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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全面探讨了城建档案信息化的现状与发展方向，通过对城建档案信息化的概念界定和现

状概述，以及对存在问题的深入分析，提出了推动跨界合作与资源共享、完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制度

与技术、建立统一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标准体系以及强化网络安全保障措施等方面的探索与建议，旨

在引领城建档案信息化向更加智能、高效和安全的方向发展，为城市建设和管理提供有力支撑，实现

信息资源的 大化利用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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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archives informatization，through the concept of urban construction archives informatization 

definition and present situation overview，and the thorough analysis of existing problems，put forward to 

promote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improve the archives information resources sharing 

system and technology，establish a unified archives information resources sharing standard system and strengthen 

network security measures of exploration and Suggestions，aims to lead the urban construction archives 

informatization to the direction of more intelligent，efficient and safe，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urba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realize the maximum us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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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建设与管理日益依

赖于大量的档案信息。城建档案信息化作为城市管理的重要支

撑，已成为提高管理效率、优化城市发展环境的重要手段。然

而，在城建档案信息化进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挑战和问题，

例如信息孤岛、资源碎片化、安全隐患等，制约了其发展的全

面性和深度。因此，本文将对当前城建档案信息化的现状进行

梳理和分析，以期为城市建设档案信息化提供新的思路和解决

方案。 

1、城建档案信息化的概念 

城建档案信息化是指将城市建设领域中产生的各类档案

资料，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处理的

过程。这一概念旨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城市建设档案管

理的效率和水平，实现档案信息的全面整合、便捷查询和安全

保障。通过建立数字档案库、应用数据挖掘技术、构建智能化

管理平台等手段，城建档案信息化能够实现城市建设过程中的

数据共享、资源优化利用以及科学决策，为城市规划、管理和

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信息支撑。 

2、城建档案信息化现状概述 
2.1 推动档案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 

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以纸质档案为主，管理方式相对繁

琐、效率低下。而城建档案信息化的出现，使得档案管理由传

统的手工操作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变。通过建立数字化档案库

和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档案信息的全面录入、存储和管理，

大大提升了档案检索、共享和利用的效率。此外，信息化还使

得档案管理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通过技术手段确保档案信息

的完整性、可靠性和安全性，为城市建设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数

据支持，促进了城市建设管理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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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升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 

城建档案信息化可以实现对档案信息的快速获取和分析，

为城市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信息化

档案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工程进度，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此外，

城建档案信息化还为城市管理提供了便捷的工具，通过数据分

析，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城市管

理效率。 

2.3 促进档案资源的保护和传承 

城建档案是城市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记录了城市发展

的轨迹和变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纸质档案面临着损坏、

遗失等风险。通过城建档案信息化，可以将这些珍贵的档案转

化为数字信息，永久保存在计算机系统中，避免了档案损坏和

遗失的风险。同时，数字化档案还便于复制和传播，有助于档

案资源的共享和利用，推动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4 推动档案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传统的档案管理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如管理分散、信息共

享不畅等。城建档案信息化要求建立统一的档案管理标准和规

范，推动档案管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同时，信息化还促进了

档案管理机构的整合和优化，实现了档案管理资源的共享和协

同工作。这些改革和创新为城建档案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提

高了档案管理的整体水平。 

2.5 提升公众对城建档案的认知和利用 

传统的城建档案往往只被专业机构和人员所使用，公众对

其了解甚少。随着城建档案信息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档案信

息被公开和共享，使得公众能够更方便地获取和利用这些信

息。这不仅加深了公众对城建档案的认识和了解，也提高了公

众参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积极性和能力。 

3、城建档案信息化存在的问题 
3.1 技术层面的问题 

尽管信息技术在城建档案管理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仍

然存在一些技术难题。城建档案数字化过程中的图像识别和文

字识别技术还不够成熟，对于复杂的历史档案和特殊格式的档

案，数字化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还有待提高。城建档案信息系

统的集成度和互操作性也存在不足，不同部门和机构之间的信

息系统难以实现无缝对接，导致信息共享和利用的效率受限。 

3.2 管理层面的问题 

城建档案信息化要求档案管理从传统的纸质管理向数字

化管理转变，但许多档案管理机构在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管

理流程上尚未完成相应的转变。一些档案管理人员对信息化的

理解不深，缺乏信息化管理的知识和技能，导致信息化管理的

效果不尽如人意。此外，城建档案信息化还面临着管理制度不

完善的问题，如信息化建设的规划、实施和监督机制不健全，

信息化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和执行不到位等，这些都制约了城建

档案信息化的深入发展。 

3.3 标准不统一 

由于城建档案涉及多个部门和机构，各自为政的现象较为

普遍，导致城建档案信息化的标准体系尚未形成。不同部门和

机构在档案数字化、数据格式、信息共享等方面采用不同的标

准和规范，使得城建档案信息难以实现跨部门和跨地区的共享

和利用。这不仅浪费了资源，也影响了城建档案信息化的整体

效果。 

3.4 人才短缺 

城建档案信息化需要既懂档案管理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

型人才，但目前这样的人才相对匮乏。现有的档案管理人员往

往缺乏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而信息技术人员又缺乏对

城建档案管理和利用的专业理解。这种人才结构的不合理导致

了城建档案信息化进程中的技术和管理难题难以得到有效解

决。 

4、城建档案信息化发展方向探索 
4.1 推动跨界合作与资源共享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已

