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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档案是高等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

在日常工作和发展中形成的原始资料，是重要的信

息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等学校的发

展速度明显加快 ,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使得高校档案

管理工作的责任和任务日益增加。为了高校档案管

理工作紧跟高校改革与发展的步伐 ,本文就加强高

校档案工作的服务意识、拓展档案服务的内容以及

创新服务的途径等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讨。

1 加强高校档案的服务意识
高校档案是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及各项管理工

作提供服务,为师生员工和社会提供服务。正确理

解和认识高校档案工作的服务性质，对于我们正确

对待自己的工作岗位，进一步解放思想，明确新形

势下高校档案工作的职责任务和作用，贯彻落实实

现科学发展观，发扬改革创新精神，提高高校档案

工作的自主创新能力，开创高校档案事业的新局面

有着重要意义。由于档案工作自身的特殊性使得

很多高校领导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支持不够，

认为档案工作是一项只有投入而长期都没有回报

的项目，它的好坏对全局影响不大，从而导致档案

工作的硬软件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同时，档案工

作者也普遍存在档案工作创新意识淡薄，墨守成

规，安于现状，一直停留在建档、管档、查询等传统

服务上，忽视档案信息资源的主动开发利用，忽视

了应通过各种手段提供主动的、开放式的服务。服

务意识的弱化，导致许多珍贵的、利用价值很高的

档案材料不能发挥其作用。因此，无论是领导还是

从业者，都应加强档案的服务意识，更新观念，致使

高校档案工作紧跟档案工作发展的整体水平。

2 拓展高校档案服务内容
随着高校规模不断扩大，网络通信技术和计算

机技术飞速发展，档案领域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

遇和挑战。学校的各项工作对档案的需求，在利用

频率上更快捷，在服务领域里更宽广，在服务方式上

更灵活，这就要求高校档案在服务内容上更丰富。

2.1 档案馆应成为信息服务的中心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高校都将实行办公

自动化和电子政务，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电子文件，

形成了大量的档案信息。各高校还应利用照相机、

扫描仪等现代办公设备将纸质文件录入计算机，建

立档案信息数据库或档案网站，通过计算机和网络

实现各种档案信息的多种方式检索、查询、利用，实

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为目标的档案信息化建设，成

为名副其实的档案信息资源交换中心。

2.2 档案馆应成为宣传教育的基地

高校档案包含了教学、管理、育人、科研等诸多

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各职能部门、师生员工等不同

层面的活动。记载着历年来学校建设发展的历史

足迹，是高校历史的真实记录。开发高校档案信息

资源，不仅对传承学校优良传统，提练大学精神品

质，加快学校改革发展、加强学生素质教育和推进

校园文化建设有着十分突出的作用，也体现了爱国

荣校的教育功能。高校档案馆可以通过灵活的形

式、广泛的题材进行宣传教育。如建立校史馆，展

出档案实物，高校档案中保存着大量珍贵的校友留

下的手迹、照片、录音、录像以及名言警句、诗词书

画等, 以生动直观的史实启迪青年学生，对他们进

行爱国、爱校教育，历史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从而更

加热爱祖国、热爱校园、刻苦学习。还可以通过编

纂校史、大事记、科研成果汇编、论文集，文艺创作、

拍摄专题片，举办专题讲座、知识竞赛等等。实践

表明，通过内容研究和陈列设计，形象直观地展示

大学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比课堂教育所受感染

来得更直观、更强烈，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

大学生学习的真正第二课堂。

2.3 档案馆应成为科研、人才的资料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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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不仅为社会培养输送人才，而且具有得天

独厚的科学研究优势，始终处于科技进步的前沿。

高校师资力量雄厚，科技人才相对集中。据有关资

料介绍，有50%以上的科技成果是高校产生的，高

校的科研成果一旦进入市场转化为生产力，将产 生

无法估量的经济效益。所以，建立一个系统的科研

成果、人才资料库，把广大教学、科研人员在实践中

不断产生新的教学科研成果，整合成信息资源，成

为反映最新科技动态的信息库，实现科技档案的经

济价值，为高校和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总之，高校档案馆应充分利用资源的优势，本

