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创环境下基于“文档一体化”“馆室一体化”原则的电子

文件归档系统与电子档案移交接收系统开发应用研究

（2023 年度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

一、成果简介：

《信创环境下基于“文档一体化”“馆室一体化”原则的电子文件归档

系统与电子档案移交接收系统开发应用研究》项目（项目编号

2021-Z-007）是国家档案局重点科技项目，于 2021 年 5 月立项，承担单

位是福建省档案馆。项目组由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档案局和福建榕基

软件工程有限公司信息技术业务骨干及专业技术人员组成，黄建峰同志

担任项目组组长。项目研究成果包括：1个模式、2份报告、3 个标准、

4 个系统、系列论文，最终提供了 1 套完整的信创环境下档案信息系统

建设实施方案。

项目研究围绕新修订《档案法》要求，把握信创建设契机，深入研

究了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单套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创新提出了

“三包两结构一体化”规范管理模式及其应用场景，并基于信创环境提供

了“文档一体化”“馆室一体化”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全流程管理技术实现

方案，研发了“电子公文处理与归档系统”、“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电子

档案移交接收系统”、“省直机关电子档案一体化集中管理平台”等四个系

统并进行了适配调优，同时发表了三个标准（1 个行标+2 个省标）和三

篇论文（分别发表于《中国档案》、《档案学研究》及《中国档案报》），

填补了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的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规范管理研究的空白，

通过福建式档案信息化规范管理模式，全面推进电子档案单套管理落地

见效。项目自主创新性强，整体技术水平较高，成果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和可推广性，已在福建省内推广应用，通过单套制落地服务营商环境，

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促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现，具有良好的

社会和经济效益。

二、成果详细内容：

本项目研究成果可以总结为：提出了 1个模式、形成了 2份报告、

制定了 3个标准、研发了 4 个系统、发表了系列项目成果论文，最终提

供了 1套完整的信创环境下一体化档案信息系统建设实施方案，在全省

开展了系列项目成果推广。

（一）1 个模式

即：提出“三包两结构一体化”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规范管理模式，

并贯彻项目实施全过程。

该模式主要内涵为：

“三包”：即在归档环节生成存档信息包、查询信息包、管理信息包，

分别满足电子档案长期保存、利用、管理等工作需求。一个存档信息包

即为一件“电子档案”，是今后电子档案管理的基础单元。

“两结构”：即将电子文件元数据分为基本元数据和扩展元数据两个

基本结构，在确保元数据要素规范齐全基础上，满足各部门各行业灵活

扩展需要。

“一体化”：即“文档一体化”和“馆室一体化”，具体指电子文件办理、

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一体化，实现数据标准和管理要求的统一。

按照“三包两结构一体化”电子档案管理模式，电子文件办结后自动

生成数据标准统一、技术要求规范的存档信息包（即电子档案）及其相

关的满足电子档案管理需要的信息包，由办公或业务系统自动将数据包



推送至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或模块）进行归档和管理，各信息包在电子

档案管理、移交接收、长期保存和利用等环节发挥相应作用，实现电子

文件到电子档案一体化的有效流转、规范管理。

（二）2 份报告

即：1份工作报告+1 份研究报告。在分析研究、组织实施的基础上，

项目组总结提炼后形成了《信创环境下基于“文档一体化”“馆室一体化”

原则的电子文件归档系统与电子档案移交接收系统开发应用研究》工作

报告和研究报告。

（三）3 个标准

即：1 个行标+2 个省标。在项目研究论证过程中，2020-2022 年间，

项目组部分人员（黄建峰、郑志荣、袁平、陈义群）参与编制了《电子

档案单套管理一般要求》（DA/T92-2022）国家行业标准；同期，项目

组起草编制了《党政机关电子公文归档一体化管理技术规范》（DB35/T

1916—2020）和 《工程建设项目电子文件归档一体化管理技术要求》

（DB35/T 2081-2022）地方标准，此外还文件形式对电子公文和行政审

批事项电子档案进行数据规范，发布了《福建省省直机关电子档案一体

化集中管理平台数据规范》（试行）。项目组通过以上标准规范的编制

发布，明确规定不同门类电子文件形成、归档及电子档案管理的技术规

范和管理要求，对“三包两结构一体化”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规范管理模

式进行理论固化，为福建省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的一体化、规范管理提

供了标准遵循。

（四）4 个应用系统



2017-2019 年，福建省档案局（馆）作为全国省级档案系统第一家

试点单位，建设信创环境下福建省档案局（馆）“电子公文处理与归档

和电子档案管理系统”（一个项目，两个系统），实现“文档一体化”管理。

2020 年-2021 年，作为国家档案局、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国

家电子文件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信创环境下“电子文件单套归档和

电子档案单套管理”试点单位，福建省档案馆按试点要求，改造提升“文

档一体化”应用系统，进一步实现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一体化、规范化

管理。2020 年，福建省档案馆深化试点成果，以“馆室一体化”为设计原

则，建设“福建省档案馆电子档案移交接收系统”，该系统的建设标志着

从“文档一体化”走向“馆室一体化”，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全生命周期管

理已基本实现闭环。2021 年，福建省档案馆将项目研究成果中的电子档

案管理系统（档案室系统），通过云化改造，升级建设“福建省省直机

关电子档案一体化集中管理平台”，在省级层面构建起电子公文、政务

服务类电子文件从形成归档到电子档案集中管理以及移交接收进馆的

横向网络运行管理体系。

（五）系列论文

在项目研究过程中，项目组成员发表了《“三包两结构一体化”电子

文件与电子档案规范管理模式实践》（中国档案，2022 年 07 期）、《以

“三包两结构一体化”模式探索实现电子档案规范管理》（中国档案报，

2022 年 6月 16 日，总第 3844 期）及《OFD 版式标准在“三包两结构一

体化”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规范管理模式中的应用研究》（档案学研究，

2022 年 06 期）、《信创环境下档案信息系统建设研究》（待发表）等

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组在应用系统的研发基础上，形成了 1 套完整的信创环境下档

