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简牍到云端：

档案生态变迁的思考与启示



一、档案生态变迁的发展趋势

什么是档案生态？就是档案所从形成、管理、保存、利用的环境，也可

比喻为长出档案的土壤、空气、水及营养。这个生态由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

构成。如机关单位建立了部门文件归档制度、设立档案室及档案人员和设备，

并按照规定定期向档案馆移交长久保存的档案；而国家设立档案馆则是长久

保存为社会提供利用档案；围绕这些实践还形成档案管理的理论、方法及相

关法律法规，这些都属于机关文书档案的社会生态。而档案的形成（书写）、

承载、形态、保存、技术、软件、网络等则属于自然生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档案成长发展现在也面临着新生态。

什么是新生态？简单说，就是文件、记录及数据的形成、管理和利用全

面走向计算机网络化的环境，因为在信息技术称为现代化的核心和焦点的新

时代，社会已经没有不受其影响的行业和工作。



历史长河中的档案自然生态变迁

技术的进步对信息载体的影响

有人说，看不清未来的时候，我们就看看历史。

300年 1600年

甲骨 简牍 纸张 光介（云端）

金石、纸草、缣帛、羊皮 胶片、磁介

公元109年………………公元404年………………… 21世纪

技术革命的历史中，通常是只有发展中的替代，几乎没有前

进中的后退。电、火车、飞机、计算机、因特网、无线通信、

iPAD、手机……



禁简令：东晋末期桓楚国建立者、“大楚皇帝（楚武悼帝）”——桓玄，

在公元404年于建康(今南京)诏命：“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桓玄是

篡位是短命皇帝，在位只有一百几十天，在历史中是昙花一现。但他的这道

“禁简令”，却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有学者称之为中国史上“最伟大”

《禁简令》。

过去，一块一吨重的石碑上记载的文字可以用几张纸记下来；同样，现

在一吨纸质档案中所有的文件、图表也可以用几张光盘记录下来。因此，就

象金石、竹木的笨重、不便必然要被纸张取代一样，纸张在电子信息时代的

笨重、不便，也终将被光介质取代。

就连电影、电视、广播及其他媒体公司也面临着深刻的载体变革。他们

将新节目以及数十年的音像转化为数字媒体。好莱坞2003年花费5亿美元用

于数据存储。CNN已经将12万小时档案录像转化为数字媒体。有专家认为，

从胶片到数字方式，是电影业经历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后的第三次

变革。2003年美国NAB广播展上，就提出要在十五年内消灭胶片。



什么能长久保存？

1977年，美国向外太空发射了旅行者1号、2号探测器。为了在遥远

的外太空寻找生命，“旅行者”号将充当地球使者并带去地球的问候。它

们携带了12英寸(约合30厘米)的镀金铜制光盘，好似过去的留声机唱片，

内有图片、音乐和来自地球的问候。预计飞行数十万年，

纸张、缩微能行吗？

旅行者号探测器1990年从40亿英里(约64亿公里)之外的太空拍摄的地

球照片。在这里地球仅是一个0.12个像素大小的圆点；（命令从地球发出

后以每秒18.6万英里(约合每秒29.9万公里)的速度传输，抵达“旅行者”

