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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保
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事业。新中国成立以
来，中国档案事业实现了跃迁式发展和革命性变
革。《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记录着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反映着社会的发
展与变迁。本文以《人民日报》为基础，梳理新中
国成立七十余年来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进
程、主要成就并尝试总结其基本经验，以期为切
实推动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镜鉴。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进

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档案事业的发展大体可以划

分为“接收与初创”“建设与挫折”“恢复与发
展”“跃进与辉煌”四个历史阶段。
（一） 接收与初创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全面接管并改造旧社会

的战略大方向下，抢救和接收旧政权遗留档案成
为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解放战争末期，中共在

接管各大城市时对档案保护工作作出相关规定，
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旧政权机关人员发出“约法
八章”，敦促其“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
候接收处理。”[1]新中国成立后，档案接收工作继
续推进。1949 年 10月 25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了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统筹处理旧政权
相关人员、档案等接收事宜[2]。党也注意到了革
命历史档案收集工作。在《关于收集党的历史档
案的通知》等文件指引下，各地纷纷展开工作并
取得实效，如上海革命文物收集委员会征集了
包括太平天国玉玺和浙江绍兴府相关的珍贵史
料[3]。除接收旧档案之外，建立档案文书管理制
度是建国初期档案工作的另一要务。新中国成立
后，通过召开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军、群各
机关的档案工作会议，并制订如《公文处理暂行
办法》等指导性文件，中央机关、各大区、省、
市的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逐步开展、文书档案管
理办法或条例相继出炉，中央和省一级党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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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逐步建立起来。
（二） 建设与挫折
尽管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就已经开

展了档案文书工作，但在执政范围扩至全国以
后，档案管理的经验仍显不足。1954 年 6 月 8
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教研室主任的吴宝康
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专门讨论档案工作的意
义及实际工作中面临的问题。我国档案工作基础
还十分薄弱，各机关档案工作尚不健全，大量档
案仍未得到妥善处理。认为“目前整顿与改革档
案工作中首先要做的”便是建立统一的档案管理
制度，健全机关文书处理工作、收集管理历史档
案[4]。为统筹全国档案工作，国家档案局于 1954
年 11月 8日成立。

1954年 12月 1日，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
议召开。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指出：历史档案收
集、机关文书处理、档案馆建设、档案管理机构
建设等是今后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 [5]。1956 年 4
月 21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
决定》，提出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统一管理、收集
和清理历史档案、培养干部等七项内容[6]。《人民
日报》在社论中指出：“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
案工作的决定，是改善我国国家机关工作的一个
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号召“一切国家机关
必须根据这个决定加强我国的档案工作。” [7]此
后，全国各级档案部门响应社论号召，以实际行
动践行《决定》精神。各级档案管理机构相继成
立、立卷归档制度逐步推行、历史档案、积存档
案得到妥善处理、各级档案馆建设项目陆续上
马、档案队伍建设抓紧进行，“全国档案工作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8]1956 年 9月，中共八
大召开。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在会上发言，号召
把档案事业的发展提高到适应“经济建设和文化
建设需要的水平。“[9]明确了档案工作在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的发展方向。
在党和政府关心支持以及各级档案部门不懈

努力下，我国档案事业在 1954至 1966 年期间取
得较大发展。革命历史档案的收集、党政机构档

案统一管理、中央及地方各级档案馆兴建、科技
档案、农村档案、军队档案、少数民族地区档
案、档案学研究等工作取得重大成就，为改革开
放以后档案事业快速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
应当看到，“大跃进”期间档案工作出现了一系
列问题，提出了诸如“大办档案”“万物档案
化”等错误口号，并在实践中造成了一定消极影
响。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档案事业遭遇严

重挫折。1966 年 6月 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
出《关于揭发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
通知》，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档案事业十七年的
发展成就，不少档案干部遭遇不公正对待[10]。中
央到地方档案工作部分陷于瘫痪状态，建国以来
逐步形成的档案工作规章制度被当作“条条框
框”破除，档案工作呈现混乱状态。
（三） 恢复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档案事业进入

恢复与发展的时期。1979 年 4月 21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发布关于国家档案局恢
复工作和中央档案馆复名的通知[11]。随后，分别
任命曾三、张中为中央档案馆馆长和国家档案局
局长。5月 2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为档案工
作彻底平反的通知，认为“文革”前十七年，我
国档案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1966 年中央办
公厅发出的两个通知是错误的，应予以撤销。”[12]

