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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数字化是利用计算机技术、扫描

技术、数据库技术等手段，将传统纸

质档案、录音录像档案等转化为数字

化信息资源的过程。

档案数字化有助于保护原始档案材料，

提高档案利用效率和共享程度，促进

档案管理现代化和信息化建设。

档案数字化定义与意义

意义

定义



03

安全性保障

加强数字化过程中的安全保障措施，确保档案信息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

01

技术不断创新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档案数字化技术将不断创新，提高数字

化质量和效率。

02

标准化规范化

档案数字化将更加注重标准化和规范化，保障数字化成果的质

量和可用性。

档案数字化发展趋势



图书馆、档案馆等文化机构
图书馆、档案馆等文化机构可利用档案数字化技术，将馆藏资源转
化为数字化信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共享程度。

政府机构信息管理
政府机构可利用档案数字化技术，实现政务信息的电子化管理和高
效利用，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效率。

企事业单位档案管理
企事业单位可利用档案数字化技术，实现档案信息的集中管理和高
效利用。

档案数字化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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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泄露

数字化过程中，档案数据可能被

非法访问、拷贝或传播，导致敏

感信息外泄。

数据篡改

恶意攻击者或内部人员可能对档

案数据进行篡改，破坏数据的真

实性和完整性。

数据丢失

硬件故障、自然灾害等原因可能

导致档案数据丢失，造成无法挽

回的损失。

数据安全风险



系统崩溃

数字化系统可能因软硬件故障、

病毒攻击等原因崩溃，影响档案

数字化进程。

系统不兼容

不同系统之间的兼容性问题可能

导致档案数据无法顺利迁移或转

换格式。

系统性能不足

系统性能不足可能导致数字化过

程中出现卡顿、延迟等问题，降

低工作效率。

系统故障风险

030201



操作不规范

操作人员可能因不熟悉数字化流程或疏忽大意而导致
操作失误，如误删数据、错误归类等。

恶意破坏

个别人员可能出于个人目的或恶意破坏数字化进程，
如故意损坏设备、删除数据等。

培训不足

操作人员缺乏必要的培训和指导，无法熟练掌握数字
化技能和规范。

人为操作失误风险



数字化过程中可能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如未经
授权擅自复制、使用他人作品等。

知识产权侵权

未妥善处理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数据，可能导
致隐私泄露和法律纠纷。

隐私保护不当

法律法规的变化可能影响档案数字化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如新的数据保护法规
出台等。

法律法规变化

法律法规遵守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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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风暴法
组织专家团队，通过集思广益的方式，识别

潜在的风险因素。

德尔菲法
利用专家经验，通过多轮匿名征询，逐步收

敛风险识别结果。

流程图法
绘制档案数字化流程图，分析各环节可能存

在的风险点。

检查表法
根据历史经验和行业标准，制定风险检查表

，对照检查识别风险。

风险识别方法介绍



构建原则

包括风险发生概率、风险影响程度、
风险可控性等。

评估指标

指标权重 评估方法

01 02

0403

综合指数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灰
色关联度分析法等。

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动态
性等。

根据各指标在风险评估中的重要程
度，赋予相应的权重。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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