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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与网络技术的发展,高校与政府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已然不能满足社会的

需求。本文首先通过问卷调查结果介绍了高校与政府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接着基于人才激励

理论、数据挖掘技术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高校与政府的档案管理工作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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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network technology in China, the traditional archives 

management mode of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of the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s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and then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talent incentive theory and data mining technology,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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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高校与政府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已

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的需求。为了解决高校与政府在档案管理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将以人才激励理论、数据挖掘技术提出相

应的对策建议。 

1 高校档案管理工作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1.1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笔者近期在河北部分高校以随机问卷的形式,进行了对高

校档案用户需求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学生群体、教职工群体

以及查阅高校档案的社会群体。共发放了300份问卷,回收270

份有效问卷。本问卷针对河北部分高校档案馆的使用者展开,

涵盖了使用者基本信息、查阅目的、查阅习惯以及功能期望四

大维度。 

根据问卷信息统计,73.3%的用户表示所在高校建有档案馆,

而其使用主体是在校生,占到了85.19%,列于第二位的是毕业生,

占比7.78%。由此可知,使用档案的主要用户还是本校人员,并且

档案馆的设立,受益 大的是在校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校

生需要查阅 

本校的历年考试真题、校发文件,另一方面是毕业生需要返

校补充在校期间缺少的成绩信息、党团信息以及获奖信息。而

企事业单位人群、退休人群、政府人群较少查阅档案。综上说

明高校档案馆的基建有待提高,拥有档案馆的部分高校面向于

社会服务的档案共享业务较不成熟。 

根据调查结果,52.59%的用户不了解高校档案馆,只有

13.7%的用户表示对档案馆很了解,我们推测这些用户是在

校生以及与学校档案馆有业务往来的群体。以上说明高校档

案馆的社会影响力较低,需要采取妥当方式进一步提高高校

声誉。 

对于用户使用目的而言,主要以个人事务和学术研究居多,

合计占比62.79%。这说明档案馆对此方面的利用工作较为成熟。

但是宣传教育、编史修志分别占比2.22%,4.07%,说明档案馆在

此方面的工作不够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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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查阅方式统计 

根据图1信息可知,用户倾向于使用网站查询以及来馆查询

服务,分别占比61.25%%,25%。由此可知,在信息化及网络化高度

普及的时代,社会公众在寻求档案馆服务的时候,可能会受到地

域、时间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通过信息化、电子化的方式查

阅档案便成为 直接有效的解决途径,而线下来馆查询的人群

可能因为档案保密性的要求,需要实地查询。采用电话咨询方式

查阅档案的人群占比7.5%,可能由于档案馆服务热线的公开度

以及高校声誉并非很高造成。以上表明档案的远程查询功能及

电子化建设需要管理者重点开发建设。 

 

图2 档案馆提供的服务 

基于图2分析可知,用户倾向于使用远程查询来查阅档

案,因此针对功能期望而言,线上查询便成为用户 倾心的

服务。根据统计数据可得,线上查询以及信息咨询,分别占比

32.12%,27.98%。因此加快档案数字化进程,提高档案利用率成

为了亟需解决的问题。 

1.2对改进我国高校档案管理的建议 

1.2.1进一步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完善管理机制,出台具有

高度统一性的标准规范,为高校档案归档管理工作提供依据。建

立健全档案信息监管制度体系,有序进行档案归档和管理工作。

完善档案安全管理制度,合理选择存储设备、安全管理设施,安

排人员定期检查档案的设备使用情况。 

1.2.2动态界定范围、准确鉴定价值。较为有效的方法是依

据档案管理工作内容,将高校各部门与档案之间的关系整理清

楚,从管理工作全面覆盖的角度出发,将档案管理工作与各部门

的职能联系起来。归档的重点是本校本院发布的全局性、综合

性的文件材料,不需要归档的材料。 

1.2.3创建在线归档的模式。将高校档案传统的纸质文件转

换成电子文件,通过互联网向档案馆进行在线归档。信息化线上

归档可以提升档案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也要求人事管理人员在

档案管理中,需要积极主动地学习计算机管理软件。但是,针对

高校档案中涉密、内部不予公开的文档,需按照文件的保密管理

规定,实施在线归档。 

1.2.4完善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应完善激励机制的考核体系,

这是高校档案管理人员激励机制的重要一环,属于人力资源管理

的复盘环节。[1]档案部门向来处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下运作,至今

仍存在思想观念陈旧,墨守陈规,饱食终日,不思进取,无所作为,

应变能力不强,竞争力不高等现象。高校应成立激励机制考核小

组,对激励机制的形成、实施、效果等进行全程追踪与监督。 

2 政府档案管理工作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2.1管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2.1.1政府对档案管理重视程度不高。政府的工作内容繁杂,

因此领导者普遍认为档案工作与日常工作联系不紧密,档案管理工

作经济效益低且费时耗力。由上至下的错误观念,导致档案管理人

员履行工作职责态度较为欠缺,档案管理人员挂名现象也十分普遍,

档案管理工作有时过于形式化,没有真正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2.1.2政府档案管理体制不够完善。过去政府档案管理遵循

着“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组织原则。“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