由此，档案事业的恢复和整顿工作有条不紊地
开展起来。1979 年 8月，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在北
京召开。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三、国家档案
局局长张中在会上分别作了报告。会议认为，要
大力发展档案事业，提高档案管理的科学化水
平，努力使档案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13]《人民日报》社论高度评价了此次会议，认
为“对恢复和发展档案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必将起重要的促进作用。”[14]在党和政
府大力支持下，档案工作的恢复与发展取得明显
成效。大部分档案管理机构得到恢复，大批档案
馆得以恢复和建立，历史档案的开放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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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 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提出了“全
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命题。12
月，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对新形势下
如何开展档案工作并使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研究。会议通过了《一
九八三至一九九〇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提出要
在第六和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起“一个门类
齐全、结构布局合理、管理科学、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体
系。”[15]自“七五”计划档案事业规划成为专门的
规划以后，档案事业在“八五”至“十一五”期
间全面发展、有序进行。全国档案事业在此期间
取得了重要成绩，档案立法工作、档案学研究、
档案干部培养、档案国际化工作等均取得突出成
就。
（四） 跃进与辉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档

案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验得以总
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各项事业得
以发展，都离不开档案[16]。2021年 7月 6 日，习
近平总书记专门就新时代档案工作作出重要批
示，深刻阐述了档案工作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
新时代档案工作总体思路和基本要求，为推动档
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17]。其后，国
家档案局举办了档案系统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专题研讨班，印发《习近
平关于档案工作、历史学习与研究、文化遗产保
护重要论述摘编》，推动档案系统学习贯彻工作
不断深入。

我国档案事业在“十二五”“十三五”规划
期间蓬勃发展，硕果累累。2020 年 6 月 20 日，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公布[18]。这是
我国档案法治建设进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各级
档案部门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新修订《档案法》
为指引，贯彻实施各项工作，多地推动地方档案
法规规章列入立法项目 [19]。2021 年 6 月发布的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总结了“十
三五”期间档案事业发展的成效，“十三五”期

间，我国档案事业在“主动融入和服务乡村振
兴、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战略成效显著，在庆祝
改革开放 40周年、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等重大活
动以及脱贫攻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党内主题
教育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资政能力不断提
升。《规划》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
的目标，为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
向标。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档案事业发展的主要成

就
七十余年来，新中国档案事业在党和国家领

导下实现了跃迁式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 档案资源的收集、整理和利用
档案收集方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各地积极开展革命历史档案征集工作。《人民日
报》1958 年 4 月 28 日载，山西等二十三个省、
市、自治区共收集到革命历史档案资料五十七万
余件[20]。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通过制定详尽的档
案收集制度，我国档案资源丰富程度不断提高。
据统计，自 1983起至 2020年止，全国档案馆每
年接收的纸质档案由 312.9万卷 / 件增至 8310.1
万卷 /件。2020年底，全国国家级综合档案馆馆
藏档案达 91789.87万卷 /件，较 1963年增长 161
倍[21]。

档案利用方面。对丰富档案资源加以有效利
用是档案工作的应有之义。利用科技档案、城市
基建档案、工程档案等获取实际效益是建国以来
档案工作的突出亮点。1987 年 7 月，《人民日
报》报道了江苏省利用科技档案获取经济效益的
新闻，称南京市百余家工业企业“利用科技档案
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达 2100多万元。”[22]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收集
和运用，强调在思想政治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
方面发挥好革命文物和红色档案重要作用。在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下，反映革命历史的红色档
案资源得以快速收集、整理并融入党史学习教
育、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强大的意识
形态引领作用。

06



2023年第 3期 学术研究

开放历史档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
乱反正工作在各个方面卓有成效，国家科学文化
事业发展加速。在此背景下，要求开放历史档案
以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23]。1980年
5月 27 日，全国省级以上档案馆工作会议在北京
召开，开放历史档案自此逐渐由酝酿而成熟 [24]。
1987 年《档案法》规定档案自形成之日起满 30年
者开放。2020年新修订《档案法》又将 30年的期
限缩短至 25年。据统计，2020年，全国各级综
合档案馆的开放档案共 14584.5万卷、件，其中，
新中国成立前档案 2806.3万卷、件，新中国成立
后档案 11778.2万卷、件。
（二） 档案工作的体制与机构
新中国建立之初，囿于特殊历史环境，曾推