号需要14个小时，命令确认信息传回地球又需要14个小时。）

纸张、缩微能行吗？



1979年2月：在距离木星大
约920万公里时，“旅行者
1号”飞船捕捉到壮观的木
星大红斑及周围场景。

1979年，“旅行者1号”
飞船首次与木星遭遇。此
前，它拍摄了近1.9万张
太空图片，传回了大量的
科学探测数据。







• 结绳—书契—金石—简牍—纸张—胶片—电子—云端

• 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带来世界范围的信息形成、管理、使用、保存、

处置等生态系统的改变。在新的自然生态系统中，如果你非要档案管理

长出纸质的花朵来，就如同出差有火车不坐非要坐牛车！拍照片非要找

胶卷相机、看大片非要看胶片放映的！问题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牛车了，

很难找到胶卷和胶片电影了。（柯达）

• 新生态下档案工作的发展趋势

• 档案及档案工作正在经历着：

• 载体 —— 从纸张到电子

• 操作 —— 从手工到键盘

• 内容 —— 从图文到数据

• 保存 —— 从简牍到云端

• 利用 —— 从现场到屏面

• 价值 —— 从信息到资产

• 管理 —— 从卷件到系统



如果承认档案是社会的真实记录，那么纸质肯定无法完整记载新时代

的真实历史。当历史走到信息化社会的今天，为什么要拒绝由现代技术来

形成和保存历史？在这一自然生态系统中，其他行业很快就适应，而档案

成了国家信息化的“最后一公里”，即最后改变者。是坚贞不屈地因循守

旧？还是不识时务地刻舟求剑？抑或在美好回忆中抱残守缺？

有人说可以下载到纸张保存，但三维、动态、网页、多媒体怎么下载

到纸上？有人问将来是否还有纸质档案，回答是：有！新形成的也还会有，

就像纸质图书不会消失一样。现在所保存的纸质档案应当更加珍贵了，但

其文物的价值和作用将会远大于信息、凭证价值和作用。

热爱纸质档案的传统观念，只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洗礼，才能解除心灵

固化的束缚。而与此相适应，去僵化、去偏见、去错乱，是档案界在社会

及自然生态系统演进中发展档案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对生态变迁的认识与选择

美国国家电子档案档案馆（ERA）系统 vs.中国数字（智慧）档案馆

美国国家电子档案档案馆（ERA）系统

2005年9月8日，美国国家档案馆与档案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局长艾伦·韦恩斯坦Allen Weinstein在新闻

发布会上宣布，经过世界级的信息技术承包商哈里斯公司与洛克希德·马丁

公司一年设计竞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终获得为NARA打造国家电子档案

档案馆Electronic Records Archives（ERA）系统的3.08亿美元、为期六年

的合同。这标志着美国国家电子档案档案馆系统项目的正式启动。







ERA开发历程：

1998年，NARA投入启动资金参与政府及私人研究伙伴，以确定保存电子档案是否可行。这一研究

所产生的新技术导致：

1999年，首先在理念上证明，保存电子档案具有可能性；

2000年，成立电子档案档案馆项目管理办公室，对系统需求进行研究；

2001年，参议院档案的保存研究取得成果；

2002年，研发出ERA系统需求，并资助合作者在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进行研究；

2003年，建成虚拟档案馆实验室，并提出设计及原型要求的建议；

2004年，年选定哈里斯（Harris）和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分别进行ERA设计；

2005年9月8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中标。根据合同计划，ERA分期建设，2012年完成。首期将

于2007财年开通，届时将提供对联邦政府部门电子档案的管理、保存和在线利用。

2005年-2008年，开发移交、审查、和存储电子档案的功能；

2008年-2009年，实现对乔治·布什总统白宫电子档案的搜索和检索；

2009 年- 2010年，开发出公众利用、保存框架原型以及主动备份功能 ；

2010年 -2011年，实施保存功能和利用；

2011年- 2012年，进行最终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2012年-ERA基础系统全部运行；（《政府档案管理》备忘录与《政府档案管理指令》）

2014年，所有联邦机构都必须使用ERA系统。

2019年，联邦机关将以电子格式管理所有永久电子档案 。



ITTL .ppt-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elecommunications Laboratory

File Formats of 
Bush Presidential E-records

• AMI Professional (SAMNA)

• DCA-RFT

• IBM DisplayWrite 2&3

• IBM DisplayWrite 4&5

• Lotus Manuscript

• MSWord for DOS

• MSWord for Windows 2.0

• MultiMate Advantage 2

• Windows Write

• WordPerfect 4.2

• WordPerfect 5.0

• WordPerfect 5.1/5.2

• WordPerfect Notebook 2.0

• Windows 3.1 Calendar

• WordPerfect Calendar 2-3

• dBase II database

• dBase III database

• dBase IV database

• Advanced Revelation database

• Borland Reflex 2.0 database

• Paradox 4.0 database

• Lotus 123 1.0 and 2.0 Worksheets

• Microsoft Excel 2.0 Worksheet

• PlanPerfect 5.1 Worksheet

• QuatroPro for DOS Worksheet

• QuatroPro for Windows 3.x Workbook

• Harvard Graphics 2.0 Chart

• Harvard Graphics 3.0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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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Types 
of Bush Presidential E-Records

