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政务云的统一政务数据和电子文件归档体系

（2023 年度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

一、成果简介：

课题项目成果主要包括系统开发、标准建设、体制机制创新三个方

面。

1.系统开发发面

系统开发的整体架构为“两个网域、两种电子文件、三类对接接口、

九个子系统”。

两个网域指山东省电子政务外网行政服务域和公共服务域。

按照山东省政务外网规划，行政服务域为全省各级政务部门非涉密

的内部办公、信息传递等提供专用网络支持，各单位办公自动化系统、

全省非涉密电子公文交换系统部署于该网域。

公共服务域，为全省各级政务部门开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非涉

密业务应用提供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的专用网络支持，山东省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和各单位专有行政审批系统部署于该网域。

两种电子文件，即电子公文和政务服务电子文件，分别由各单位办

公自动化系统和办理行政审批与公共服务事项的政务信息系统产生。

因各单位各类系统归档功能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本项目根据可能存

在的情况预设了三种对接方式。

一是对于未开发系统归档功能的单位，设计了“预归档”接口进行对

接，接收相关系统推送的未经归档整理的预归档信息包。

二是对于具备系统归档功能的单位，设计了“归档”接口进行对接，

接收相关系统推送的经归档整理后符合归档标准的归档信息包。



三是对于不但系统具有完备的归档功能，还自建数字档案室系统的

单位，设计了“移交接收”接口进行对接，接收单位数字档案室系统满 5

年，达到进馆要求的电子档案及其元数据。

九个独立的子系统指电子文件归档处理系统、虚拟档案室系统、电

子档案移交接收系统、政务网馆藏档案综合管理系统、档案业务监督指

导系统、电子档案证据保全系统、档案智能挖掘服务系统、山东省档案

馆机关数字档案室系统、电子档案长期安全保存系统。

前七个系统一式两套分别部署在我省政务外网公共服务域和行政

服务域。分别面向政务服务电子文件和电子公文，实现预归档、归档、

数字档案室管理、移交、接收、智能利用、可靠性认证、业务指导等功

能和流程的在线运行。

2.标准建设方面

本项目研究共涉及接口规范、数据规范、长期保存规范三个方面的

标准研究。

接口规范结合国家相关标准和山东省电子政务领域关于数据接口

的统一性要求，面向山东省省直单位电子公文归档和电子档案移交活动

提出了相应的接口要求和安全要求。

数据规范面向山东省省直单位电子公文和政务服务两种电子文件

的归档提出了数据组织、归档格式、表现形式等要求。

以上两项标准按我省标准化项目评审专家的要求进行整合精简后，

与省大数据局联合向山东省市场监管局申报地方标准制定项目并获批

准。



长期保存规范目前主要以省档案馆本馆制度规范的形式体现，从电

子档案封装、存储、检测、备份等方面做出了相应要求。

3.体制机制创新方面

一是融入数字强省建设工作机制。积极与省政府办公厅、省大数据

局联系，依托两家单位负责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通用办公自动化

系统建设运维的职能优势，推进政务服务电子文件和电子公文归档工

作。例如，2021 年 9 月 23 日，山东省大数据局印发《关于推进省直部

门（单位）办公系统建设应用工作的通知》，规定建有办公系统的省直

单位，要按照《党政机关电子公文归档规范》要求，完成电子文件归档

功能标准化改造，实现电子文件全流程归档。

二是融入电子政务发展技术体系。统一数字档案管理系统与全省综

合业务协同平台“山东通”相对接，各机关工作人员通过“山东通”平台即

可实现在线办公、档案管理、即时通讯、文件传输等各业务系统和移动

应用的单点登录，依托全省统一机构组织和用户体系获取个人在档案管

理系统中的权限，避免了系统建设方维护多个用户体系、系统使用方需

多个在不同系统间反复切换账户的麻烦。

二、成果详细内容：

项目成果主要包括系统开发、标准建设、体制机制创新三个方面，

成果详细指标可见《研究报告》第 2、3部分。

1.系统开发发面

系统开发的整体架构为“两个网域、两种电子文件、三类对接接口、

九个子系统”。

两个网域指山东省电子政务外网行政服务域和公共服务域。



按照山东省政务外网规划，行政服务域为全省各级政务部门非涉密

的内部办公、信息传递等提供专用网络支持，各单位办公自动化系统、

全省非涉密电子公文交换系统部署于该网域。

公共服务域，为全省各级政务部门开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非涉

密业务应用提供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的专用网络支持，山东省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和各单位专有行政审批系统部署于该网域。

