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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档案发展之反思与展望：从人类第一信号系统到第五信号系统



Part 0 引言

问 题 导 向 ：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我们思考的永恒的主题之一。“我们从哪里来”赋予了

我们永远不变的DNA；而“我们到哪里去？”，代表着我们走向未来！未来让我们兴奋，

也让我们忐忑不安。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抑制探求未来的渴望。

理 论 基 础 与 逻 辑 主 线 ：

人类五大信号系统的演进

档案是人类思维的高级经验基础（档案的根本作用）

人类实践活动是档案与档案工作的本体（档案学本体论）。



1. 我们从哪里来？

2. 历史之演进

3. 艰难的起步

4. 现实与挑战

5. 我们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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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基因从它诞生的时候就确定了，并且从未真正改变！

Part 1 我们从哪里来

人和动物之所以不同，是人总是想知道“为什么”！总是

想知道我或者我们从何而来？



它何时来？
.

它如何来？

它为何来？

01 我们从哪里来—人类的进化与档案的起源

事物因为有用而被智者所发明。那么，档案到底有什么用？它对谁有用？

此前我们是否忽略了什么？

它来如何？



档案起源的种种说法：原始社会说、国家说、文字说、记忆说、宗教说、过程说等。

寻根——档案的根本作用在哪里？

所有作用都来自某种人类行为！那么，档案是何种人类行为的工具？凭证乎？参考乎？情感作用乎？—

—它们非档案的原始作用、根本作用，因为它们是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行为本身！那么，导致这些结果的人

类行为是什么呢？

档案是思维的工具，这是档案的根本作用，也是它来到人类社会的根本原因。

档案是思维的高级工具，是人类思维的第二经验基础。

01
我们从哪里来——档案是思维的工具



01 我们从哪里来——人类自身信号系统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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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们从哪里来——它告诉我们什么？

1.档案本身：它告诉我们档案存在的本质意义——档案的根本作用

马克·布洛赫“在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然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根本性的东西。”起源意味着事物的本质

意义。不论事物如何更迭变迁,本质永恒不变。档案的本质就是作为思维的体外经验基础的原始符号记录。

2.档案与思维——符号记录物的意义：符号记录使思维从个体思维为主兼有小规模的群体思维（近距离交

流）发展到持续性大规模的群体思维，使人类真正成为一种“类性”存在。

3.档案与社会——极其重要的进化意义：符号记录物的产生，使人类社会从野蛮进化到文明，并且从缓慢

进化发展到加速进化。



从人类信息技术的发展到中国电子档案工作

Part 2 历史之演进

社会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圣经）



1

2

无技术工具时代
单一再现技术工具时代

叠加技术工具时代

02 历史的演进 人类信息技术工具演变的基本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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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子文件只是文件的形成过程

过程阶段

电子文档作为副本

辅助阶段

电子文档作为正本，纸质档案

仍然保存

电子档案阶段

只有数据在运行

无纸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历史之演进 电子档案发展的基本过程



机读文件与机读档案——计算机辅助管理

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物质载体形态

数字文件与数字档案——信息载体形态

虚拟文件与虚拟档案——哲学意义

数据文件与数据档案——事物存在形式

02 历史之演进 名称与含义的演变



信息化考验我们的智慧

Part 3 艰难的起步

打开哪道门，你就进入了新的世界，你准备好去打开它了吗？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思想总是滞后于实践的！

1.实践出真知——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传统档案与电子档案之比较——“您用过计算机吗？”

