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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互联网 +”时代的高校档案管理工作探讨

张宁

黑河学院  黑龙江黑河  164300

[ 摘  要 ]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互联网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在 2015 年国家推出了”互联网 +”发展战略，而在这瞬息万

变的环境下，国内高校的档案管理如何根据自身发展做出符合时代发展的跟变，紧跟“互联网 +”这股潮流，是当下高校档案管理者需要关

注并解决的问题。而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尝试以“互联网 +”的角度去分析当下高校档案管理，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意见，

以帮助高校更好的开展档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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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 2015 年来国家提出“互联网 +”国家战略发展以来，

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速度更加迅猛，信息及数字化成为了当下众多

行业所共有的特点。而在这种背景下高校如何紧跟时代发展进行档

案管理工作的相关变革成为了其需关注和的事情。高校档案管理人

员如何将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化与当下的信息技术进行有机融合以

跟上时代的发展，提高工作效率也成为了未来工作的中心。

1�面对“互联网 +”高校档案管理挑战与机会并存

1.1�“互联网 +”背景下档案管理的机会

1.1.1� 借助“互联网 +”技术进行管理工作方式的革新

相比于手工工作效率，计算机的工作效率无疑是十分高的，而

将计算机技术运用到高校档案管理工作上可以大幅简化档案管理的

工作难度，提高工作效率，将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时间腾出来进行

更有意义的工作上去。在原来，档案管理工作主要是通过人工进行，

譬如调阅档案这以工作，需要工作人员进行手工检索，耗费时间长，

效率低且准确性无法得到保证。而在引入互联网技术后通过电脑进

行关键字词的输入检索就能直接调出所需要的档案，极大的提高的

工作效率及准确性。在原来的档案管理中进行档案管理主要通过对

文字、声像分离的模式进行，两者难以进行整合管理，而在引入互

联网技术后则可对两者进行整合管理，且档案的遗失率大幅降低。

1.1.2� 借助互联网技术拓宽档案管理服务空间

作为新的技术，互联网技术可以对档案管理的整体服务水平进

行一个提高，从而拓宽了可服务的空间范围。在原有的档案管理模

式下，档案工作主要是解决用户的查询等需求，工作量大，工作质

量低，工作范围狭窄；但在引入互联网技术后将档案信息与互联网

技术进行有机融合可以大幅拓宽档案管理的服务空间及服务效率。

1.1.3� 借助互联网技术可提高档案研究的时效性

在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下记录的档案大部分都是陈年往事，也

就缺乏‘’时效性”这一说，但在引入互联网技术后档案研究工作

录入系统后就能同步发布在制定网上，不同地区的人们就能直接查

看，该种技术大幅提高了档案研究工作的时效性，加速了研究成果

的推广，让空间与时间不再成为档案研究成果推广的限制因素 [1]。

1.2�“互联网 +”背景下档案管理工作的挑战

随着“互联网 +”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也紧随其后，

在人们的生活中信息技术的应用随处可见。而在档案管理具体工作

当中不管是管理方式或者方法都需要进行革新：

（1）原有的档案管理工作主要是对档案进行收集整理等工作，

以藏为主，以用为辅。而在“互联网 +”的发展背景下，原有的传

统管理模式需要转变原有的管理模式，让档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当下各个高校的档案管理工作内容大同小异，但在管理执

行标准上差别却较大，而这种差异性较大的标准使得档案管理呈现

较为混乱的现象。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上各种信息资

源整合媒体争相涌出，而在这种环境下，高校的档案出现了电子档

案——即档案信息化。借助计算机技术可将原有的工作流程搬到网

上，使得档案管理工作无纸化。

2�“互联网 +”背景下对档案管理工作的建议

2.1� 转变原有思想观念，紧跟时代发展

基于“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的高校档案管理者需要对原有的

传统管理进行转变，学习信息技术，培养互联网思维，将新的技术

与现有的工作结合起来，提高工作效率。高校档案管理负责人员需

要开辟新的渠道来辅助进行档案的管理工作，适应管理对象的改变，

从原有的“以藏为主”转变为“以用为主”[2]。

2.2�� 加强培训提高管理者的工作素质

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的技术及思想观念争相涌

现，人们的价值观念受到现有的技术冲击也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

现有的高校档案管理工作在引入互联网技术后不论是管理模式、工

作内容及管理对象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那在这种环境下的档案管

理人员要满足工作要求就需要对管理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以保证

其能顺利的进行档案管理工作。

2.3� 加快档案数据信息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上的信息集合媒体越来越多，这

种跨越时间及空间就能了解想要的信息的技术迫使着档案管理进行

改变，原有的实体化档案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对档

案进行信息化是当下高校档案管理需要进行的，通过互联网技术将

档案信息化，大幅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使得档案查阅避免了空间及

时间的制约，提高了档案研究时效性，加速了信息的传播。

2.4� 拓宽档案管理服务范围

基于“互联网 +”技术与档案管理的结合，高校档案管理人员

的服务意识需要进行改变，提高服务水平以将档案的价值更好的体

现出来。针对不同客户的个性化要求制定差异化的服务，以提高客

户满意度。

2.5�“互联网 +”背景下的档案信息安全防范需加强

在原有的档案管理中的安全主要是针对实体书籍的安全防范。

而在“互联网 +”背景下随着档案数据信息化，对于档案管理也就

为网络上的安全防范。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档案的泄露问题，对于

一些较隐秘的档案信息，“互联网 +”技术的出现使得其泄露的风险

大大增加。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加强对网络安全技术的设置，保

证隐私档案的安全 [3]。

3�结语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国家的大力支持，对于高校而言档案

管理无论是管理对象、工作模式及内容、管理标准等都在发生着重

大的变化，而只有改变原有思想加强自身管理建设，才能更好的在

变化中提高档案管理的工作质量及效率，发挥档案管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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