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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档案数量庞大且增长迅速
随着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档案数量急剧增加，

传统的手工管理方式已无法满足需求。

02 档案种类多样且复杂

高校档案涉及教学、科研、管理等多个领域，种

类繁多，管理难度较大。

03 档案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不同高校在档案管理方面的投入和重视程度不同，

导致管理水平存在差异。

档案管理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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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高校在档案保护方面存在漏洞，如防火、防

盗、防潮等措施不到位，易导致档案损毁。

02 信息化程度低
很多高校仍采用传统的纸质档案管理方式，信息

化程度较低，不利于档案的查询、利用和共享。

03
管理效率低下
由于手工管理方式的局限性，高校档案管理效率

普遍较低，难以满足快速、准确的管理需求。

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问题



提高管理效率 加强档案保护

利用信息化手段对档案进

行加密、备份等处理，确

保档案安全、完整。

促进资源共享

通过构建档案信息平台，

实现高校间档案资源的共

享与交流，提高档案利用

价值。

通过信息化建设，实现档

案信息的快速录入、查询、

统计和分析，提高管理效

率。

推动高校发展

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是高

校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推动高校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化建设需求与迫切性



档案信息化建设目标与原则02



实现档案资源数字化
将现有图像数据转化为文本信息，便于检

索和开发利用。

提高档案管理效率
通过信息化手段，简化管理流程，提高管

理效率。

建设档案信息化管理系统
实现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各环

节的信息化管理。

保障档案信息安全
确保档案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

和保密性。

建设目标设定



标准化原则

遵循国家和行业相关

标准，确保档案信息

化建设的规范性和兼

容性。

安全性原则

采取多种安全措施，

确保档案信息的安全

性和可靠性。

实用性原则

结合高校实际需求，

注重信息化建设的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

开放性原则

考虑未来技术的发展

和变化，保持档案信

息化建设的开放性和

可扩展性。

基本原则遵循



战略规划与实施方案

选择合适的技术和平台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成熟、稳定、

安全的技术和平台。
调研与需求分析

深入了解高校档案管理现状和需

求，为信息化建设提供依据。

制定档案信息化建设规划

明确建设目标、任务、时间表和

责任人。

实施步骤与进度安排

制定详细的实施步骤和进度安排，

确保信息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培训与推广

加强档案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

信息化素质，推广信息化应用。



档案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03



服务器

选择高性能、高可靠性的

服务器，确保档案信息系

统的稳定运行和数据安全。

存储设备

采用大容量、高速度的存

储设备，满足档案数据长

期保存和快速访问的需求。

网络设备

配备高性能的网络交换机、

路由器等网络设备，保障

档案信息系统网络畅通无

阻。

终端设备

为档案工作人员配备专业

的终端设备，如扫描仪、

打印机等，提高工作效率。

硬件设施配置及要求



档案管理系统

选择功能完善、操作

简便、安全可靠的档

案管理系统，实现档

案信息的数字化、网

络化管理。

操作系统

选择稳定、兼容性好、

安全性高的操作系统，

确保档案管理系统的

正常运行。

数据库系统

采用高性能、高可靠

性、易扩展的数据库

系统，保障档案数据

的安全存储和高效访

问。

其他辅助软件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图像处理、文本识别

等辅助软件，提高档

案信息处理效率。

软件系统选型与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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