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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档案资源的使用者对档案开发的需求正日益增长。作为全球科技创新的焦点，

人工智能技术正被众多学科领域密切关注，并被有效融入各自的研究与实践之中，取得了诸多成果。因

此，档案资源的开发工作也应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笔者

通过归纳总结人工智能赋能档案资源开发的典型技术，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中面临

的困境，最终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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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the demand of the users of archive resources for 
archive development is growing. As the focus of glob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closely monitored by numerous disciplines and effectively integrated into their re-
search and practice, achieving many results.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resources 
should als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fully utiliz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industry. The author summarizes typical technologi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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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ing archive resource development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urther analyzes the chal-
lenges fac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rchive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ulti-
mately proposes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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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简称 AI，其概念由麦卡锡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致力于探索、构建并优化一系列理论、方

法、技术以及应用体系，旨在模拟并拓展人类智能的边界，是一门综合性的技术科学[1]。近年来，人工

智能技术取得了显著进展，其应用范围持续扩大，逐渐成为推动科技变革的关键因素。2017 年，我国正

式将人工智能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紧随其后，在 2018 年召开的中国档案学会年会上，关于人工智能的

主题演讲受到了档案学界的广泛瞩目。至 2021 年，《“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应

积极探索知识管理、人工智能、数字人文技术在档案信息深度加工与利用中的应用，并加强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数字档案馆(室)建设中的融合应用，旨在通过人工智能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

转型升级，与数字档案馆(室)建设紧密结合[2]。2022 年度，国家档案局在科技项目的立项工作中，着重

突出了对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档案管理领域的深入探究需求。2023 年，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立项选题依旧

将“人工智能在档案管理中应用的现状与前景研究”作为重点项目。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资

源管理与开发中的应用已受到学界与实务部门的普遍重视。对人工智能应用条件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

充分发挥其优势，提升档案管理与开发的效能。 

2.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档案资源开发利用 

2.1. 智能语音技术 

档案资源涵盖了静态的纸质档案、电子档案以及动态的音视频档案等多种类型。相较于文本档案，

音视频档案在利用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境，智能语音识别技术的应用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效路径。

智能语音技术旨在实现人与机器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交流，伴随着深度神经网络的应用，语音识别的准

确性得到了显著提升，并于 2016 年首次超越了人类水平，这标志着智能语音识别技术进入了实用阶段。

智能语音识别系统的运作流程包括五个关键环节：语音信号的采集、预处理、特征参数提取、核心识别

以及后期处理[3]。通过这些流程，音视频档案能够实现自动翻译并匹配字幕，或进行文本转录，从而极

大地拓宽了其利用范围，进一步丰富了档案资源。 

2.2. 光学字符识别技术 

光学字符识别(OCR)技术是一种通过计算机扫描识别文字，并将其转化为数字化形式的技术。其核心

运行流程包括影像采集、预处理、特征提取、比对识别、人工校正及结果输出六大步骤[4]。OCR 技术具

备将海量纸质档案迅速转化为电子文本的能力，显著缩减了档案数字化的周期。相较于传统的手工录入

方式，它能够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并减少人力成本支出[5]。OCR 软件的识别精度较高，确保了检索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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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进而提升了档案的实用价值。目前，在遇到书写规范、图像清晰的文本时，OCR 技术能够实现高

准确率的转录。然而，在面对复杂的古籍文献档案时，转录的准确性往往会因遇到古旧繁复的文字而受

到影响。 

2.3. 语义分析技术 

档案智能检索系统采纳了人工智能领域的语义工程技术，借助机器的自然语言理解能力来优化档案

检索过程。当用户输入自然语言作为检索关键词时，该系统并非仅仅进行机械的词汇匹配来输出结果，

而是能够智能地关联并展示更多与检索词相关的词汇，以满足用户可能存在的多样化需求。这一基于语

义的档案智能检索系统涵盖了五个关键环节：首先，从各类数字化档案中提取字符串；其次，基于概念

对文本进行分词处理；接着，构建基于本体的档案语义信息体系；然后，对档案内容进行语义标注；最

后，实现语义查询。通过上述流程，系统能够对用户的检索词进行深入的语义分析，构建概念与数字档

案之间的关联，从而推动档案资源实现更深层次的开发与利用。 

3. 人工智能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的困境 

3.1. 档案资源种类繁多导致机器识别面临困难 

档案通过 OCR 技术实现数字化，极大地提升了档案信息的可利用性。然而，档案资源的多样性、复

杂性以及记录符号的差异性，如方言档案或少数民族文字档案，极大地增加了文本检测与识别的难度。

此外，档案中图像、表格、图表、图形等记录方式的存在，也对机器的识别过程构成了障碍[6]。在档案

著录环节，由于早期档案格式的不规范，信息位置的不统一，OCR 识别在提取有用信息时面临困难，导

致机器学习在覆盖所有记录类型时易发生误差，仍需耗费大量时间与人力进行校正。 

3.2. 档案智能平台在用户隐私保护方面意识薄弱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进步，用户信息的搜集与运用变得愈发高效。在大数据浪潮的席卷下，人工智