Agenda

Attendee List

Bar Chart

Biography

Briefing (Presentation)

Briefing Memo

Decision Memo

Diary

Executive Order

Information Memo

Job Application

Letter

List of Candidates for Federal Office

Mailing List

Memo

Minutes of Meeting

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 (NSD)

New sletter

New sw ire

Nomination to Federal Office

Notes

Presidential Statement

Press Pool Report

Press Release

Referral Memo

Resume

Schedule

Signature Memo

Situation Report

Summary

Transcript of Speech

Staff Register

Telephone Call Recommendation

Transcript of News Conference





★ ERA研究建设中的一些结论

★ 电子档案的媒介是可以管理的。 （大前提）

★ 任何系统，即使现在自称已解决了所有已知的技术过时和脆弱的保存媒体问题，

也免不了过时；对未来信息技术的唯一有效预测是：技术将持续改进和变化。

★ 未来ERA 将需要独立于所使用的技术。“可行技术”包括：①持久对象和馆藏

对象的转换方法； ②能够使馆藏持久独立于所使用的存储系统的存储管理； ③能够处

置所有保存和传递要求的元数据管理； ④将恢复到对象转换到目标技术上的调解方法。

电子档案的挑战是机遇与问题共存。NARA在多年研究中得出如下认识：

1、以保存可展现真实档案样子的方式克服技术的过时；

2、信息技术及其所产生的档案将持续变化，应基于这一预期构建动态解决方案；

3、利用信息技术持续进步，探索、保持和改进系统性能及客户服务的恰当方式。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完备的ERA并非仅是通常意义上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综合的、