思想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克服了档案分散保存和档案工作各自

为政的弊端,影响深远。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政

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该体制的弊端逐渐凸现。 

2.1.3政府档案管理信息化程度低。当前政府档案管理还存

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人工操作的档案管理极易导致管理工作出

现漏洞,对日后档案资料的查阅、使用带来不利的影响。尽管部

门应用了计算机设备,但在档案管理中只注重档案的检索与统

计,无法实现档案信息的共享。[2]因此,档案管理部门应摆脱“重

藏轻用”的旧观念,高度重视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加强

信息服务意识。  

2.2对改进我国政府档案管理的建议 

2.2.1加强档案馆基础设施建设。首先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和

政府领导重视,将档案馆基建纳入政府工程规划中。其次更新或

新建的档案馆应符合档案管理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服务提供有

力的硬件支持。 

2.2.2加强机关档案室建设。机关档案室保管着政府重要的

文书档案,其建设应作为各行政单位的重点规划。各行政单位主

管领导要意识到档案管理的重要性,争取相应的财政资金,大力

加强机关档案室建设。 

2.2.3加强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数字化建设是今后主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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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趋势,档案馆翻新或新建以数字化为指导是未来档案馆的主

要建设方向。因此首要是加强档案馆机房的数字化建设,再着眼

于档案馆的数字化基础建设。此外,部署强大的数字档案馆管理

系统,实现电子档案的长期安全保存。 

2.2.4完善档案管理人事制度。首先需要完善政府档案管理

人员招聘制度,实现有效管理的基础是拥有一批优秀的人才,因

此需要扩大政府档案管理人员的招聘数量,特别是招收对口专

业的毕业生,使政府档案管理人员具有专业性。其次完善政府档

案管理评价机制,从而减少档案管理人员的流动。 

2.2.5精神激励岗位激励相融合。在政府实施档案管理人员

激励计划中,可以将岗位激励作为重要的激励计划之一。根据档

案管理人员职业特点与定位,为其规划好未来职业发展走向即

晋升路径。此外应合理规划效绩考核与公开表彰的时间,让相关

工作人员拥有阶段性的获得感,从而增强工作积极性,实现人才

激励效果、提高政府档案管理地高效性。 

3 进一步改进档案管理工作的建议 

3.1加强推进高校与政府档案管理电子化发展 

3.1.1档案电子化建设的发展现状。大数据时代,信息的种

类和形式越来越丰富,电子文件的数量也以指数式激增,传统的

档案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当前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各行各业

亟需有效对策以管理如此庞杂的数据库。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

发展,数据挖掘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数据处理方式,利用大数据

中的模糊记忆与随机数据,进一步选取符合人们需求的数据。笔

者认为,若将这种技术应用到高校与政府的档案管理工作中,对

其档案管理中的高效存储并利用数据信息环节具有重要意义。 

3.1.2技术概况。数据挖掘是通过仔细分析大量数据来揭示有

意义的新的关系、趋势和模式的过程,融合了人工智能、数据库技

术、模式识别、机器学习、统计学和数据可视化等多个领域的理

论和技术。[3]它是挖掘有效价值信息的一种方式,是在大量、模糊、

有噪声、随机的应用数据中挖掘出人们感兴趣的数据信息,通常这

些数据都是隐讳的、未知的。然后再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做出合

理的归纳总结,得到人们需要的数据信息,帮助人们解决问题。 

3.1.3高校及政府档案管理电子化建设的必要性。(1)方便

档案信息存储入库。数据挖掘技术能够迅速将数据库中的信息

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分类,帮助高校及政府档案工作人员在档

案库中迅速找出所需的档案信息,并且提升效率,达到提升档案

管理的归类速度以及检索速度的作用。(2)高效利用档案信息。

数据挖掘技术能够根据高校及政府借阅者的搜寻信息,为他们

推荐可能所需档案的数据信息,针对性的分析提升了用户获取

数据信息的时间,帮助借阅者解决自己的难题,同时实现了对档

案数据信息的高效利用。 

3.1.4技术理论与设计。(1)数据可视化。通过数据挖掘技

术获取到的大量数据需要经过优化存储,数据可视化则是数据

挖掘的重要辅助技术,传统情况下,它能采用数据图表或散点图

的形式直观地表述数据的特征,这些方法在小数据集中能够应

对。但在大规模的档案管理数据可视化中,特征提取和几何建模

等方法能够在实际数据呈现之前大大减少数据大小。在此基础

上,不断开发不同的可视化数据处理方法,增加数据维度,优化

决策的流程,是未来数据可视化的发展方向。(2)决策树算法。

决策树是数据挖掘中的分类算法,它能把某一个随机事件根据

类标点分成两类或者多类,通过收集到的大量训练数据建立分

类模型,来预测随机事件来发生哪一种可能。 

其中的CART分类回归树算法是目前较为成熟的算法技术,

它基于基尼(Gini)系数 小化准则来进行特征选择,构造分类

模型,将档案的数据样本不断分为两个子样本,使得生成的每个

非叶子结点都有两个分支,生成二叉树。其中基尼系数代表了模

型的不纯度,基尼系数越小,则不纯度越低,特征越好。 = 1
=1 ( − ( )) ²

 

= =1 ∗ 1 − = 1 − =1 ( )²
 

4 结语 

在信息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加强档案馆基础建设,提高档案

数字化进程,增加管理人才数量,进行合理的人才激励等措施能

够保障档案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传统的纸质档案管理模式在

信息化时代初露弊端,具体表现为实体档案的不可再生性。政府

与高校档案的数字化改造是大势所趋,充分利用数据挖掘技术

提高档案管理的归类速度以及检索速度的优势。不断开发不同

的可视化数据处理方法,增加数据维度,优化决策的流程,既保

护数据安全,又提高数据利用效率,是未来数据可视化的发展方

向。此外,作为档案工作者,应当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积极

努力,在档案管理的数字化改造中努力创造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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