优先推荐只读光盘（CD-ROM）吗？

2.改造我们的思想——只有思想的落后才是真正的落后，事物的发展自有其固有的逻辑

电子文件可以更改吗？基本逻辑：能随意更改的文件不会是文件，系统决定性。

电子档案的寿命和安全性不如纸质档案吗？基本逻辑：先进的事物在主要指标上必然具有先进性。

“无纸化时代永远不可能到来”吗？基本逻辑：有和无是必然的对应。

历史不能倒退，我们永远回不到从前。电子档案已经不是需要我们讨论好坏的事物，而是需要我们研究怎

样运用好的事物。

3.启蒙仍在继续——一切尚未命名

数据 & 档案，我们会不会被淘汰？

03 艰难的思想启蒙之路——计算机考验我们的档案智慧



03 早期的基本认识：电子文档的基本特点

一、电子文件整体存在方式与宏观管理方式特点——系统规定性

二、电子文件组成特点——多种信息媒体的集成互动性

三、电子文件分类与检索方式特点——逻辑上的自由组合性

四、电子文件信息存储特点——光磁载体的高密度性

五、电子文件阅读方式特点——数字信息的非人工直接识读性

六、电子文件信息传递方式特点——物理空间中的自由移动性

七、电子文件形成与利用特点——信息的可操作性



前奏与过渡：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机读档案）

（一）档案数字化之难——数字图书馆与数字档案馆建设之比较

1.所有馆室藏都是独特的，大量的个别形成整体。

2.档案的形式是多样的，甚至是陈旧的。

3.档案是单本的，具有更严格的保护要求

4.档案具有很强的机要性。

相关标准：

《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DA/T 31-2005）

《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DA/T 31 －2017）

03 起步从这里开始——艰难的档案数字化与复杂的数字档案馆



（二）数字档案馆、室之忧：落后的现状

《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2016-2020年）在第三大部分“主要任务和实现指

标”中提出持续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并给予了量化要求：

“全国50%的县建成数字档案馆或启动数字档案馆建设项目；全国省级、地市级和县级国家

综合档案馆馆藏永久档案数字化的比例，分别达到 30%-60%、40%-75%和 25%-50%。”

我们有真正的数字档案馆、室吗？管理系统和网络开放。

03 起步从这里开始——艰难的档案数字化与复杂的数字档案馆



Part 4

档案信息化的质变与人类第四信号系统

这些力量并非命运，而是轨迹。

它们提供的并不是我们将去往何方的预测。

而是必然而然！

现实与挑战



04 第四信号系统：从电脑到云脑，数据成为机器思维的经验基础

第四信号系统：电脑、云脑与机器思维的世界

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在形成端、管

理端、利用端全面改变了档案世界，创造了一个新的数据档案世

界！这个数据档案世界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机器思维的经验基础，并成为信息社会的基础性存在。

AI为什么能够打败人类棋手？



04 客观存在与主观观念的改变：数据档案与数据管理

数据档案的观念

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新的理念：绝大多数数据都是档案，因为它

们都是“人类活动的原始符号记录”。数据档案，首先要解决的是

观念问题，从档案人的观念，再到大众的观念。数据世界发展得如

此之快，使我们无法建立起它作为“原始符号记录”属于“档案”

的社会共识。我们来不及将这种观念教化到人们的头脑中，它就以

自己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各行各业。

这个观念问题不解决好，档案工作就会被极大地边缘化。而解

决得好，档案原本与人类活动的紧密关系就会更紧密！强化就是自

然而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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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时代，数据管理成为核心竞争力

马云在演讲中提到，未来的时代将不是IT时代，而是DT的时代，DT就是Data Technology数据科技。

全国电子政务平台要求“建设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事项库，与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库联通，推动实现一

库汇聚、应上尽上。……逐步实现各区域、各层级、各渠道发布的政务服务事项数据同源、同步更新。”

数据管理成为核心竞争力，直接影响财务表现。当“数据资产是企业核心资产”的概念深入人心之后，企业对于数据管

理便有了更清晰的界定，将数据管理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发展，战略性规划与运用数据资产，成为企业数据管理的核心。

数据资产管理效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销售收入增长率显著正相关;此外，对于具有互联网思维的企业而言，数据资产竞

争力所占比重为36.8%，数据资产的管理效果将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表现。

客观存在与主观观念的改变：数据档案与数据管理



档案数字化之伟大意义——从单份到整体的档案带给人类什么？

档案数字化（档案成为数据）具有比我们过去所能想象得到的更大更多更广泛的意义，它具有一种堪

称伟大的力量。数据为王的时代，就是记录为王、档案为王。档案是人类活动的末端，档案馆是档案管理

的末端，甚至有点远离人类社会活动的嫌疑。而基层档案部门不同，它与人类活动混然一体，它虽然也是

末端，但末端即前端，它成为本单位活动的另一种开始。而在大数据时代，一切始于数据。要在档案界和

社会上树立数据档案的概念。

阿尔法狗靠什么赢了人类？ 人工智能 =“海量数据十超强计算能力十模仿人类思维”。

档案数字化的重要基础意义。档案工作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基础意义，它在人类信息化的进程中也必然