系统的、动态的手段和方法集成体，能够跨越时间持续提供真实的电子档案利用，从而

实现档案工作的功能。因而，那种认为仅靠建立一个系统就能满足保存电子档案挑战的

观点是短视的。







• 事实。（中国数字档案馆、智慧档案馆略）

• 中国档案界最早提及电子档案的是1996年国家档案局成立的“电子文

件归档领导小组”。1999年发布了国家标准《CAD电子文件光盘存储、归

档与档案管理要求》（GB/T 17678），其中术语有电子档案：具有保存价

值的已归档的电子文件及相应的支持软件产品和软、硬件说明。

• 2002年的国家标准《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 18894），则

将电子档案的概念术语倒退为“归档电子文件”。如同说：发酵蒸熟的圆形

面粉团（馒头）；缝制的可穿在身上的布料（衣服）一样。直到2016年才

修改回来《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GB/T 18894-2016）

• 讨论。

• 在档案信息化道路上，以电子档案为主导、还是以数字化为主导，这是

两条技术路线：代表两种观念（发展与保守）、体现两种思维（科学与习

惯）、具有两种性质（电子与数字化）、通往两个方向（网上与网下）、形

成两种成果（创新与包装）。

• 数字档案馆中保存着什么东西？数字档案？



1999年英国《卫报》：计算机逢 9 变脸

1949年，世界第一台存储程序的计算机，大小如同一间普通的起居室。

当时有人大胆地预言：“未来计算机的重量也许不会超过1.5吨”；

1999年，因特网用户超过1亿，PC机每秒4.5亿次；（国家档案局制定

《CAD电子文件光盘存储、归档与档案管理要求》国家标准，其中有“电

子档案”术语；美国先期可研得出结论：电子档案长久保存具有可能性）

2009年，PC机每秒10000亿次。线缆逐步消失。纸张文件时代逐步结

束；（2005年—2012年，美国正在打造国家“电子档案档案馆”ERA）

2019年，PC机的计算能力大致与人脑相仿。用纸张作书本和文件已很

少使用；（美国国家档案馆2019年不再接收纸质档案）（AI开始兴复兴）

2029年，PC机相当于1000个人脑的计算功能。计算机已阅读完所有可

获得的人类和机器创造出来的文字作品和多媒体材料。（？？？？）



Information Management Quagmire

▪ Mailbox Quotas 邮箱配置

▪ Message Retention  信息保存

▪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数字版权管理

▪ Archiving  存档

▪ Document Management  文件管理

▪ Record Management  档案管理

▪ Search 搜索

▪ Encryption 加密

▪ Electronic records 电子档案

▪ Long-term Preservation 长久保存

▪ Metadata 元数据

▪ Digitization 数字化

▪ Legal effect 法律效力

▪ … … … …

Too many signals 

No clear direction



在国家信息化的进程中，相对其他各行各业，为什么档案界整体缺乏发展、

进取、创新意识？缺乏历史思维和对进化规律的理解？

行政：求稳！出问题怎么办？反正我们不负责，一想到读不出就吓坏了。

学界：跑偏！顾左右而言它。学术成果一大堆，但把概念和方向搞错了。

机关企业：着急！到底应当怎么办？受制于法规规定，但胆大的发展了。

总之，对技术变革的畏惧与不求甚解的误导，两者阴差阳错的结合，让我

们浪费、失去近20年时间在纠结电子档案的“to be，or not to be”时，ERA

系统项目已经完成从理念—模型—实用的跨越。

彼时起点相近，此刻相去甚远。当初你选择了容易的事，现在就难以应对

复杂的未来！ERA系统能够与联邦机关及公民互动，我国的政府部门也在推行

跑一次、一站式、一体化在线服务，但档案馆虽然数字化了、智慧了，但只能

到馆查阅，所以利用者还要跑无数次！

预测：凡是上错信息化列车车厢的还要进行二次技术革命！如近年来才讲

“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化”。



三、档案新生态的思考与启示

新形势、新技术、新挑战下多少问题值得研究，宏观上：云计算、大数据、

区块链、智慧档案、互联网+等；微观上：数字与缩微之争；三维、动态、多媒

体、数据库如何纳入档案，多少元数据合适？未来档案管理方式、档案以何种

形式和格式存储、如何迁移、美国ERA研发的结论等。这里分析几个根本性的。

一是错把档案当文件的误读。文件生命期、文件连续体、文件管理、现行

文件、电子文件、文件元数据等，这是20年来档案学理论发展中影响比较大的、

从国外学来的研究热点。但实际上这都是对源于对国外Records理解的误读。

例如：所谓“现行文件”：

物品 制作、形成地或单位 称 谓 使用或保存地 称谓

面包 食堂：面粉 — 面包 现行面粉还是刚烤出的面包？ 超市、家里 面包

服装 工厂：布料 — 服装 现行布料还是制成的服装？ 单位、公园 服装

图书 出版社：书稿 — 图书 现行书稿还是已出版的图书？ 书店、图书馆 图书

档案 机关：文件 — 档案 现行文件还是现行档案？ 档案室、馆 档案



将本应是档案管理的国际标准翻译为文件管理，称为“大文件”。结果

是真正的文件工作者看不懂，说这不是我们的工作内容，我们已有专门的文

件标准；而档案工作者则说，我们干了几十年档案工作，现在怎么成了文件

工作者？那到底国际上有没有档案标准？（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国际上

基本就没有所谓的“Archives管理”标准，因为Archives是指档案馆）

这就如同将本应是制作服装标准改名为织布标准，称为“大织布”。结

果是纺织业者看不懂 ，说这标准不是我们的工作内容，我们已有专门的织布

标准；而服装业者则说，我们怎么成了织布者？那到底有没有服装标准？

又如同将本应是制作面包标准改名为面粉标准，称为“大面粉”。结果是

面粉加工业者看不懂 ，说这不是我们的工作内容，我们已有专门的面粉标准；

而面包师则说，我们怎么成了磨面的？那到底有没有面包标准？

再如在现实中，哪有现行面粉、半现行面粉、非现行面粉？只有面包房的

面包，超市的面包，买回家的面包！

哪有现行布料、半现行布料、非现行布料？只有商店的服装、库存的服装、

穿在身上的服装，难道能说我在商场看上一件展示（现行）布料，买回家后

第二天就穿上刚买的（非现行）布料？然后再保存起来就叫做服装了？



— In 200 years, 

will people 

remember what 

you 

accomplished?

