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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与服务模式的转变与挑战
朱小曼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在信息化社会，档案管理从传统纸质档案的存储与整理，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互联网技术推动下，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技术促使档案管理的模式与服务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从纸质到数字档案，从局部管理到全生命周期智能化管理，其技
术手段和服务功能持续优化。本文探讨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模式与服务模式的转变，分析其中的技术性内容与面临的挑战，并提
出优化策略，以推动档案管理与服务适应信息化时代日益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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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rchive management has transformed from the storage and organization of traditional paper 
archives to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Driven by Internet technology,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have prompted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mode and service of archive management. From paper to digital archives, from 
local management to full life cycl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its technical means and service functions continue to optimiz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rchive management mode and service mode in the Internet era, analyzes the technical contents 
and challenges, and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archiv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to adapt to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information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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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档案管
理与服务模式发生深刻变革。传统档案管理依
赖纸质文件和人工操作，方式单一且效率低，
易出现遗失、损坏等问题。在数字化时代，电
子档案已成为主流，其存储、传输和处理依赖
网络技术与信息化手段。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推动档案管理
进入全新阶段。这些技术提升档案管理效率，
突破物理空间限制，使信息能全球便捷存取分
享。此外，云存储与数字化技术的结合，极大
地提高了档案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有效解决
了传统档案管理中的存储不便、损坏和丢失等
问题。

一、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模式与服务模式
的转变

（一）从纸质档案到数字档案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档案管理的传统

模式发生了显著转变，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就
是从纸质档案到数字档案的迁移，该过程的核
心技术推动力来源于数字化技术，尤其是图像

处理、光学字符识别（OCR）、自动化数据采
集等技术的应用，使得传统纸质档案能够高效、
准确地转化为电子文件，进而为档案的存储、
检索和管理提供了更便捷的手段。相较于纸质
档案的庞大体积，数字档案在存储上大大节省
了空间，数字文件可以通过压缩技术进一步减
少占用的存储空间，同时还可以利用云存储等
技术实现更大范围的共享和远程访问，且数字
档案通过关键词、标签、索引等技术，能够实
现快速的查找和检索。档案管理系统通过集成
数据库和索引系统，可以支持全自动的文档检
索，不仅节省了大量时间，而且避免了人工操
作带来的错误。

将纸质档案转化为数字档案，需要通过扫
描仪等设备进行纸质文件的数字化处理，结合
针对性的扫描，可以将纸质档案转化为图片或
PDF 等电子格式文件，这一步骤依赖于高分辨
率扫描技术，以确保每一页文档的细节都被保
留下来。随后，通过 OCR 技术（光学字符识
别技术），将扫描的图像文件中的文字识别并
转化为可以编辑和搜索的数字文本。在数字化
过程中，如何确保数字档案的高质量和可持续
存储是关键问题。针对档案类型的多样性，除
了文字档案，扫描的图像、视频、音频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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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也需要采用适当的数字存储格式。常见
的文件格式有 PDF、TIFF、JPEG、MP4 等，不
同的格式根据档案内容和使用需求来选择，以
达到存储效率和文件质量的平衡。

（二）档案的云存储与大数据分析
云存储和大数据分析为档案的存储、管理、

查询及深度分析提供了更加高效和智能的解决
方案，利用高级数据分析技术，从中提取有价
值的信息，为档案的利用和决策提供支持，结
合大数据分析，企业和机构能够更好地理解档
案中的潜在信息，帮助优化管理决策，档案管
理系统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分析不同档案类别
之间的关联，帮助组织在决策时更加精准地找
到参考依据。

大数据分析技术使得档案不仅仅是一个静
态的存储库，更多的是转变为一个动态的知识
管理和信息资源平台，借助于文本挖掘、情感
分析、趋势分析等技术，档案管理系统可以对
存储的文档内容进行自动化分析，从而为政府
部门、企业和学术机构提供数据支持，帮助它
们洞察未来的发展趋势。除此之外，云存储是
指通过互联网将数据存储在远程服务器中，使
得数据的访问、管理和共享不再依赖本地硬件
设施。云存储技术采用分布式架构，将数据分
散存储在多个服务器节点上，从而提高存储的
可靠性和可扩展性。