具有基础意义。比如AI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有一个特点:它是基于向人类经验学习而形成的一种机器智能。

它怎样学习人类经验呢？人类的经验在哪里呢？一言以蔽之，在档案里。阿尔法狗之所以战胜了人类棋手，

是因为它“吃”了巨量的人类过去的棋谱，没有人类的这些原始性的经验记录——档案，就没有了AI的营养。

AI不是向人类的头脑记忆学习，而是向人类的档案记录学习。以往人类获取知识主要靠图书，而人工智能

获取知识主要靠档案数据。

04 客观存在与主观观念的改变：档案数字化之伟大意义



机器人可以看病吗？

AI之所以在下棋等领域中莸得了成功，是因为这些领域的人类经验记录比较易得或比较简单。AI还可

以在更多的领域中取得成功，它们在这些领域中能否获得成功？不是取决于别的，而是取决于作为人类经

验记录的档案。

比如，AI可以看病，而且会比人类医生“看”的好，原因有三:一是它知道的更多；二是它下手更准；

三是它没有心，没有私心、歪心，没有哪些无良医生的过度治疗。这三条，第一条是基础，第一条就是档

案。当我们把医疗档案数字化了，形成数据库了，一个基于档案基于AI的医疗革命就开始了。

信息化的本质是信息，档案是基础性的信息。

“档案是行政管理、文化与思维活动的唯一可靠证据”（《档案共同宣言》）。所以，它将在新的时

代发挥巨大的能量，但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以数据的形式把它们提供给人类和人类创造的机器了吗？很

多档案部门还在那里慢悠悠的搞数字化，殊不知他们在拖人类信息化进程的后腿。

04 客观存在与主观观念的改变：档案数字化之伟大意义



04 客观存在与主观观念的改变：档案社会生态的改变

基本网络类型：局域网、城域网与行业网、广域网，网络成为档案运行的平台，成为档案工作的基本社会生态。

举例：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与智慧城市条件下的城市数据档案一体化

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建设对政务部门的业务档案工作信息化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城市数据档案一体化将

是一种范畴更大、更开放、更社会化、技术水平更高、业务内容更全面、更丰富的一种一体化形式，它是一种质变。

这种质变包括：事物（档案）物质形态的质变（单套制，无纸化）、事物存在空间的变化（网络平台）、管理方式的

质变（数据库系统管理、全国在线平台）、管理机构的质变（协同化数据管理机构）。



单轨制只是质变的开始

关于电子档案的保存模式，从2002年起，国家档案局、国务院办公厅等部门就发布了多项法规

标准，这些法规和标准一致指向双套制归档和双轨制运行模式。在电子档案管理初期，双套双规制

模式成为电子档案管理的法定模式。这是一种过渡性的模式，作为一种过渡模式，可以理解，但不

能停滞不前，需要尽快过渡到新的模式。继续全面实行双套制“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无必要：这种模式是为了规避风险而存在的一种谨慎的做法，但它是一种“被异化的谨慎”。风

险永远存在，但它已不是一种非常规风险，它是一种总体可控的风险，并且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无可能：第一，巨大的浪费与效率低下，已经变成一种无法承受之重；第二，一些原生电子数

据已无法纸质化，中国的信息化大潮漫卷狂沙，很多行业、领域已经迈向无纸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在有条件的部门开展电子档

案单套制（即电子设备生成的档案仅以电子方式保存）、单轨制（即不再生成纸质档案）管理试点”。

04 从量变到质变：单轨制的突破



04 从量变到质变：档案工作模式的改变

业务活动 档案工作

归档：制度性强迫

利用：非经常性需求驱动

传统档案工作模式

业务活动
档案
工作

全天候系统在线，无痕、无缝连接，业务一体化

网络平台工作模式



04 客观存在与主观观念的改变：业务平台与管理模式的变化必然带来机构的变化

新格局：档案馆、档案室、新生数据档案源（如区块链、物联网产生的数据源）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 2018年7月31日）中并没有“档

案馆”和“档案室”的字样，显然，这份文件没有对它们在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上处于何种位置做出说