— 200年后人们

还能记得你们所取

得的成就吗？

— Yes, with 

good records 

management.

— 能，靠良好的

档案管理。



美国1789年

14号法律：

美国法令、

档案和国玺

安全保存法

An Act to 

provide for 

Safe 

keeping of 

the Acts, 

Records, 

and Seal of 

the U.S.



★ 国际上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标准





• 欧盟的“电子档案管理需求模型”（Moreq）对文件管理（Document 

Management）与档案管理（Records Management）作出如下区分：

• 文件管理系统（Document Management）：

• 1、允许文件修改和存在不同版本；

• 2、允许形成者删除；

• 3、可以具有留存管理；

• 4、可以包含文件存储结构并由使用者控制；

• 5、主要目的是用于支持日常业务使用的文件。

• 档案管理系统（Records Management）：

• 1、不允许档案改动；

• 2、不允许随意删除，除了在特定严格控制下；

• 3、具有严格的保存期限控制；

• 4、包括严格的档案分类整理结构并由管理者维护；

• 5、可以具有支持日常工作的功能，但主要提供重要业务档案的安全存储。



台湾2010年颁布标准: CNC 15489 《檔案管理》















文件管理国际标准：IEC 82045 









什么是真正的文件中心







档案管理国际标准（Records），但国内采标都成了文件标准

• DOD5015.2《美国国防部电子档案功能要求 》

• ISO 15489《信息与文献—档案管理》

• Moreq《欧盟电子档案管理需求模型》

• ICA-req《国际档案理事会档案管理要求》

• InterPARES《电子系统中真实档案永久保存国际研究项目》

• ISO 23081《档案管理元数据》

• ISO 26102《信息与文献—电子档案长期保存》

• ISO 26122《信息与文献—档案工作过程分析 》

• ISO14721 《开放档案信息系统》（OAIS）

• ISO 19005 《 PDF/A—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案卷格式》（ISO 32000）

• ISO 30300《信息与文献—档案管理体系》

• ISO 16175  《电子办公环境中档案管理的原则与功能需求 》

• ISO 13008 《信息与文献— 数字档案转换和迁移过程》

• ISO/TR 13028《档案数字化实施指南》









英文中事物、物品与其所属机构、所在场所是不同词汇

• 档案馆 archives（档案 records）；

• 图书馆 library（图书 books）；

• 美术馆 gallery（美术 the fine arts）；

• 博物馆 museum（文物 cultural relics）

• 体育场 stadium（体育 sports）；

• 电影院 cinema（电影 film/movie）；

• 大学 university（大学生 student）；

• 飞机场 airport（飞机 airplane）；

• 军队 army（士兵/军人 soldiers/serviceman）；

• 商场 market（商品 commodity; goods）;

• 医院 hospital（医生/病人 doctor/patient）;

• 餐馆 restaurant（餐饮 food/meal/eat/dine）；

• 宾馆/旅馆 guesthouse/hotel （宾客/旅客 guest/passenger）









档案Records与文件Document概念使用对比

档案 Records 文件 Document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Records Life Cycle Document Life Cycle

