源数字化档案管理系统来讲，必须通过数字化建设推动自

然资源档案共享性发展。自然资源内部档案管理层面，建议

全面推动信息化向数字化转型。同时，增强档案管理可靠性。

加强自然资源档案管理所具备的可靠性，需要结合相关标准

严格要求硬件的组成以及磁盘阵列产品的结构，夯实数字化

档案管理系统功能更新的基础。同时，磁盘阵列需要多元化

保护级别，确保系统功能，让数字化档案管理系统相关数据

拥有安全性基础。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档案局 8号令《机关文

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结合自然资源

档案管理部门实际工作，强化档案信息化管理逆向思维，协

同档案利用需求思维，制定自然资源档案管理部门信息化材

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的具体实现要求，增强档案管理的规

范化水平，做到“应收尽收、应归尽归”[3]。

2.建立档案数字化共享联动机制

信息资源共享视角下自然资源档案数字化建设与管理

需要树立一体化“大档案”理念，组建由分管副职为领导小

组组长，档案部门负责人为副组长，各内设机构股室负责人

为成员的自然资源档案数字化工作领导小组，为档案数字化

提供有力组织保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要职责是确立

自然资源档案数字化资源建设原则、政策、方法；组织协调

各科室档案数字化资源建设；制定自然资源数字化建设标准

规范；建立自然资源档案数字化建设管理平台；推动系统内

各个共建股室部门间档案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工作。

3.设立档案数字化资源管理平台

在政策法规方面，将推动数字档案馆建设工作纳入自然

资源档案规范化和建设方案范畴，对于不同部门所产生的档

案资料，应分门别类地自动化录入和归档，并将自然资源档

案管理信息网和政务网、办公网连接，实现信息资源传输和

共享，提升档案资源利用率。积极收集和整理数字化档案资

料，建立自然资源业务档案数据库，确定自然资源档案数字

化建设和管理标准，同原有的档案管理系统有效衔接，实现

数据信息的高效、安全存储，避免数据丢失。需要注意的是，

为了保障档案信息安全，应明确各级档案资料查询、利用等

级，依据等级来提供对应的档案信息和服务。

4.注重档案数字化资源共享利用

“十四五”时期，我国自然资源档案信息化建设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政府及档案主管部门都更加重视自然资源档案

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提出要加快数字档案馆（室）建设，

以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社会共享目标。目前，应依自然资源档

案特点及实际，首先结合自然资源档案数字化信息资源内容，

将实用性强、价值高、查用频繁的自然资源档案率先进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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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力求做到知识聚合、服务亲民，提高档案数字化可用

性、可读性。此外，注重自然资源部门纵向联系，以及与本

级档案管理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借助对方网站平台，建立

联动机制，扩大自然资源档案数字化社会影响力，方便查询

利用。此外，对确权登记、执法监察等保密性相对较强的档

案资料，严格做好档案数字化安全保密工作，设置身份认证、

数据备案等技术手段，履行相应的查询、利用手续，做好自

然资源档案安全保密工作，防止涉密信息泄漏，确保档案安

全[4]。

五、结论

综上所述，资源共享背景下，积极转变自然资源档案管

理理念和方法，强化数字化思维，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来提

升自然资源档案管理水平，便于提升档案资源利用效率，发

挥自然资源档案潜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新时期档

案管理的现代化，对于我国的档案事业发展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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