明。各项业务工作的流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档案工作与业务工作在流程上实现一体化，是档案工作的重要变化。

就各部门档案室而言，事情相对简单一些。因为这些业务部门都会作为全国“一网通办”的组成部分，按照

国务院“落实数据提供方责任，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谁主管，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保障数据供给，提高

数据质量”的要求，各部门的档案机构作为本部门业务数据档案的管理者，无可逃避地参与到这个平台上来。只

是在本部门内部，其分工与职责会有一定的差异。

对综合档案馆来说，进入这个平台上的部门主要是为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政务服务部门，似乎没有考虑将综合

档案馆纳入到这个平台上来。身份有些尴尬。

新生数据档案源（如区块链产生的数据源）需明确主体责任。



04 客观存在与主观观念的改变：业务平台与管理模式的变化必然带来机构的变化



来处即是去处！从思维中来，到思维中去！

Part 5 我们到哪里去？

这些力量并非命运，而是轨迹。

它们提供的并不是我们将去往何方的预测。

而是必然而然！



第五信号系统：人机结合的超脑05

人机融合还远吗——超脑＝永生？

新技术不能改变档案的本质与内

涵，但它可以改变的档案的外延。

成为超脑的核心经验基础，

这就是数据档案的未来。



05 从第四信号系统到第五信号系统——从电脑、云脑再到超脑



05 新的特点与新的问题：从微观到宏观

社会的角度：三个基本问题

1.数据档案是人类信息社会的基本经验基础：五大信号系统的发展演变。

你不必说它重要，因为它无所不在又无所不为，它重要到成为信息社会、未来社会的基石。

2.从信息资源到基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

档案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来都是！今天，数据档案被认为是一种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是因为它

与生产、生活的关系更近、更直接了，是直接参与人们生产、生活活动的物质资料了。以数据为代表的生产

资料占有形式的改变，面向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种维度的冲击在世界范围内次第展开，互联

网展现出真正意义的变革性。

3. 一切都成为“其他”， 档案又怎会例外？

不能用传统观念理解今天的档案与档案事业，也许有一天“档案”一词消失了，这也无需奇怪，因为我

们原本就是“其他”！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但只要人类存在，这个事物就永远存在，并且越来越重要，因为它是一种具有人类本质意义的存在。



05 档案部门向何处去——衰落还是崛起？

未来的档案实践：档案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紧密地渗透入社会实践，档案属于全社会！

未来的档案学：档案学必须属于全社会！不被接受，便被抛弃！



结束语

数据时代，在人类社会实践进化的前提下，档案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本质上看，档案与社

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但本质是一种需要深刻体会的东西，它需要转化为人的自觉行为，才能使现实与它一致。

面对数据时代，档案工作如何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怎样适应甚至主动推动社会发展？便成为我们要思考和亟待

解决的问题。鹿非马！事物的本质不会变，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以及表现形式会有发展变化。几千年前、甚至几

百年前，档案还不叫作“档案”，档案工作与社会的关系也没有今天这样紧密。那么五十年、一百年后，人们对档

案的认识、档案工作与社会的关系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我们可以把握自己的行为！未来在别人手里，也在自己手里！

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路，我们无权选择走还是不走，但我们有权选择怎样走。

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但很伟大，并将永远存在。



03 档案部门向何处去——数据生态、网络生态下的档案工作

未来的档案工作整体上表现为:数据为形，网络为构；

社会形态就是档案工作形态。未来的社会形态是以网络形态划分的。与社会实践形式有关的网络形态包括:内部局

域网（本单位工作网）、行业网络（大型企业网络）、公共服务网络平台（城市的、国家的乃至全球的）。

1.局域网环境中的档案工作

局域网被广泛应用于封闭的机关、企业，又被称为校园网、企业网、机关网。这些网络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网上文件

运行来处理各种行政与业务工作。

目前相关工作主要由信息中心（数据中心、网络中心）和各业务部门负责。信息中心主要负责网络运行，各业务部

门主要负责文件运行。在目前双轨制占主导地位了情况下，档案部门参与网上办公的参与度较低，档案部门工作方式的

原生态（传统的非网络形态）程度较高。但单位之间、行业之间、单轨制与双轨制之间差异较大。



03 档案部门向何处去——数据生态、网络生态下的档案工作

未来的趋势是:网上归档，文书、档案管理是基于共同数据库的一体化形式。

在单轨制、文档一体化的背景下，文书、档案工作的模式可能主要由以下

两种模式:

