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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CHAPTER



信息化时代档案管理的重要性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高校档案管理面临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挑战，

档案管理服务创新成为高校档案工作的重要议题。

高校档案管理服务创新的必要性
传统的高校档案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高校的发展需求，通过服务创新可以

提升档案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地服务于高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

作。

研究背景和意义



国内高校档案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档案数字化、档案信息化、

档案知识管理等方面，对于档案管理服务创新的研究相对较

少，且多停留在理论层面。

国内研究现状

国外高校档案管理研究较为成熟，注重档案管理的标准化、

规范化和专业化，同时在档案信息服务、档案知识管理等方

面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国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研究现状



研究目的和内容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信息网络视域下高校

档案管理服务创新的路径和模式，为

高校档案工作的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

持和实践指导。

研究内容

本研究将从高校档案管理服务创新的

内涵、现状、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

探讨服务创新的路径和模式，并结合

实际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提出针对性

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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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档案管理服务是指高校档案部门对档案信息进行

收集、整理、保管、鉴定、利用和提供服务等工作的

总称，是高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定义

高校档案管理服务具有专业性、系统性、服务性和保

密性等特点。其中，专业性是指档案管理需要具备专

业的知识和技能；系统性是指档案管理需要遵循一定

的规范和标准，确保档案信息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服

务性是指档案管理需要为高校师生和社会提供优质的

档案信息服务；保密性是指档案管理需要严格遵守保

密规定，确保档案信息的安全。

特点

高校档案管理服务的定义和特点



数字化管理0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高校档案管理服务逐渐实现了数字化管理，通过

数字化技术将纸质档案转化为电子档案，方便存储、查询和利用。

网络化服务02

高校档案管理服务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远程查询、在线浏览、电子传

递等网络化服务，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高了服务效率和质量。

智能化应用03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高校档案管理服务逐渐引入智能化应用，如

智能分类、智能检索、智能分析等，提高了档案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和服

务能力。

信息网络视域下高校档案管理服务的变革



保障信息安全

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可以加强高校档案管理服务的信息安

全保障能力，通过加密技术、防火墙等手段确保档案信息

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提高管理效率

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高校档案管理服务的效率，

减少人工操作和管理成本，实现档案信息的快速处理和高

效利用。

促进资源共享

高校档案管理服务的网络化可以促进档案资源的共享，打

破高校之间的信息壁垒，推动学术交流和合作。

提升服务质量

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可以提升高校档案管理服务的质量，

提供更加便捷、准确、个性化的服务，满足高校师生和社

会的多样化需求。

信息网络视域下高校档案管理服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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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利用方式多样化
高校档案不仅用于校内教学、科研等活动，还通过数字化手段向社
会公众提供多样化利用方式。

档案管理服务专业化
高校档案管理部门逐渐专业化，管理人员素质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得到一定提升。

档案数字化程度提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高校档案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电子档案
逐渐成为主流。

高校档案管理服务现状



    

信息网络技术在高校档案管理服务中的应用

数字化技术应用

通过扫描、OCR等技术将纸质档案转

化为电子档案，实现档案的数字化存

储和管理。

网络化技术应用

借助校园网、互联网等网络平台，实

现档案信息的在线查询、浏览和下载

等服务。

智能化技术应用

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对档

案信息进行智能分类、检索和分析，

提高档案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



随着档案数字化的推进，电子档案的
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如黑客攻击、病
毒感染等。

档案信息安全问题 档案管理标准不统一

档案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档案利用服务不足

各高校档案管理标准不统一，导致档
案信息难以实现共享和交流。

部分高校档案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知识
和技能，难以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

部分高校档案利用服务手段单一，难
以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

高校档案管理服务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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