两种电子文件，即电子公文和政务服务电子文件，分别由各单位办

公自动化系统和办理行政审批与公共服务事项的政务信息系统产生。

因各单位各类系统归档功能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本项目根据可能存

在的情况预设了三种对接方式。

一是对于未开发系统归档功能的单位，设计了“预归档”接口进行对

接，接收相关系统推送的未经归档整理的预归档信息包。

二是对于具备系统归档功能的单位，设计了“归档”接口进行对接，

接收相关系统推送的经归档整理后符合归档标准的归档信息包。

三是对于不但系统具有完备的归档功能，还自建数字档案室系统的

单位，设计了“移交接收”接口进行对接，接收单位数字档案室系统满 5

年，达到进馆要求的电子档案及其元数据。

九个独立的子系统指电子文件归档处理系统、虚拟档案室系统、电

子档案移交接收系统、政务网馆藏档案综合管理系统、档案业务监督指

导系统、电子档案证据保全系统、档案智能挖掘服务系统、山东省档案

馆机关数字档案室系统、电子档案长期安全保存系统。

前七个系统一式两套分别部署在我省政务外网公共服务域和行政

服务域。分别面向政务服务电子文件和电子公文，实现预归档、归档、



数字档案室管理、移交、接收、智能利用、可靠性认证、业务指导等功

能和流程的在线运行。

各系统的基本功能包括：

电子文件归档处理系统对接不具备归档功能的立档单位办公自动

化或其他业务系统，可接收预归档信息包。系统可以内嵌立档单位电子

文件分类方案、归档范围与保管期限表，实现自动或半自动整理与归档。

虚拟档案室系统即集中式档案室系统，对接具备归档功能的立档单

位办公自动化或其他业务系统和电子文件归档处理系统。可接收规范的

的归档信息包，并具备一般档案室运行所需的基本功能。在实际工作中

发现，这两个系统的功能可以进行整合。

电子档案移交接收系统对接进馆单位自建的数字档案室系统和虚

拟档案室系统。可将各进馆单位机关档案室保管的达到进馆年限的电子

档案在线接收到数字档案馆系统内。

政务网馆藏档案综合管理系统对接电子档案移交接收系统。即在政

务外网上部署了一套数字档案馆系统，该系统功能与山东省档案馆目前

局域网上部署的数字档案馆系统功能一致，建设目的是，如果将来国家

政策发生变动且安全性能够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为省档案馆局域网

档案数据向政务网迁移作技术准备。

电子档案证据保全系统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电子文件归档、电子档

案移交接收和馆藏电子档案管理的全流程真实性验证。

档案业务监督指导系统可实现对各进馆单位电子文件归档、档案整

理的齐全性和完整性等业务流程进行在线检查指导。



档案智能挖掘服务系统将数据挖掘技术引入档案馆日常基础业务

工作中，本项目研究不涉及该系统功能。

山东省档案馆机关数字档案室系统部署在政务外网行政服务域，属

专门面向省档案馆机关档案室使用的系统。

电子档案长期安全保存系统部署在省档案馆局域网，具备打包、存

储、组盘、备份、检测、恢复、转换、迁移等电子档案长期安全保存的

全部功能。

2.标准建设方面

本项目研究共涉及接口规范、数据规范、长期保存规范三个方面的

标准研究。

接口规范结合国家相关标准和山东省电子政务领域关于数据接口

的统一性要求，面向山东省省直单位电子公文归档和电子档案移交活动

提出了相应的接口要求和安全要求。

数据规范面向山东省省直单位电子公文和政务服务两种电子文件

的归档提出了数据组织、归档格式、表现形式等要求。

以上两项标准按我省标准化项目评审专家的要求进行整合精简后，

与省大数据局联合向山东省市场监管局申报地方标准制定项目并获批

准。

长期保存规范目前主要以省档案馆本馆制度规范的形式体现，从电

子档案封装、存储、检测、备份等方面做出了相应要求。

3.体制机制创新方面

一是融入数字强省建设工作机制。积极与省政府办公厅、省大数据

局联系，依托两家单位负责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通用办公自动化



系统建设运维的职能优势，推进政务服务电子文件和电子公文归档工

作。例如，2021 年 9 月 23 日，山东省大数据局印发《关于推进省直部

门（单位）办公系统建设应用工作的通知》，规定建有办公系统的省直

单位，要按照《党政机关电子公文归档规范》要求，完成电子文件归档

功能标准化改造，实现电子文件全流程归档。

二是融入电子政务发展技术体系。统一数字档案管理系统与全省综

合业务协同平台“山东通”相对接，各机关工作人员通过“山东通”平台即

可实现在线办公、档案管理、即时通讯、文件传输等各业务系统和移动

应用的单点登录，依托全省统一机构组织和用户体系获取个人在档案管

理系统中的权限，避免了系统建设方维护多个用户体系、系统使用方需

多个在不同系统间反复切换账户的麻烦。

4.研究技术路线

1.资源方案