能凭借对多元数据的深度分析，能够洞察用户的浏览习性，据此生成预测性信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

服务体验。然而，这项技术如同双刃剑，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也潜藏着用户信息泄露的风险。目

前，档案信息资源服务平台的建设普遍采用外包合作方式，这导致用户在平台活动期间产生的诸如用户

名、联系电话、IP 地址、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有可能被外包服务商所采集。在人工智能渗透至档案资

源开发领域的进程中，对用户隐私安全的保护意识尚显薄弱，已浮现的档案信息安全隐患，对档案信息

化建设的步伐构成了显著阻碍。鉴于此，为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资源开发领域的广泛运用得以安全

无虞地推进，必须配套实施先进的保密技术手段，以切实维护用户隐私权益，从而推动档案服务向更高

品质发展。 

3.3. 档案服务在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上尚显不足 

在我国，人工智能正致力于推动档案的智慧化发展，旨在简化档案工作流程，提高效率。然而，在

利用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仍较为有限，与用户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部分省级档案馆网站的数字档案

资源缺乏深入开发与加工，用户可获取的资源有限，且大多侧重于政务档案，民生档案与特色档案相对

较少[7]。此外，我国省级档案馆的服务内容参差不齐，较多档案网站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上较为匮乏，

如知识库技术、专家系统、模糊信息处理技术、数据挖掘技术以及智能平台等，导致档案资源无法有效

地向用户展示，影响了档案服务利用的效果。因此，面对用户利用档案需求的多样性，人工智能在档案

服务利用上的开发与优化仍需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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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工智能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的优化策略 

4.1. 关键技术聚焦，加快核心技术研究 

目前，科大讯飞等企业在语音识别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已能将口述内容同步转化为文字，并在民

国时期繁体文书档案的识别中取得了实际应用效果[8]。基于深度学习的 OCR 技术可通过卷积神经网络、

循环神经网络 RNN 等手段解决传统 OCR 技术中的形似字判断难题。在著录方面，工作人员可直接从

OCR 中提取相关信息，并复制粘贴至目录数据库的相应位置。同时，加快核心技术研究算法优化与创新。

对现有算法进行优化和改进，提高处理效率和准确率。探索新的算法模型，如迁移学习、联邦学习等，

以适应档案馆数据的多样性和分布性。研究如何高效处理和存储海量档案数据，包括分布式存储系统、

并行计算框架等。并且开发适用于档案馆的大数据分析工具，实现档案信息的深度挖掘和价值发现。 

4.2. 用户信息加密，降低隐私泄露风险 

为了深入理解档案用户的需求并提供服务，应用人工智能必须广泛收集与分析用户行为数据。尽管

这一过程极大地促进了档案服务的便捷化与精准化，但同时也对用户隐私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引发了

隐私保护方面的风险[9]。为了应对此风险，首先，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如新《档案法》中关于知

识产权和个人隐私保护的规定，以及《大数据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在

档案开放利用过程中均应严格执行。其次，档案智能平台在提供服务时，应对用户 IP 地址、电话、身份

证号等敏感信息进行自动加密处理。电子档案经过加密后，符合条件的用户可直接访问其内容，从而确

保档案信息及用户信息的传输安全。最后，对于涉密档案，应采用加密技术，并结合云计算与机器学习

技术，识别并分类电子档案中的敏感信息，根据不同密级设定差异化的开放利用时间与范围[8]。 

4.3. 强化政府政策引领，建立健全监管体系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了科学创新体系的完善需

求，而新修订的《档案法》亦倡导在档案利用中采纳创新技术。鉴此，档案部门在推进人工智能融入档

案开发与利用的过程中，亟需制度层面的有力支撑。国家层面的档案管理机构可采取一系列举措，以构

建人工智能创新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定期发布人工智能创新年度规划、增加科研经费的专项投入、强

化人工智能创新平台的搭建、吸纳顶尖科技人才、设立专项技术项目、深入实施前瞻性的技术探索与应

用实践。这一系列行动应自上而下地贯穿于各级档案馆的工作之中，旨在实现档案开发与利用工作和人

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此外，还需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与考核机制，合理配置人员岗位，以确保创新

体系与机制的有效实施与持续优化。 

5. 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为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开辟了新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人工智能的应

用加速了档案的数字化进程，并推动了档案平台的智能化升级。然而，现实层面的制约因素限制了人工

智能在档案领域的广泛应用。因此，可以通过聚焦关键技术、加密用户信息、强化政府政策领导等措施，

优化其在档案开发利用的应用，以期更多档案实现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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