（三）档案的人工智能与智能化管理
在人工智能（AI）技术的推动下，档案管

理正在逐步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AI 技
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涵盖了从文档分类、
内容识别、智能搜索到数据安全等多个方面，
极大地提升了档案管理的效率和精度。AI 系统
能够分析档案的使用频率、访问需求等信息，
智能化地决定哪些档案应当存档、哪些应当销
毁，确保档案管理的高效性和可持续性，AI 还
能够实时监控档案系统的运行状态，检测是否
存在异常访问行为或数据安全风险，并即时做
出响应，确保档案的安全性。

AI 技术的加持下，档案系统可以自动识别
文档内容，并根据预设的规则进行分类，基于
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NLP）等技术，AI
能够理解和处理档案内容中的关键要素，如文
本、图片、图表等，并自动将其归入相应的类别。
这不仅提高了文档管理的效率，也减少了人工
操作可能带来的错误，AI 还可以通过智能搜索
和语义分析技术，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和高效
的档案检索服务。

二、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模式与服务模式
面临的挑战

（一）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挑战
在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在

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使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面
临严峻挑战。档案的存储、传输和访问日益依
赖互联网，虽然云存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提供了便利，但也增加了数据泄露、篡改和
丢失的风险。黑客攻击和未经授权的访问成为
主要威胁，尤其云存储平台因安全措施不完善，
易成攻击目标。档案数据常涉及个人隐私、商
业机密和国家安全，保护档案数据不仅需要满
足法律法规的要求，还需依赖高强度的数据加
密技术、权限管理机制以及身份验证体系，数
据的泄露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信
任危机。

（二）技术更新与系统兼容性挑战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档案管理系统

必须不断更新和优化，以适应新的技术需求，
技术更新的速度之快使得档案管理系统面临较
大的兼容性挑战，特别是在不同技术平台、存
储格式和管理工具之间的兼容性问题。互联网
时代，新的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层出不穷，档案管理系统需要不断升级以适
应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但由于技术更新速度较
快，一些老旧的档案管理系统可能无法迅速跟
上技术的发展，导致其功能逐渐过时，无法满
足新的需求。除此之外，档案管理系统的升级
与更新往往会涉及到新的存储标准、数据格式
和操作平台。这会导致新系统与旧系统之间的
兼容性问题，尤其是在跨部门、跨平台的档案
共享和协作中，不同的档案管理系统可能采用
不同的存储格式，导致信息无法顺畅地传递和
共享，这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也增加了档案
管理的复杂度。

（三）人员技能与技术适应性挑战
随着档案管理模式的转型，新的技术手段

和管理模式的应用，要求从业人员具备更高的
技术素养和应变能力，目前很多档案管理人员
的技术能力和知识水平未能及时跟上技术发展
的步伐，这对档案管理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不小
的阻碍。现代化的档案管理系统往往需要运用
到信息技术、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的专业知识，这对档案管理人员的技术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传统档案管理人员缺乏
足够的 IT 技能，难以适应新系统的操作和管理，
在数据存储、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方面，技
术门槛较高的部分常常成为人员能力提升的瓶
颈。

档案管理人员的技术培训往往滞后于技术
变革的速度，部分企业和组织未能及时对员工
进行新的技术培训，使得员工无法熟练掌握新
系统，进而影响档案管理系统的效率和安全性，
由于新技术应用的复杂性，培训过程也需要足
够的时间和资源，这对于一些企业来说是一项
不小的挑战。

三、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模式与服务模式
的优化策略

（一）文件格式统一与存储标准化改进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档案管理从传统

的纸质形式转向数字化，面临着文件格式不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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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该问题不仅增加
了档案管理的复杂性，也导致了信息检索效率
低、数据无法互通等问题，实现文件格式的统
一与存储标准的改进是优化档案管理的重要策
略。