行党、政、军三方面档案各自独立的分工管理体
制。伴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实现党
政档案统一管理越来越成为现实的需要。1956 年
发出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指
出：“集中统一地管理国家档案”是我国档案工
作的基本原则[25]。经过长期建设，我国在集中统
一管理基本原则下，加强了党对档案工作的领
导，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档案室，实现了
党政档案的统一管理，建立了条块结合的档案工
作管理体制[26]。

档案馆是利用档案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场
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档案馆建
设。1959 年 10月 8日，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27]。
这是我国档案馆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到 1960年
代初期，我国共有国家级档案馆 2个，省 （市、
自治区） 档案馆 16个，专区档案馆 106个，县级
档案馆 1580个[28]。改革开放后，各级各类档案馆
加速发展。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建有国家级综合
档案馆、国家专门档案馆、部门档案馆、企业档
案馆等各级各类档案馆 4234个。蓬勃发展的档案
馆事业为档案资源有效利用提供了场域，对科学
研究、经济发展均有积极影响。
（三） 档案法规体系建设
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时期，法制建设在档案

事业发展中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制定档案法以加
强档案的科学管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
要求。1987 年 9月 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
法》正式公布[29]。《档案法》的首次公布和施行，为
我国档案事业法治化开辟了崭新道路。此后，
《档案法》分别于 1996 年和 2016 年先后进行了两
次局部修正，以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2020
年，《档案法》重新修订并予公布，以适应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30]。

尽管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并未制定专门的档
案法律，但并不意味着档案工作“无规可依”。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根
据实际建设需要制定了相当多的法规文件，如
《机关档案室工作通则》和省、县各级档案馆工作
通则等。改革开放初期制定了《科学技术档案工
作条例》等文件。1987 年，我国第一部《档案法》
颁布。经过长期建设，我国逐步形成了一套包含
档案法律、档案行政法规、地方性档案法规和档
案规章四个层次的科学完备的档案法规体系。截
至 2017 年 8 月，北京市建成地方性档案法规 1
部、地方性档案规章 1 部、规范性档案文件 127
个。“初步形成了一个与《档案法》相配套、与北
京市档案事业发展相适应的北京市档案法规体
系。”[31]逐渐完备的法规体系成为档案事业面向新
时代新征程，不断取得更大进展的制度保障。
（四） 档案学研究与教育
我国档案工作在汲取他国经验的同时，结合

本国具体情况总结实践经验，积极从事理论研究
与教育，在档案学科建设与教育、档案理论研究
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新中国档案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肇端于中国
人民大学。1952年，为培养新中国档案人才，中
国人民大学创办了专修科档案班，翌年扩大为档
案专修科。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建历史档案
系，标志着新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正式建立。自
1952年至 1966 年，该系共培养大专和本科毕业
生 576名，成为档案工作的骨干人员[32]。1985年，
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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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33]。这一时期，我国档案学科发展呈现良好
态势。据有关学者统计，截至 2020年 5月，我国
开设有档案专业的高校共计 38所，遍布全国 24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 11所高校拥有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6所高校拥有一级学科
硕士学位授予权；34所高校招收本科生。“十三
五”期间，国内高校共培养档案学本科生 7911
名，硕士生 1548名，博士生 137名，招生数量和
人才培养规模稳中有升[34]。蓬勃发展的档案学科
为中国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档案学研究不断出新。围绕档案学理论与实
践的研究在五十年代就已发端。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基础理论、档案管理原则和
方法作了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档案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在
批判吸收国外各种理论、档案馆工作研究、档案
管理技术研究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1981 年 11
月 23日，中国档案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档案
学术讨论会于北京召开，成为全国档案学研究的
重要阵地[35]。“十三五”时期，我国档案学界共
发表 1425篇高质量期刊论文，获 94项国家级基
金项目，289项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立项和 127
项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励项目[36]。