信息中心模式:信息中心同时具有网络管理和文档管理职能，档案部门并入

信息中心。

文档中心模式:原档案部门承担起文档中心的职能，负责网上文档系统的管

理职能。既独立完成电子档案的管理，又对各部门的文件运行与归档进行业务

指导与监督。

各业务部门负责本业务系统的电子文件运行管理，其实质是通过文件运行

管理开展本部门的业务工作。文件实行网上即时归档。



03 档案部门向何处去——数据生态、网络生态下的档案工作

2.城域网

智慧城市的主要形式，数据来源于各业务系统，如公安、交通、人口、

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智慧城市以数据档案库为基础，但档案的概念被

忽略。在各行政服务机构内，与城域网对接的主要是业务部分，业务档案

以数据形式成为城域网的一部分。而机关档案室主要保管文书档案。

以上两个部分：局域网与城域网空间中的档案工作。一方面，数据档

案与业务的联系更紧密了；另一方面，非业务档案与业务档案的分离倾向

更为明显，非业务档案进一步边缘化。

3.广域网

跨地区、跨国企业，行业网，国家政务网等，可联接局域网与城域网。

数据档案成为其最底层的基础。



02 总结：新的特点与新的问题——从微观到宏观

档案管理系统的角度：

1.数据档案在形成端的革命:从人工手工形成到机器自动形成，从单一类型的文件到大数据。

两种形成方式:一是人通过机器而形成；二是机器自动形成。并实现数据开源，如物联网、移动通信，形成

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数据。

2.数据档案在存储端的革命:从手工库房到数据库、数据中心、云

3.数据档案在利用端的革命:一，从个体到整体；二、从人到机器——主体变成了机器（人工智能）。

4.从收管用整体上看:一网打尽，万物互联

万物互联使世界变成了一个整体，连接的不只是“物”，更重要的是人。通过信息的高速传播，使人与人之间

实现信息零距离。



08 总结：新的特点与新的问题——从微观到宏观

档案工作的角度:

1.数据档案效能爆棚的关键是整体化: 1+1远远大于2，以AI和病历档案为例

2.数据档案效能爆棚的外在表现是实现了真正的信息化：从整体冷寂到整体热熵

档案始终处于“信息化”状态（非技术含义的，是指档案信息本身始终处于“热”状态）。档案是信息，但传

统档案不是信息化的，它是死信息。人们偶尔用手工的方式将其唤醒，但旋即恢复睡眼状态。而在网络上、在

数据库中，档案不是个体状态，不是睡眠状态。作为整体，作为系统，它始终是运行着的，始终是热的，始终

是“信息化”（活信息）的状态。从形成端到利用端，始终在变化，始终在接收，始终在利用，整体上始终处于

动态，即“信息化”的状态。

档案人的角度：

第一，档案专业人员正在转型：从库房管理者到数据库管理者。

第二，做档案的不再只是档案专业人员，而是系统运行中的全员参与——原本如此，今日更甚。

第三，和你合作的可能是只“狗”：机器正在参与档案工作，如机器自动形成与归档、人工智能编纂等。



08 总结：危机总是存在——从微观到宏观

1.档案人员正面临失能的危险

档案界从领导到普通档案人员，都需要与时俱进，否则就面临着失能的危险。跟不上，就掉队，这是简

单的道理与事实。

2.档案工作现有的管理模式或将失去意义

档案库房将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几台机器。档案馆、室的收藏、储备功能将进一步被弱化，从根本上

削弱了档案馆、室存在的意义，使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档案部门（原始符号记录的管理部门）必定还存

在，但它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呢？

3.档案馆的边缘化现实正在迅速扩大，基层档案部门的数据化转型正在加速

一方面，主动响应是信息社会条件下展现自身存在价值的重要方式，任何封闭的自洽都会被排挤到社会

的边缘；另一方面，行政单位的档案部门跟随电子政务数据化，企业则跟随工业4.0、5.0而变成数据中心。

4.档案之名需要改变吗？

原始符号记录永远存在，但它一定叫“档案”吗？是不是已经在很多场合被称为“数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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