不同的文件格式会导致档案管理系统间的
信息不兼容，影响档案的共享与传输，为了保
证档案在不同系统、平台间的互操作性，必须
建立统一的文件格式标准，不仅能提高档案存
取的效率，还能避免因格式不一致造成的档案
丢失或损坏。档案管理系统应选择长期稳定且
通用的存储格式，如 PDF/A（专为长期存储而
设计的 PDF 格式）、TIFF（无损图像格式）等，
来确保档案的可持续性与跨平台兼容性。PDF/
A 格式能够保留文档的原始格式、字体及其他
设计元素，使档案在未来的访问中不会丢失数
据。除文件格式外，文件命名规则和存储目录
结构也应统一，采用一致的命名规则，便于后
期档案的检索与管理。同时，文件应按照一定
的逻辑和分类标准进行存储，避免乱存乱放，
确保高效的档案管理，且元数据是描述档案内
容和属性的数据，对于档案的存储、检索和管
理起着关键作用。统一元数据格式和内容标准，
有助于提高档案的搜索能力，确保档案信息的
高效管理。

（二）构建云存储的数字化档案综合管理
平台

随着数据存储需求的增加，传统的档案管
理系统难以应对海量数据的存储和高效管理，
云存储作为一种新兴的存储解决方案，具有高
可扩展性、低成本和高可靠性等优势，逐渐成
为档案管理的重要工具，构建基于云存储的数
字化档案综合管理平台，将有效提升档案的管
理效率和服务质量。

云存储提供几乎无限的存储空间，具备灵
活性与可靠性。它通过分布式存储技术实现数
据的高可用性和容错性，确保档案数据在硬件
故障或自然灾害下不丢失。云存储支持全球远
程访问，不同地区和部门可快速便捷地共享档
案数据。构建云存储平台需选择合适的服务商，
使其符合行业标准和企业需求。平台应具备强
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支持档案数据的存储、分类、
检索、共享和备份等功能，同时确保高安全性，
采用加密技术保护数据。在此基础上，构建的
数字化档案综合管理平台应集成文档管理、版
本控制、权限管理、审计日志等功能，以实现
一体化管理，使档案管理流程更加顺畅，提高
检索和使用的便捷性。为确保云平台的顺利建
设，需对原有的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进行系统
迁移，数字档案的转换、扫描、编码和元数据
的录入是迁移的关键环节，以保障档案在云平
台上能够无缝运行。

（三）自动化档案生命周期管理
档案生命周期从创建、保存、使用到最终

销毁，每个阶段都需要高效管理。自动化档案
生命周期管理，通过智能化技术手段对档案的

各个阶段进行管理，将有效提高档案管理效率，
并减少人工干预和人为错误。自动化的档案生
命周期管理可以减少人为操作错误，提升档案
管理的效率与规范性，结合自动化系统对档案
的生命周期进行实时监控，可以确保档案的合
法性、合规性以及档案管理的高效性，自动化
系统不仅能提供实时报告，还能根据档案使用
情况自动进行归档、分类、审批等操作，保证
档案的管理更加精细和及时。

一方面，通过自动化工具，简化档案创建
的流程，利用文档扫描仪和 OCR 技术，自动
生成数字档案并分类存储，减少手动录入错误，
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自动化生成档案
存储、备份和版本控制策略，系统可以根据档
案的重要性和使用频率，自动调整档案的存储
方式或迁移至不同的存储设备。另一方面，在
档案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自动化管理系统能
够根据法律法规和管理要求，自动识别需要销
毁的档案，并执行销毁程序，避免档案的错误
保存或延误销毁。自动化的档案生命周期管理
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减少了人工干预带来
的错误和风险，自动化系统的实施也面临一定
的挑战，如系统的开发和维护成本、数据安全
性问题，以及如何平衡自动化与人工干预之间
的关系。

四、结语

在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模式与服务模式
的转变是技术发展和现代化管理需求的共同结
果。从纸质档案数字化转型，到云存储、大数
据分析的应用，再到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的
引入，每一项技术革新都推动档案管理向高效、
智能、安全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文件格
式统一与存储标准化、云存储平台建设、档案
生命周期自动化管理等优化策略，进一步提升
了档案管理的规范性与便捷性。然而，数据安全、
系统兼容性、技术成熟度等问题依然存在。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和创新，档案管理的智能
化和自动化水平将逐步提高，推动其在服务效
率、质量保障和资源共享方面实现更大突破。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驱动下，档案管理将
在更广阔的空间中，迎接信息共享与跨界合作
的新时代，为现代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做出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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