档案刊物是集中体现我国档案学研究成果的
重要载体。建国初期，我国就已创办了若干档案
业务刊物。1951年中共中央秘书厅创办了《材料
工作通讯》，后改由国家档案局主办，并更名为
《档案工作》，发行份数达 10万余份[37]。改革开放
以来，各类档案期刊，如中国档案学会主办的
《档案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档案学通
讯》，以及一些地方档案部门主办的刊物如《北京
档案》《四川档案》等，对档案学研究宣传工作均
有推动作用。
（五） 档案事业国际化
新中国档案事业与国际的接轨由来已久。新

中国成立后，我国档案事业的国际交流对象主要
以苏联为主，兼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五十年
代，在与苏联的交流中，我国在档案人才培养、

档案工作体制建立、档案馆建设等方面获益匪
浅。1963年 4月，据此前签订的中阿文化合作协
定，阿尔巴尼亚派遣档案工作代表团访华，进行
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交流[38]。1964年 8月，曾三
设宴款待来访的古巴国家档案馆馆长，并同古方
就两国档案工作的情况和经验进行了有效交流[39]。
当然，这一时期的国际交流并非仅仅局限于社会
主义阵营内部。1960年，我国曾派代表参加由国
际档案理事会举办的第四届国际档案大会，只是
当时仅以观察员身份列席，而正式参加该会则是
在 1980年。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档案外事活动
渐趋频繁，交流对象逐渐多元，交流方式更加多
样，交流成果愈显突出。“十三五”期间，我国
同多个国家进行了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档案
合作项目，多个档案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
录》和《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档案事业发展的基本经

验
回望七十余年的艰辛历程，我国档案事业取

得了诸如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法治建设、学习先
进经验、利用现代技术、注重人才培养、始终服
务大局等历史经验。
坚持党的领导。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档案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也就不可能有档案事业的发展。重视档
案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党的主要领导
人无一不高度关注档案事业的发展[40]。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
人的关心支持下，我国档案事业在收集利用历史
档案、接收各大区机关档案、党政档案统一管
理、建立各级档案室和档案馆、加强档案学研究
与教育等方面成绩斐然。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
领导人对档案工作也给予了关注。1989 年，邓小
平为西藏自治区档案新馆题写汉文馆名。1990
年，江泽民视察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多位国家领
导人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题词，体现了党对档案
事业的关怀[4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档案工作，强调档案工作要“为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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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2021 年 7 月 6 日，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档案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提出了新时代档案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基本要求，
为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党
的领导、牢记“档案工作姓党”是新中国档案事
业一路前行，不断取得重要成就的因由。坚持党
对档案工作的领导是从档案事业发展历程正反两
方面经验教训中得出的基本结论。
加强法治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我国档案事业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就，但在制定
档案法律方面多有不足。“文革”期间，既有的
档案工作队伍、档案工作体制和原则遭到全面冲
击，档案事业遭遇了严重挫折[42]。“文革”结束
后，档案法治建设成为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内
容。1987 年 9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
法》的颁布，填补了我国档案事业的法律空白，
使档案工作有了法律依据和制度规范，推动档案
事业更趋理性化、规范化、现代化。进入新时
代，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于 2020 年 6 月正式颁布，
“明确了党和国家现代化治理下档案事业的发展
方向”[43]。七十余年来档案事业的发展历程，特
别是“文革”时期档案事业的严重挫折与改革开
放以来档案工作不断开新的事实表明，加强法治
建设是档案事业继往开来的必由之路。

学习先进经验。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与吸
取、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密不可分。1954年，时任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教研室主任的吴宝康提出档案
部门应该“积极学习和宣传苏联先进的科学的档
案学理论，以便正确地整理档案文件，并充分地
利用它来为国家建设和科学服务。” [44] 1955 年，
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回
顾了苏联经验对建国初期档案工作的推动作用。
曾三指出，自 1950年以来，“在苏联专家亲切的
帮助下，培养了干部，编译了业务书籍，组织在
职干部进行了业务学习，并已着手进行有关中国
档案史材料的收集。”[45]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
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档案工作理论和经验来

源渐趋多元，档案事业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
1980 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档案理事会。九十年
代，我国同多国在档案工作经验、档案史料资
源、档案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了交流与合作 [4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档案外事领域成绩斐然。
2013年至 2017 年，国家档案局与葡萄牙等国签
署了档案合作协议，开展了交换档案目录、交流
档案保护经验等活动。2012年和 2015年，国家
档案局分别派遣中青年档案工作者代表团赴美进
行了为期 21天的档案业务培训[47]。各类先进的理
论和经验成为我国档案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动
力。
利用现代技术。现代技术在档案事业的发展