案信息系统建设实施方案，有效探索新修订档案法“电子档案应当来源

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要求。

（六）获奖情况

项目参加 2021 年度国家工信部组织的数字技术融合创新应用解决

方案征集工作，获应用示范单项奖和“2021 年度福建省信息技术应用创

新解决方案优秀实践案例”。项目研究成果中的“以‘三包两结构一体化’

为核心的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规范管理模式（RASM）”于 2023 年 8月

成功入选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组织评选的 2023 年度档

案事业发展十佳案例之管理创新案例。

三、成果的创新点：

本项目研究围绕新修订《档案法》电子档案应当“来源可靠、程序

规范、要素合规”要求，把握信创建设契机，深入研究电子文件归档和

电子档案单套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在应用系统的研发基础上，形成了

一套完整的信创环境下档案信息系统建设实施方案，保证“来源可靠、

程序规范、要素合规”的电子档案规范生成和利用，为电子文件单套归

档与电子档案单套管理落地见效打下坚实的基础。项目填补了电子文件

和电子档案规范管理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的空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

1.创新提出“三包两结构一体化”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规范管理模

式。关于电子档案凭证性和电子档案单套制以及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全

生命周期管理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由于标准不一，缺乏权威认证，

且各立档单位文档管理系统程序失规、元数据缺失等现象，一直难以落



地见效。本项目率先创新提出“三包两结构一体化”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

规范管理模式。该模式遵循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数据管理特征与基本流

转规律，通过“一体化”管理方式，统一技术要求与管理要求，建立规范

的“电子档案”及其相应满足管理要求的数据信息包，把握电子文件归

档、电子档案移交接收等重点管理环节，统筹解决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

不同形式、不同阶段、不同业务系统协调管理、全过程管理的问题，保

证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内容数据及其元数据从产生、流转、管理，直至

长期保存，都保持文件“原始记录”特征和档案固有“凭证属性”，从而确

保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和安全性。该模式的

建立，有利于明确符合规范要求的“电子档案”基本要求、基本形式，有

利于解决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工作衔接、系统对接等问题，也有利

于为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全流程管理中数据交换、共享、存储提供基本

遵循，是对长期以来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管理实践的规律性总结，是新

时代新条件下对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一体化”管理的继承和创新。

2.提供了信创环境下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一体化管理系统建设的技

术实现方案。项目研究总结信创环境下软硬件环境特点及运行规律，围

绕规范性、可靠性、扩展性、稳定性、适配性、安全性等要求，融合创

新、建立规范、部署程序，实现电子文件办理、归档、电子档案管理以

及移交接收流程规范化、数据规范化、管理规范化。项目研究充分结合

信创主流技术路线和档案管理实际应用场景，系统提出了一整套针对性

强、易于推广的技术实现方案，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电子档案“四性”难

以保障、电子档案移交接收难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国产 OFD 版式标准

的应用，充分发挥其转换、容器及管理功能，使其成为电子文件与电子



档案管理的唯一版式标准，实现其在电子文件归档、封装固化以及电子

档案的传输、存储、利用中的重要作用，为电子档案的凭证性和长期保

存提供了标准格式。

3.建立了规范指导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管理的标准规范和应用范

式。项目研究成果包含规范管理模式、应用场景、系统建设、标准规范

及应用推广等，顶层设计完善，解决方案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扩展性，

可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门类的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特性进行相应的规

范，既满足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凭证需求，又满足电子档案日常管

理要求，还可提高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管理效益，是一项系统性的研究

成果。项目形成“三包两结构一体化”的规范管理模式，通过编制省地方

标准的方式将项目经验成果固化，实现了应用范式的总结和推广。

4.促进了电子文件单套归档与电子档案单套管理落地见效。电子档

案单套管理最初的难点主要在于电子档案的法律效力认定以及软硬件

技术相对不成熟的问题。随着新修订《档案法》的出台，电子档案的法

律凭证地位得以确立，而管理实施中的难点就在于标准规范的制定落实

以及工作机制的推进。课题研究率先开创性地从前端开始系统设计管理

流程，建立规范并统一标准，并基于信创环境选择技术路线研发系统，

通过系统应用落地，实现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全生命周期规范

统一闭环管理，保证“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的电子档案规范

生成和利用。同时，项目组总结经验，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探索信创环境

下公文、工程、会计、科技等档案类别电子文件归档一体化建设和标准

编制，以标准带动模式推广，通过具有福建特色的福建式档案信息化规

范管理模式，全面推进电子文件单套归档与电子档案单套管理落地见



效，为实现无纸化绿色化办公奠定了坚实基础，有效减少纸质耗材和纸

质占用保管空间等带来的资源消耗问题，有利于加快实现“双碳”战略目

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