经难以满足现代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需求，因此，跨界合作与资

源共享成为城建档案信息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展望未来，随着

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建档案信息

化的跨界合作与资源共享将呈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可看

到更多的部门和机构参与到城建档案信息化的工作中来，形成

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应

用普及，城建档案信息的共享和利用将变得更加高效和便捷。 

跨界合作是推动城建档案信息化发展的关键路径。城建档

案涉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多个领域，需要多个部门和机

构的共同参与和协作。通过跨界合作，可以实现不同领域之间

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打破信息孤岛，提高城建档案信息的

利用效率和价值。例如，城市规划部门可以与建设部门、环保

部门等进行合作，共享城市空间布局、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档案

信息，共同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方案，跨界合作还可

以促进不同部门和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形成工作合力，推

动城建档案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城建档案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

资源，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然而，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往

往导致档案资源的分散和浪费，难以实现档案信息的 大化利

用。因此，通过资源共享，可以实现城建档案信息的集中存储

和统一管理，避免资源的重复建设和浪费。同时，资源共享还

可以促进不同部门和机构之间的信息互通和互补，形成档案信

息的完整性和连贯性，提高城建档案信息的整体利用价值。 

4.2 完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制度与技术 

城建档案信息化的发展方向中，完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制

度与技术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不仅是信息化建设的内在要



工程管理 
第 5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17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求，也是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深入探索这一发展方向时，需要从制度构建和技术创新两个

方面着手，以实现档案信息的全面共享和高效利用。通过加强

制度构建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能够推动档案信息的全面共享

和高效利用，为城市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促进城

建档案工作不断向现代化、智能化方向迈进，为城市建设和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制度的完善上应确立明确的共享原

则和目标，为各参与方提供行动指南，包括明确档案信息的共

享范围、共享方式以及共享过程中的权益保障等，确保各方在

信息共享过程中能够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档案信息化的深入发

展。还需制定详细的共享流程和规范，明确数据格式、传输协

议等具体操作要求，以确保档案信息的准确性和高效性。此外，

云计算技术可以实现档案信息的云存储和云处理，提高信息处

理的效率和准确性；大数据技术可以对海量的档案信息进行深

度挖掘和分析，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人工智能技术则可以实现

档案信息的智能检索和推荐，提高信息利用的效率。 

4.3 建立统一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标准体系 

城建档案信息化发展方向探索中，建立统一的档案信息资

源共享标准体系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这一标准体系的建

立，对于提升城建档案信息的共享效率、推动城建档案信息化

进程，以及加强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虽然

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和时间，但只要坚持不懈

地推进和完善标准体系的建设工作，就一定能够为城市建设和

管理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信息支持。 

在当前的城建档案信息化工作中，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

各部门、各单位在信息共享时往往面临数据格式不兼容、信息

传输不畅等问题，这极大地制约了档案信息的共享和利用。通

过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可以规范数据格式、传输协议、共享

流程等方面的内容，确保各部门、各单位在信息共享时能够无

缝对接，从而提高档案信息的共享效率，必须对现有的城建档

案信息化状况进行深入的调研和分析。通过梳理各部门的档案

管理流程、信息存储格式以及共享需求，可以发现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为制定统一的标准体系提供有力的依据。 

4.4 强化网络安全保障措施 

在城建档案信息化发展方向的探索中，强化网络安全保障

措施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城建档案的信息化进程不仅涉及

到大量的敏感信息和重要数据，还牵扯到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

安全等方面，因此，网络安全问题的严峻性不言而喻。为了确

保城建档案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必须采取一系列综合

而有效的网络安全保障措施。 

建立完善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至关重要，包括

明确网络安全管理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建立网络安全管理机

构，制定相关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根据国家和地

方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国际通行的网络安全标准，制定适合城

建档案信息系统的技术标准和安全策略，确保系统的合规性和

可控性。并且加强网络安全技术防护是确保城建档案信息系统

安全的关键，包括建立健全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采用先进的

安全防护设备和技术，如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网络流量监

控系统等，及时发现和阻止各类网络攻击和威胁。同时，采取

多层次的安全防护措施，包括网络边界防护、主机安全防护、

应用程序安全防护等，形成全面、立体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

另外，建立完善的安全监测和事件响应机制，对系统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的安全监控和分析，及时发现和处置安全事件和威

胁。同时，建立紧急响应机制和处置流程，对于发生的安全事

件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大限度地减

少安全风险和损失。此外，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网络安全培训和

教育也是确保城建档案信息系统安全的重要手段，定期组织网

络安全培训和演练，增强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使

他们能够及时发现和应对各类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同时，建

立健全的权限管理制度和访问控制机制，严格控制用户的权限

和访问范围，防止内部人员滥用权限或泄露敏感信息。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建档案信息化的发展已成为城市管理与建设

的重要支柱。本文分析了城建档案信息化面临的问题，并提出

了推动跨界合作与资源共享、完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制度与技

术、建立统一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标准体系以及强化网络安全

保障措施等方面的发展方向。这些措施将有助于促进城建档案

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提高城市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实现信息资

源的 大化利用和共享。未来，需要继续加强合作，完善制度

与技术，共同推动城建档案信息化不断迈向新的高度，为城市

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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