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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档案数字化转型
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机制、堵点及路径

数据要素这一新型生产要素，是新质生产力的核

心要素，更是支撑高效能市域社会治理不可或

缺的关键力量。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城

市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越来越严峻。2024年初，国家

数据局等17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

划（2024-2026年）》，将“数据要素×城市治理”列为

12项重点行动之一，[1]进一步强化了数据要素应用在解决

城市治理现代化问题中的支撑性作用。

档案作为承载数据要素的重要介质，是人类社会实

践活动的历史记录， 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以往的社会实

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的

固化信息。[2]档案信息具备生产力属性和生产力特点，其

在生产力意义上的作用是间接的，是通过对生产力其它

要素的渗透间接体现出来的。[3]档案包含的大量数据形成

潜在的生产力资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正是如此，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档案数字化转型，正发

挥着充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和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和治理方式变革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如何依托档

案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进一步

以档案数据要素效能的整体提升助推城市治理现代化，

已经成为档案管理和城市治理交叉领域的重要课题。

档案数字化转型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

式、管理理念创新，让城市运转更聪明、更智慧。”[4]新

质生产力强调在技术支撑的基础上，推动资金、数据、

管理等重要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和生产力发展跃迁。城市治理现代化是拿数据说话、靠

数据分析、用数据决策、依数据执行的数字治理过程，需

要有门类齐备、信息完整、便于利用的数字化档案数据作

为支撑。档案数字化转型在城市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主要

体现在数据更新、效率革新、融合创新三个方面。

（一）数据更新：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加快档案数字

化转型，是搭建城市治理现代化信息底座的有效手段

打 造 数 字 核 心 ， 促 进 传 统 产 业 生 产 流 程 、 生 产 模

式、管理方式等的数字化转型，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

键环节。城市治理现代化依赖于数据信息的系统化，及

时 、 丰 富 、 完 整 的 数 据 信 息 是 城 市 治 理 分 析 决 策 的 基

础 。 没 有 对 人 口 流 动 、 车 流 路 况 、 气 候 环 境 、 突 发 事

件、关键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等城市治理相关信息的数字

化采集、传输、分析、挖掘、处理，城市治理就是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 [5]《“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

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档案资源覆盖面更加广泛、

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结构更加优化档案信息

化建设进一步融入数字中国建设。档案中储存了大量的

历史数据，与动态获取的实时数据信息相比，档案信息

具有系统完备、还原度高的特点。加快推进档案数字化

转型，通过在记录方式、整理保存、公开利用等环节的

全 流 程 数 字 化 ， 不 仅 能 有 效 提 高 档 案 保 管 使 用 的 效 率

性、规范性、安全性，更有利于在发挥档案信息既有优

 刘志超

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档案数字化转型对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赋能作用主要体现在数

据更新、效率革新、融合创新三个方面，但是也面临着档案数字化转型思维创新不足、

档案信息孤岛效应依然存在、档案信息质量和服务标准有待提高、档案事业人员发展难

以为继等关键堵点。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路径是深化体制机制建设、强化档案服务属

性、推动平台共建共享、强化人力资源保障。

◎四川省软科学项目“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的智力支撑研究”（项目编号：2023JDR0231）

社会·社区丨Society & Community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