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借助数字化手段，档
案的收集、查询和利用效率显著提升。1987 年颁
布的《档案法》明确规定要“采用先进技术，实现
档案管理的现代化。” [48] 2020 年新修订的《档案
法》，将“档案信息化建设”单独设置成章，对
档案信息化管理等作出规定，“旨在推动实现以
信息化为核心的档案管理现代化。”[49]自八十年代
以来，我国档案事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2010年 11月底，
民政部利用数字技术完成了全部社会组织档案的
入库工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民政部主管部
门负责人感慨：“现在，一个人一天的接待量就
相当于过去纸质档案时代全年的接待量，一个人
的服务能力超过过去 3个人的服务能力。”[50] 2016
年 6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
“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上线，
内含近代以来的大量档案、报刊、图书等各种史
料。“截至 2020年 9月 1日，平台己上线报纸
1046种、期刊 2343 种、图书 71071 册。平台还
拥有档案、图片、音频、视频等类型资料，文献
总量已突破 2700万页。”[51]由此，充分利用现代
技术既是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经验，也是档案更
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注重人才培养。政策贯彻落实关键在人。我
国档案事业发展与一大批杰出的干部、档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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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档案学研究者密不可分。曾三是其中的杰出
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
局局长、国家档案局第一任局长、中央档案馆第
一任馆长等职，为国家档案事业创建和发展做出
了卓越贡献[52]。中国人民大学在档案专业人才培
养、档案学理论研究等方面作用突出，推动了我
国档案教育的建立与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
档案专业人才。进入新时代，我国档案人才培养
成果显著。“十三五”时期，我国“档案人才队
伍建设取得进步，人才培养力度持续加大，档案
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更加系统，职称评定工作
更加科学”[53]。经过数十年的建设，档案工作队
伍结构不断改善。自 1999 年至 2020年，全国统
计范围内档案专职人员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
数从 6975人增长至 26729 人，硕士研究生从 55
人增长至 2302人。截至 2020年末，具有本科以
上学历的人数在总数中的比重达到约 74.6%[54]。历
史和现实表明，注重人才培养是档案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经验和未来努力的方向。
始终服务大局。纵览新中国成立以来档案事

业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始终围绕党
和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大局是其中要旨。建国初
期，曾三在谈及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时，要求档
案工作者熟悉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则
“就不知道怎样运用档案材料来为今天的工作服
务” [55]。1956 年，曾三在中共八大上再度号召
“把我国的档案事业和档案科学逐步提高到足以
适应中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需要的水平。”[56]改
革开放后，档案事业加速恢复与发展并服务于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回顾我国档案事业七十余年
的发展历程，其成就既产生于国家建设大局之
下，又助推国家建设大局前进，二者是点面一体
的关系。《“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指
出，要“着力推动档案工作走向依法治理、走向
开放、走向现代化，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
档案力量。”[57]这是我国档案事业服务大局的新方
向。

结语
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的档案事业是党和国

家事业全局下的一隅，其核心和特色是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档案事业与党和国家事业既是部分与
整体的关系，其发展的价值取向自然便与中国共
产党的初心使命一致，其发展的起伏转折自然便
与建国以来的历史轨迹契合。历经接收与初创、建
设与挫折、恢复与发展、跃进与辉煌四个历史阶
段，档案事业发展七十余年取得了巨大成就、积
累了宝贵经验，也遭遇了不少挫折。经过长期发
展，我国档案事业在档案资源整理与利用、档案
工作体制机制建设、档案法治建设、档案学研究与
教育、档案工作与国际接轨五个方面成就突出，
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发展体系。
统观建国以来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不

难发现，坚持党的领导、注重法治建设、应用现
代技术、强化人才培养和始终服务大局是档案事
业不断前进的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虽然来自
档案事业这一特殊领域，同时兼具普遍性，这是
由档案事业和国家事业的互动关系所规定的。档
案事业的成就与挫折折射着国家建设的成就与挫
折，前者是后者的具体的、带有一定特殊性的反映。

回顾我国档案事业的来路，是展望其前途的
必然要求。面向未来，档案事业要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着力加强档案资源体系和档案利用体系建
设，夯实档案工作的技术基础、强化档案工作的
人才支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为党和国家做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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