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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的建设工程项目档案管理要求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地方档案馆各自保存一套档案，导致资源浪费

和管理效率低下。本文探讨了“1 + N (1套纸质N套电子)”管理模式的可行性，即只交一套原始档案到地

方档案馆，档案馆和所有参建单位各保存一套电子版，保障档案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本文分析了其优势、

实施路径及可能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期为建设工程项目档案管理的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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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project archives management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unit, the con-
tractor, and the local archives to preserve a set of documents for each, resulting in the waste of re-
source and low efficiency of manage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1 + N” (one 
original several copies)’ management model, where only one set of original archives is submitted 
to the local archives. The local archives and all project participants keep a set of copies. Which can 
assure the authenticity and authority of archives. It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implementation path-
ways, and potential challenges of this approach,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im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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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arch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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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设工程项目档案包含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分包分供合同、施工日志、隐蔽工程影像资料及验

收记录、竣工验收报告、竣工备案报告等，它们不仅是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记录载体，更是法律溯源、资

产维护、历史研究、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建设工程项目档案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目前沿袭的档

案管理要求是施工合同甲乙双方都保存一套档案，且向建设工程项目属地档案馆移交一套档案，未经档

案验收或档案验收不合格的项目，不得进行或通过项目的竣工验收。因为建设工程项目档案重要，就都

保存，形成“多套制”保存的现象，但是这种“多套制”管理存在重复存储导致的空间与资源浪费等弊端

[1] [2]，还存在各方保存的版本不一致的问题，探索“1 + N”管理模式以期降低档案管理的经济成本与人

力成本[3]-[7]。 

2. 建设工程项目档案特点 

2.1. 系统性与复杂性 

覆盖项目全流程(立项→设计→施工→竣工验收→运维)，涉及多专业领域(土木/机电/消防/环保等)，
包括几十上百类资料，前期的合规手续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图等，过程中有材料进场检验试验资料、测量资料、设计变更、检验批、分部

分项验收资料、隐蔽工程验收资料等；后期有质量检测报告、消防验收文件、竣工验收文件，结算资料

等，施工过程中的签证单、变更记录、验收报告是工程经济纠纷的关键证据。 

2.2. 多方流转性 

关键文件需多方签字确认(建设单位/监理/施工方共同签章)，一份文件从打印到完成签章要经过多方

人员，节点多，周期长。横向流转：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业主单位。纵向流转：总包单位→

分包单位→劳务班组；或企业→政府监管部门(如住建局、档案馆)。外部交互：材料检测报告由第三方实

验室流向施工方和监理方。 

2.3. 动态更新特性 

项目施工组织设计、变更文件、现场签证、材料检测、测量资料按需增补(不定时性)； 
施工日志逐日记录(每日施工内容反映质量/安全/进度三维度)； 
隐蔽工程影像资料(随施工部位及进度而定)。 
技术文件(图纸、BIM 模型)、合同文档、施工日志、变更签证、质检报告、影像资料等格式多样(纸

质/电子)，从前期立项、设计、施工到竣工验收、运维，各阶段资料需无缝衔接，如施工图需经设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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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施工、竣工多环节迭代。 

3. 现行管理模式的问题 

在建设工程合同中，要求竣工资料提交 6 套，甚至更多，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多方存档需求 
竣工资料是工程验收、结算、审计及后期维护的重要依据，涉及多个单位和部门。城建档案馆 1 套

用于法定备案，建设单位 1~2 套用于后期运营维护、改扩建、资产核查等，施工单位 1 套，作为施工单

位业绩和避免经济纠纷的重要凭证，监理单位 1 套，留存监理过程的记录，明确责任，设计单位 1 套，

核对施工是否符合设计意图，为后续项目提供参考；审计/结算单位 1 套：用于工程决算、财务审计。   
2) 法规及地方要求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GB/T 50328)规定，竣工资料需提交至少两套(一套原件存档，一套复印

件备用)。地方城建档案馆可能额外要求提交电子版 + 纸质版，甚至多套备份。   
3) 避免资料缺失或损坏 
纸质文件可能因时间久远、借阅丢失或自然灾害(如潮湿、火灾)损坏，多套备份可降低风险。业主单

位通常要求“宁多勿少”，避免因资料不全影响验收、结算或产权登记。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档案馆等各自保存一套档案，多数核心档案不能保证是鲜章原件；多方均需

要建立配套的档案室、设置相应的档案管理员去保管档案，造成资源浪费、管理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

档案更新与同步困难，还容易出现不一致问题。建设工程项目档案从形成到归档可能历时几年，收集整

理的人员也可能变动几茬，最终归档的资料又要满足完整性、准确性、系统性和安全性，保存一套都很

难，还要求保存多套，在实践层面难以实施。各方使用不同管理系统(如 OA、BIM、监理软件)，数据格

式不兼容导致重复录入或丢失。流转过程中签字不全可能引发纠纷(如质量事故责任划分)。 

4. “1 + N”管理模式的优势[8]-[12] 

