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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信息化与数据管理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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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据管理工作逐渐被提上了日程。而在大数据时代，档案信息的数量和种类都在不断增加，

为了让档案管理工作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脚步，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完善与发展，就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档案信息进行管理。

本文通过分析大数据时代档案信息管理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档案信息化与数据管理协同发展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利用大

数据技术加强档案信息管理工作、将数字档案馆建设作为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重点以及提高档案信息化水平等建议，以期能

促进大数据技术与档案管理工作的协同发展，推进我国档案工作向着现代化、规范化与信息化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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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档案信息化建设是提高档案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能

够促进档案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数据管理是推进档案信

息化的基础工作，实现档案信息化与数据管理的协同作用，

能够使档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得到有效提升。但现阶段档案

信息化建设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硬

件设备缺乏、工作人员素质不高等。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我

国档案信息化建设进程。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进一步完

善档案信息化基础设施，提高硬件设备的质量和数量，加强

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为实现档案信息化与数据管理协

同作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档案信息化的基本概念与特点

1.1 档案信息化的定义

档案信息化是将传统档案信息通过电子形式予以保存，

再通过网络平台将信息提供给用户。从本质上来说，档案信

息化指的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

使其成为一种能够被有效利用的电子文档。这种文档包括纸

质文档、电子文档和数字文档三种类型。纸质文档指的是传

统的纸质载体上所记录的信息；电子文档指的是电子设备上

存储和处理的数据信息；数字文档指的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储

和处理的各种文件。档案信息化管理模式下，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将传统档案转化为电子档案，从而实现资源共享与利

用，并根据用户需求，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理。

1.2 档案信息化的基本特点

档案信息化是一种新型的档案管理模式，具有存储量

大、易读易写以及使用方便等特点。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信息资源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

的重要资源。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档案管

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必须对其进行改革与创

新。档案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解决传统档案管理

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对档

案信息的需求，同时也是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规范化以及

标准化的必然趋势。因此，要充分发挥档案信息化对社会经

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2. 档案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和方法

2.1 档案数字化技术

在档案信息化的过程中，利用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

等技术，将传统档案转变为电子档案，使其以数字形式保存，

并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这种技术手段将传统

档案数字化，对其进行加工处理后，再将其重新组合形成新

的数据信息，并通过网络平台提供给用户使用。利用这种技

术手段能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与利用。由于数字化档案是在

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等技术支持下完成的，因此它具有存

储量大、易读易写以及使用方便等特点。在档案信息化过程

中，将传统档案数字化和数字化档案进行有机结合，能够发

挥出较高的经济效益。

2.1.1 档案数字化技术的基本原理

档案数字化技术是将传统档案转化为电子档案，并使

其以数字形式保存，再通过网络平台将其提供给用户使用的

一种技术手段。它是基于计算机、网络以及数据库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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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传统档案进行数据信息的处理和加工，将传统档案转

化为数字档案，并通过网络平台提供给用户使用的一种技术

手段。在整个过程中，首先将传统档案进行数据信息处理和

加工，使其转化为电子文件；其次对电子文件进行格式转换

处理，使其转化为数字信息；然后通过网络平台提供给用户

使用；最后通过数据库等技术手段，将电子文件中的信息提

取出来并存储到数据库中。

2.2 档案管理系统

档案管理系统是指建立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以及数

据库技术支持下，通过对档案数据进行收集、存储以及加工

等处理，并将其提供给用户使用的一种管理系统。档案管理

系统的核心功能就是对档案信息进行收集、存储和管理，其

目的就是让用户能够及时了解到所需信息。档案管理系统可

以分为两大类，即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和纸质档案管理系统。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是通过对电子文件进行归档，并将其转换

为传统形式，再通过网络平台提供给用户使用。

2.2.1 档案管理系统的功能和特点

（1）档案管理系统能够对用户的需求进行分析，并根

据用户的需求对档案信息进行存储。其功能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对档案信息进行存储；另一方面是对档案信息

进行查询。

（2）档案管理系统能够根据用户的需要，将存储的档

案信息提供给用户使用，从而实现对档案信息的充分利用。

（3）档案管理系统具有很强的灵活性，用户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要对档案信息进行查询和操作，从而实现了对传统

纸质档案的数字化处理。

（4）系统具有很强的安全性，能够保证用户信息安全。

3. 数据管理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3.1 数据管理的定义和作用

数据管理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以及数据库

技术等手段，对数据进行收集、存储、处理以及加工等操作，

并将其提供给用户使用的一种管理模式。它的作用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1）数据管理能够实现对数据信息的收集和

整理，能够让用户快速了解到相关信息；（2）数据管理能

够让用户更好地对所需信息进行查询和浏览，从而使用户能

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到所需信息；（3）数据管理能够让

用户在对数据进行查询和浏览的过程中，了解到其相关信

息，从而更好地对所需信息进行利用。

3.2 数据管理的方法和技术

在档案信息化的过程中，将数据管理纳入档案信息化

的工作范畴内，能够使档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得到有效提

升。在数据管理的过程中，主要使用以下几种方法和技术：

（1）数据库管理技术，它是指对计算机系统中的数据库进

行管理，并将其提供给用户使用的一种管理方法。（2）数

据挖掘技术，它是指从大量的数据中提取出有用信息的一种

方法。（3）数据挖掘技术和档案数据管理的结合，能够使

档案数据更加安全、更加可靠。

4. 档案信息化与数据管理的协同作用

4.1 档案信息化对数据管理的影响

在档案信息化的过程中，主要是对档案信息进行数字

化处理，并将其转化为电子文件，然后再将其存入数据库中，

以供用户使用。在对档案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的过程中，需

要对数据进行存储、传输和管理，而这些操作都需要在计算

机上进行，这样就会使计算机的存储容量变得越来越大。与

此同时为了提高数据存储和传输的效率，需要对档案信息进

行分析和处理，而这些操作都需要在数据库中进行。因此档

案信息化与数据管理的协同作用能够实现对档案信息的高

效利用。

4.2 数据管理对档案信息化的支持

在档案信息化的过程中，需要对档案信息进行收集和

整理，并将其存储到数据库中。而这些工作都需要通过数据

管理来完成。在进行档案信息化的过程中，需要对数据进行

管理和处理。在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处理的过程中，需要运用

数据库技术。通过数据管理可以使档案信息得到高效利用，

从而实现档案信息的价值最大化。

4.3 档案信息化与数据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档案信息化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档案信息化与数

据管理之间的协同作用，使两者能够相互促进，从而实现档

案信息化的最大化利用。首先，要加强对档案信息资源的采

集工作，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其次，要加强对数

据管理技术的应用，使档案管理系统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

从而提高档案信息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最后，要加强对数据

管理技术应用的宣传工作，使用户能够充分认识到数据管理

技术在档案信息化中的重要作用。

5.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档案信息化已经成为档案工作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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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趋势。在档案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档

案信息化和数据管理之间的协同作用，以使档案信息化建设

能够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在档案信息化建设过程中，

应加强对档案信息化和数据管理之间的协同作用的认识，并

对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两者能够相互促进，

从而使档案管理效率和质量得到有效提升。还应加强对档案

信息化与数据管理协同作用的研究，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

应的措施来保障协同作用的充分发挥。只有这样才能使二者

能够相互促进，从而实现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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