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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基础上，依托数字化手段和信息化网络扩大档案利

用范围，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分析、决策、执行提供坚

实支撑。

（二）效率革新：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加快档案数字

化转型，是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提质增效的重要动力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要义，以高质量发展为目

标，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要素，要走

出一条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

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新增长路径。 [6]城市治理语境

下，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属于提高城市治理效率的具体

实践。在城市治理实施过程中，治理主体决策和执行以

获得相关信息为基础。档案中的数据信息可以帮助治理

主体更好地还原事件原貌、了解相关资源分布，为治理

主体预测事件发展趋势、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及时作出

应对决策提供有力支持，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转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信息化、办公自动化及各

类电子业务系统的应用，传统档案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

相依共存的“双轨制”成为过去一段时间档案管理的重

要形式，但随着数字政府和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双

轨制”向档案电子文件“单轨制”运行已成为急需研究

和探索的问题。[7]因此，实施档案数字化转型，加快实现

档案电子文件“单轨制”管理，将对提升城市治理现代

化效率产生重大影响，有助于显著提升城市治理决策的

及时性、有效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融合创新：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加快档案数字

化转型，是实现档案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新 质 生 产 力 代 表 新 技 术 、 创 造 新 价 值 、 形 成 新 产

业，但并不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片面追新求新，忽视甚至

放弃了传统技术和产业。当前，档案工作的内外环境发

生了深刻变化，新的组织和治理形态不断催生新的档案

记录形式和管理方式，档案工作面临从传统载体管理向

数字管理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8]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建

设数字中国机遇下，各领域、各行业业务工作数字化转

型步伐加快，档案工作亦如是，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是

档案工作的基本趋势与发展目标。[9]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档

案数字化转型充分吸收治理理论中主体多元、合作共治

的核心理念，既关注档案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更关

注档案的社会功能有效发挥的问题，本质上属于一体两

面的同构关系，有利于破解“收管存用”等档案传统职

能无法满足城市治理现代化现实需求的具体实践，实现

了档案作为一个具体的流程要素参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

全过程，符合现阶段城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

通过充分发挥档案在城市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现

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将有效重构档案管理

体制机制，提高档案资源管理单位信息化治理能力，提

升档案治理的社会参与度，拓展档案发展的社会基础，

实现档案实践价值跃升。

档案数字化转型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堵点

当前，在推动档案数字化转型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

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亟须打通的堵点卡点。

一 是 档 案 数 字 化 转 型 思 维 创 新 不 足 。 随 着 以 大 数

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据经济迅猛发展，对提高档案

信息利用的时效性与系统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亟需创新

建立与档案数字化转型相适应的前瞻性发展规划、配套

体制机制，并加快探索档案电子文件“双轨制”向“单

轨制”的过渡转换。

二 是 档 案 信 息 孤 岛 效 应 依 然 存 在 。 档 案 工 作 发 展

与城市治理之间的全面有效互动不足，政府信息公开与

档案封闭期具有错位现象，公众对档案信息权的获取与

利用不充分，普遍存在“档案馆是机密场所”的惯性思

维，造成档案信息的孤岛效应。

三是档案信息质量和服务标准有待提高。新形势下

城市治理对档案信息服务的受众面、内容量提出了新挑

战，档案信息服务使用主体逐步扩大，对档案信息内容

完整性、准确性和档案服务的便利性、及时性提出了更

高要求。

四 是 档 案 事 业 人 员 发 展 难 以 为 继 。 当 前 各 类 档 案

机构中专业队伍结构规模、能力建设滞后于业务发展需

求，缺少具备主营业务、档案管理、信息化技术“三位

一体”复合型经验能力的专业人才，档案业务人员职业

发展路径、评价机制标准的科学性、引导性也有待进一

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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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档案数字化转型，将对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效率产生重大影响，有
助于显著提升城市治理决策的及时性、有效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