结合档案管理数字化转型的要求，移交一套完整的建设工程项目档案(纸质版 + 彩色扫描版)到地方

档案馆，后续有增补只用更新到原件到档案馆，利用云盘实现电子档案的共享，设置权限管理(如仅查看、

下载、上传)，确保数据安全与便捷调取。在不同介质(如硬盘、云存储)和地理位置保存多份副本[13]，防

止数据丢失。如有需要借阅原件的，只有档案馆这一个出处，保证了档案的唯一性、权威性，还可以减

少档案存储空间与资源消耗，降低档案管理的经济成本与人力成本。原件集中管理，避免档案重复存储

与更新不一致问题，电子版冗余备份，提升档案检索与利用效率。 

5. “1 + N”管理模式实施路径 

5.1. “1”的实施路径 

各参建单位自身形成的原始资料，需要作为档案保存的，打印签字盖章组卷，由建设单位需向城建

档案馆申请档案预验收，提交完整的工程档案资料(包括施工文件、竣工图、监理资料等)，预验收合格后，

由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出具工程档案认可文件，这套原件存档就是“1 + N”管理模式的“1”，现在普遍也

是这样做的。 

5.2. “N”的实施路径 

经城建档案管理机构验收通过的那套竣工资料由形成单位整理成统一格式，如 PDF 格式，ISO/PDF-
A 标准：分辨率建议至少 300 DPI (如 ISO 19005-1)，按案卷目录建立文件夹，按卷内目录建立子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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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文件夹命名、各件文件(原生电子文件或数字化副本)的命名都与实物一一对应。档案馆及各参建单位

对档案实施异地、异质备份，形成“1 + N”管理模式的“N”。 

5.3. “N”的效力问题 

国家政策：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赋予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同等法律效力。除了

档案相关法律法规对于电子档案效力认可外，还需要进一步从诉讼、民商事、建设工程领域政策层面给

予支持和保障。 

6. “1 + N”管理模式面临的主要挑战 

6.1. “1”损坏的风险 

纸质文件可能因时间久远、借阅丢失或自然灾害(如潮湿、火灾)损坏。 

6.2. “N”长期保存与可读性问题[14] 

电子存储介质(硬盘、光盘、磁带等)物理寿命有限(通常 5~15 年)，易受潮湿、磁场、机械损伤影响，

数据易因介质老化或损坏而丢失。文件格式可能因软件淘汰无法打开。 

6.3. 法律与政策层面的挑战 

电子档案的法律效力与认可度问题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与不完善。电子签章、扫描件的法律效力

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要求，部分场景仍需纸质原件，如招投标领域经常需要验原件，

四库一平台业绩录入也需要验原件。 

7. 解决方案与推进策略 

7.1. 统一智能档案库房建设标准 

档案库房选址应防火防水并配备智能温湿度控制系统，且智能监测并控制虫害、空气质量及光照度。

最大限度地延长纸质档案寿命。 

7.2. 推动技术研发与标准化建设 

研发电子档案长期保存与可读性技术：采用国际通用的文件格式(如 PDF/A)，确保电子档案的长期可

读性和跨平台兼容性。制定统一的电子档案管理标准。 
(1) 载体层面：动态迁移与多介质备份 
定期迁移：每 3~5 年将数据迁移至新介质(如从 DVD 转存至固态硬盘或云存储)。 
多副本策略：至少保存 3 份副本，分存于不同地理位置(本地 + 异地 + 云)。 
介质选择：优先选用归档级蓝光光盘(寿命 50 年以上)或磁带库(LTO 技术)。 
(2) 格式层面：标准化与开源化 
长期保存格式(PDF/A、TIFF、XML等)替代专有格式(如AutoCAD原生文件需转换为PDF/A或SVG)。 
格式转换工具：建立转换规则(如竣工图需同时保存 DWG 和 PDF 版本)。 
开源软件适配：确保文件能被 LibreCAD 等开源工具读取，降低商业软件依赖。 

7.3. 加强政策支持与法律法规建设 

出台建设工程领域电子档案管理的专项政策与实施细则，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电子档案的法律

效力，减少纸质档案数字化扫描成本[15]。各地区电子平台、电子印章、电子签名发展的不均衡性，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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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认无法落实，不能直接生成原数据电子文档，或者无法兼容流通，CA 电子签名的可靠性可能受到建设

项目内部、CA 机构及软件服务商、全过程多方主体等的影响，原生电子文件及数字化副本是否有效需要

进一步明确[16]-[20]。 

8. 案例分析 

上海自贸区实践：自 2015 年起探索电子文件“单套制”管理，依托地方性法规保障电子档案法律效

力，实现了电子文件从形成到归档的全流程电子化管理。节省档案存放空间 6000 余平方米，每年减少合

同用纸 1500 万张，直接费用节省达数千万元。2018~2024 年间，国家档案局已开展三批共 69 个建设项

目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试点，涉及交通、能源、水电等多个领域，其中 19 个项目已通过验收，

形成了可复制的经验模式。 
某次移交上级单位 14 个项目竣工档案共 975 卷，快递费用达八千余元，这是直接都是 A 地到 B 地，

实际每年我单位平均有 20 余个项目竣工，分布在全国多省市，移交纸质档案约 2000 卷，光计算快递费

用数万元，还需大量人力整理上架。 

9. 结论与展望 

通过以上可知，“1 + N”管理模式相比传统多套保管的模式更具优势，更能推动档案的借阅利用，

更能彰显档案的价值。我单位正在施工的广西融福高速公路 No.1 标项目于 2025 年 3 月 4 日收到建设单

位关于融福项目全面使用质检及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的通知(广西中建融福技字〔2025〕6 号)要求各监理单

位、施工单位全面使用质检管理系统、现场管理 APP、试验管理系统，实现数据采集、整理、归档全过

程电子化管理。在档案管理上有望实现合同签章都使用电子章，检验批不用一对一找人签字盖章，杜绝

代签、杜绝假章，节约人力、时间、空间成本，以档案管理现代化助力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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