建成基于政务云的统一数字档案管理系统，一方面实现对各省直单

位形成的各类电子文件的规范归档，形成标准的电子档案；另一方面，

实现各省直单位电子档案向山东省数字档案馆系统的可信移交接收，并

最终通过山东省数字档案馆系统达到长期保存、有效管理和共享利用的

目标。

2. 部署方案

系统根据电子文件来源的不同，一式两套分别部署在省政务外网公

共服务域和行政服务域。其中，部署在政务外网公共服务域的系统面向

省政务服务网上各类“一次办好”行政事项形成的政务数据和电子文件；



部署在政务外网行政服务域的系统面向各省直单位 OA 系统形成的，可

通过省业务协同平台交换的电子公文。

三、成果的创新点：

1.分网域实现数字档案馆、室一体化管理

山东省基于政务云的统一数字档案管理系统，根据需要在政务外网

（公共服务域）、政务外网（行政服务域）、局域网分别部署。基于山

东省政务云环境，在山东省数字档案馆与省级立档单位数字档案室之间

通过遵守共同协议，搭建互联互通的一体化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网络。其

中，电子文件归档处理系统、虚拟档案室系统、电子档案移交接收系统、

政务网馆藏档案综合管理系统、电子档案证据保全系统，在政务外网（公

共服务域）、政务外网（行政服务域）各部署一套系统。

项目针对不同网络域中的行政审批类电子文件和电子公文数据分

别提供了电子文件归档处理系统和虚拟档案室系统进行电子文件归档。

具备归档功能的业务系统将产生的电子文件直接归档到虚拟档案室系

统中，不具备归档功能的业务系统将产生的电子文件归档到电子文件归

档处理系统，经过整理后再归档到虚拟档案室系统中。对不同网络、不

同业务系统、不同数据规范的电子文件，做到统一、规范的进行归档。

山东省档案馆机关数字档案室系统率先投入使用，实现了党政机关公文

可仅以电子形式拟制、成文、流转、办理、归档的目标，达到了电子公

文各要素齐全、防篡改认证、全过程留痕的技术标准

2.打通电子公文在线归档和电子档案移交、接收、管理全流程并实

现真实性验证



本项目探索升级改造的 OA系统公文归档功能，以及开发的电子文

件归档处理系统、虚拟档案室系统、电子档案移交接收系统、政务网馆

藏档案综合管理系统覆盖了电子公文在线归档和电子档案移交、接收、

管理全流程，在研究中全部打通，实现了全流程在线管理。

采用有效技术手段实现电子公文的“四性”保证。电子公文生成过程

中使用了手工签名与数字签名相结合的方法确保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同

时打通了山东省档案馆 OA 系统与山东省统一电子印章系统接口，可调

用山东省统一电子印章系统的电子公章确保电子公文的真实性。同时，

还依托山东省统一电子印章系统制作了文书类电子档案归档电子章，通

过“一套认证体系、两次加盖印章”的电子印章使用模式，进一步确保归

档后形成电子档案的真实性。山东省档案馆机关数字档案室系统可调用

验章接口，通过接口在系统中进行电子印章的验证；可按照《党政机关

电子公文处理工作办法》要求，支持在保留印章图元信息的情况下删除

电子印章数字信息的功能，同时在元数据中记录相应操作，记录电子档

案真实性验证的技术手段和实现过程，便于在删除电子印章数字信息后

佐证电子档案真实性。

3.应用区块链技术进一步保障电子档案的真实性

本项目运用区块链技术在电子档案归档、移交接收、查询利用、长

期保存等环节，对电子档案进行摘要并加密，而后将其上链存证。后期

通过提取电子档案的摘要并上链进行验证，从而保障电子档案全生命周

期的真实性。项目内开发了电子档案证据保全系统，基于区块链的电子

档案证据保全，利用私有链建立电子档案证据保全服务，建立区块链网



络的准入机制，在加入私有链的系统之间实现信息的认证和可追溯。在

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移交接收环节，移交方首先将电子档案的档号

和题名进行摘要并加密，并将其上链存证，各参与节点根据共识机制同

步确认并保存该电子档案的上链区块副本，当接收方收到电子档案后，

可提取电子档案摘要并上链进行验证，验证一致即可证明接收方收到的

电子档案确由发送方发送且内容未被篡改。同时，上链存储的并不是电

子档案的全文内容而只是摘要，不会导致电子档案内容的泄露，不会导

致区块存储压力过大。在馆藏档案管理环节，采用哈希函数对电子档案

内容进行哈希运算，形成电子档案内容证据即哈希值，存在区块链中，

避免档案信息内容的泄漏的同时保证电子档案的真实性。区块链平台可

基于区块链记录提供数据验证、历史记录查询、数据查验等真实性保障

功能，以便于对电子档案证据价值的查验。档案数据脱离馆藏系统时，

对相应数据进行脱链处理，处理后的数据需确保档案的可用性，脱链时，

以图像等非加密手段保留区块链认证信息。

本项目为非涉密项目，除系统代码涉及知识产权外，不涉及保密要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