着“ 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服务理念，更好地服务

于师生、服务于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

3 创新高校档案服务的途径
3.1 强化档案信息资源的收集工作

档案收集工作是档案业务的基础，只有做好收

集工作，档案材料才能齐全完整、内容丰富，满足各

方面对档案信息的需求。为丰富档案室的收藏、扩

大收集面，要多收集一些经济价值、社会价值较高

的档案材料。在做好收集纸质、电子档案的同时，

也要重视与学校有关的各种档案史料的征集，主要

包括高等学校在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实物档案，如荣

誉证书、奖状、奖章、奖杯、礼品、锦旗、印信、名人字

画及高等学校发展中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和有收藏

价值的教学科研设备设施等。

3.2 做好馆藏档案的数字化工作

档案工作随着学校的发展，要加快信息化建

设，实现高校档案现代化管理。以纸质档案为主的

传统馆藏不适合信息时代的数字化管理及信息的

网络传输，必须将这些传统馆藏数字化。

可优先选择珍贵的、利用率较高的、公开的、有

特色的馆藏档案进行数字化。在具体实施馆藏档

案数字化工作时，可参照国家档案局颁布的相应的

法规，制定出档案数字化操作规范，针对数字化的

输入方式、数据备份、存储方式等提出明确要求，保

证工作规范化、有序化、制度化。

3.3 加强现代化服务手段的应用

现代技术手段对档案事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档案信息的收集、储存、管理、保护、查

询 、档案介质的转换及技术开发等都需要用现代化

技术手段来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1）高校可

利用完善的校园网，建设档案馆网页，在档案馆网

页上公布档案馆概况、档案馆藏、档案工作流程、信

息咨询服务、举办网上珍贵档案展览等。（2）高校档

案管理应逐步实现现代化的管理。其一，加快现代

化管理软件的应用。选择符合本校实际的档案管

理软件，综合考虑数据管理、编目整理、检索查询、

安全保密、系统维护等功能。其二，高校档案馆要

提升现代化管理硬件条件。为扩大信息存储量，应

使用光盘技术和微缩技术，配备必要的复印机、照

相机、录音、录像、扫描仪等设备。其三，利用学校

办公自动化系统，使各类电子文件的形成按公文程

序实行起草、审核、签发一体化，确保电子文件及时

收集、归档，实现文档一体化。高校档案服务应顺

应时代的要求，逐步向现代化管理转化，使档案馆

能更好地为学校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校档

案工作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档案工作者要强化

服务意识，努力学习，积极探索，掌握新方法、新技

术，为高校的发展作出贡献。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夏露.提高创新和服务意识 加强高校档案工作[J].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95-96.

[2]王玲，华惠.档案在构建和谐校园中的作用[J].档案与建设，2006（8）：24-25.

[3]金鑫.高校档案工作如何在创新中谋求新发展[J].办公室业务，2005（5）：47-48.

[4]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s].第三章第二十四条2008，08.

On Strengthening the Services of University Archives

CAO Xi-hong1，LONG Xiao-qin2，QIU Xiao-yan2

（1.Chongqing University Archives，Chongqing 400045；2.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 615013）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o-economy，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institutions education significantly runs fast. University
archives services have also been confronted with new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o
strengthen the service conscious of university archives，expand service content and innovative service ways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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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日，“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与版权保护论坛”在中国·成都召开，国内部分高

校、省属社科院负责人和学术期刊编辑部的相关人员出席了论坛。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学

术期刊及数字化传播与版权保护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如下共识：

一、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期刊版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

保护期刊版权对于繁荣学术，净化和营造公平、合谐的学术环境，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具有重要

的意义，学术期刊编辑部对此应高度重视。

二、与会者强烈谴责各种侵犯期刊版权的个人行为和团体行为。各学术期刊编辑部应采

取联合行动共同抵制那些侵犯学术期刊和作者权益的行为，以及违背学术道德、无视学术规范

的学术失范行为。自觉维护正常的学术环境，倡导优良的学术风气，促进学术事业的健康发

展。

三、学术期刊编辑部应该在正确掌握《著作权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确定编辑部

与作者，编辑部与网络期刊之间的关系，保护作者与期刊编辑部的合法权益；以合同等方式获

得作者对版权的授权；在国家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在各相关学会、协会的联合协作下，建立期刊

版权保护联盟或相应的平台。

四、呼吁网络期刊和数据库尊重作者和期刊编辑部的合法权益，在取得期刊版权的同时，

合理地解决与版权相关的问题，建立起一种合法的商业模式和合理的互惠互利机制。

五、推广使用学术文献不端检测系统，依照著作权法等法规处理问题，特别是对抄袭、与一

稿重复发表等行为零容忍，遵守学术期刊出版中的版权约定和数字化传播的版权约定；共同把

版权保护及抵制学术不端行为作为本机构业务运营的重要任务，增加相关人力和技术投入，加

大版权保护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宣传力度，推动全社会形成版权保护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

的良好道德舆论氛围。

六、自觉接受政府主管部门对学术期刊及数字化版权保护的监管，积极支持有关机构开展

的打击侵权盗版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各项行动及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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