管理 Management Records Management Document Management

中心 Center Records Center Document Center

电子 Electronic Electronic Records Electronic Document

元数据 Metadata Records Metadata Document Metadata

现行 Current
法文 Courante

Current Records

Archives Courante

无：文件无所谓现行与否

连续体Continuum Records Continuum 无：文件止于归档或销毁



真正的电子文件管理来了！









二是顺应生态变迁依责任而动。档案社会生态的基本原理没变，但应当适

应自然生态变迁，特别是要关注并消除生态演变中异化出的阻碍发展的病灶，

以及舍本求“枝”、追求新“歧”。

生态观念：纸质还是信息化？信息化——就像要进入高铁站

应担责任：文件还是档案？档案——选对高铁列车方向及车次

技术路线：数字还是电子？电子档案——找到自己的车厢及座位

高端发展：云、大、区、智？——到餐车去点适合的菜

误读对我国档案信息化发展造成阻碍，拖后了近十几年！一直到2015年才

确立“电子档案”的概念（DA/T 58《电子档案管理基本术语》），档案界多

年来对电子档案的恐惧，让所谓“电子文件”在档案工作中大行其道，就像做

面包的奢谈如何磨面、做服装的要研究如何织布一样，虽然这真是很荒唐，但

这荒唐是真的！

中央文件最早明确提及电子档案是2014年两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档案工作的意见》。最新是2018年7月2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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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制修订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建设运营急需的电子印章、电子证照、电子档案等方面的法规、规章”。



三是关于数字、电子及元数据。

— 数字档案还是电子档案？美国的模拟电子档案，（电子=数字+模拟）

— 文件元数据还是档案元数据？英国的文件元数据与档案元数据。

— 两种倾向：一是拒绝踏上信息化列车。管你什么信息化、电子化、数字化，我就

相信纸质档案，看得见、摸得着！二是上错信息化列车的车厢。本该搞电子档案的却起

劲忽悠电子文件。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方向错了，停下来就是前进。10年前我就在讲“电子文件”翻

译错了，也告知某些学者；但留过洋的人自信满满，就是听不进去，因为觉得自己英语

好的不得了。不但听不进去，而且给我扣了一顶帽子：有政治目的。

我再次申明，档案学界20多年来研究形成的所谓“文件生命周期”、“文件连续

体”、“现行文件”、“文件管理”、“文件中心”、“电子文件”、“文件元数据”

等概念和理论，全都是因为对Records翻译错误而形成的伪概念，纯属荒了自己的田去

种别人的地。如果说是无意识的误译或者误读，可称为是档案事业发展历史上最大的乌

龙，对此我们可以谅解当时的条件。但如果说是故意且有目的的，那就是在蓄意编造

“档案的新装”。近来一些档案微信公众号还是在介绍国际上的所谓“电子文件”。

《档案学通讯》2018年第4期关于美国的ERA2.0，更是将其称为数字档案馆。

真是：欢天喜地搞文件，竹篮打水误档案；雾里弄花喜数字，不知何年懂电子。

百度：英语“own goal”与粤语的“乌龙”一词发音相近，而粤语“乌龙”有

“搞错、乌里巴涂”等意思，大约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记者便在报道中以

“乌龙”来翻译“own goal”。



罗塞达盘 (Rosetta Disk)，模拟微蚀刻技术：预期寿命10,000年



英国公共档案馆对文件、档案及元数据的关系界定：

电子档案 = 文件本身 + 文件元数据 + 档案元数据



来而不往非礼也！回敬赠送给我“有政治目的”帽子者：

将Records叫作“文件”，就像给档案工作制作了不存在的新装！



结论：像任何工作一样，档案工作发展不能脱离生态系统，从简牍到云

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应对挑战就是要：管好纸质档案、发展电子档案

管理。未来纸质档案不是不存在，而是文物价值更重；而档案的信息、凭证

价值和作用将由电子档案所承担。

— 认知上：档案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是档案管理。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当前本应搞档案理论的档案学界，大谈口述历史、社交媒体、社会记忆、

数字记忆、知识管理、文件管理、信息资源等，就是不讲电子档案的怪现象

值得反思！

— 趋势上：档案信息化与电子档案管理，是档案界——无法回避的挑

战、必须跨越的巅峰。只有攻下信息化的最后一公里，档案工作才能在与社

会发展协调同步中获得新生。

— 路径上：电子档案才是信息化的核心和方向。在信息化的路上，跑

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智慧AI、互联网+量子计算等高大上之前，我

们先要学会用电子档案走路！而把纸质扫一下的档案数字化，充其量就是信

息化的婴儿阶段或信息技术小儿科。

2018年7月，国务院文件（要求国家档案局制定电子档案法规）像春雷

— 档案学界不要再继续顾档案而言文件了！

—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抓紧电子档案立法吧！

— 机关企业档案工作者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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