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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创新，融合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提升电子档案管理效率

一、案例背景

（一）信息技术深入快速发展对电子文件归档提出迫切要

求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建或公司）

在“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思想引领下，积极落实网信工作

各项要求，信息技术应用快速发展，建成多个业务系统，实现

了业务流程的在线管理。进入“十四五”以来，中国电建提出数

字化转型战略，加快“数字电建”建设，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

产业化，大量具有档案价值的电子文件随之产生，对电子文件

归档需求迫切。

（二）档案管理现状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需求不匹配

目前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工作仍不能适应企业低

成本、高效率运转的需要，主要表现在电子文件真实性认证技

术采用企业 CA 的电子签名方式，成本高、风险大；电子文件

归档鉴定采用人工干预方法，效率低、准确性差；电子档案利

用检索技术依赖关键词匹配方法，无法满足档案信息多维快速

的检索需求等。

（三）电子档案管理工作未能跟上全国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要“贯彻实施好新修订的档案法，推动档

案事业创新发展”，新修订的档案法对电子档案的保存、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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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规定，《“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要求电子文件

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工作取得重要成果，但中国电建大量应归

档电子文件还散存在业务系统中，面临管理不到位、归档不及

时等风险；打印输出纸质件归档，不仅增加企业管理成本、影

响档案利用效率，也不利于节能环保和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档

案管理模式，加强档案数字化转型，是中国电建迫在眉睫的现

实需要。

二、主要做法

（一）引入区块链技术有效解决电子档案真实性保障难题

以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为前提，中国电建开发了自主可控

的区块链基础平台，选取 7 个节点搭建电建联盟链。根据业务

需求建设多个功能模块，为电子档案存证、验证和追溯提供服

务。功能设计结合模块化、容器技术等特点，剥离原有扩展功

能，将业务功能以插件方式增加，保持核心功能稳定。性能设

计考虑区块链“三元”取舍，确保安全性不退让，在高效性和去

中心化之间寻求平衡。上链数据是区块链技术与档案业务融合

的核心关键所在，其设计将电子文件自办理完毕起触发区块链

技术，并将后续对电子文件进行修改的一切行为作为交易进行

存证。（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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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区块链技术与档案业务融合

中国电建根据电子文件归档流程重构设计，深入研究区块

链技术融合档案业务场景应用，在区块链系统与档案系统结合

的基础上，向前端业务系统延伸，从电子文件自形成到档案系

统收集、整理、转换、迁移、鉴定、处置等业务处理全过程，

通过区块链完整记录使电子文件及其元数据发生变化的一切行

为。建立以哈希值识别电子档案、以管理环节上链信息为基础

的电子档案溯源多重认证体系，打通电子文件自形成系统到档

案系统管理的全过程，从源头上为电子文件真实性及全生命周

期可追溯提供保障。

中国电建开发建设了电子文件真实性验证平台（见图 2），

用户可通过该平台验证电子文件真实性，并获得验证结果证明。

平台建设打破了企业内部不同层级单位之间的壁垒，开拓了档

案业务在跨单位、跨系统应用区块链交互的场景需求，为企业

内部搭建安全可信环境，推动档案数字资源服务企业数字化转

型和高质量发展。

图 2 电子文件真实性验证平台



4

（二）创新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电子文件归档智能鉴定

和检索效率提升

1.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电子文件归档鉴定效率。

中国电建基于档案鉴定要求和大数据思想进行计算机程序

设计、编码，形成了一套适用于计算机自动判定保管期限的规

则和逻辑，可实现档案智能鉴定。通过这套适用于计算机的智

能鉴定方法设计，打通了由计算机自动处理电子文件归档的“最

后一公里”，实现了档案智能鉴定领域的新突破。

2.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大幅提高档案检索效率。

传统通过关键字检索档案往往存在检索不准确、利用不充

分的问题，中国电建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档案检索功能更新，

开发了基于电子档案语料库的对话式搜索引擎，应用大数据模

型，通过模拟训练调教智能机器人适应档案业务应用场景、具

备档案信息处理能力，通过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

谱、语义分析等核心技术进行智能应答，并关联答案所在的档

案数据源，有助于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为档案用户服务，有

效提高用户满意度。

（三）应用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支撑数字孪生建设

中国电建结合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研究探索智慧档案应

用，为项目建设数字孪生提供档案数据支撑。在互联协同、科

学智能的项目管理环境下，梳理项目建设期归档的各阶段设计

成果、BIM 模型和数据、项目相关系统数据、文档等信息并进

https://www.bytenew.com/news/tags-318.html
https://www.bytenew.com/news/tags-115.html


5

行处理，根据应用需求建立信息模型，自动输出并智能关联，

实现底层档案数据支撑数字孪生与物理实体的对应表达。结合

现场红外、摄像头、无人机等物联设备对所需信息的采集以及

对环境全景的实时感知，应用大数据技术支持数字孪生，集中

展示三维模型信息、智能监测信息、数据信息、环境信息、人

员信息等内容，为项目智慧运营、在线诊断、故障定位和设备

设施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支撑。

三、效果及影响

（一）经济效益

1. 助力企业管理成本大幅降低。

中国电建通过单套制管理，纸质档案大幅减少，节省了整

理、保管、利用等成本，降低了企业经营管理成本，相应产生

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据统计，中国电建总部 OA 系统和外事管

理系统平均归档电子文件 3.1 万件/年，每年减少纸质档案输出

约 31 万张，每张纸及管理成本 9.52 元（纸张 0.05 元、打印耗

材 0.01 元、档案室 30 年办公用房成本 8.21 元、人工整理 1.25

元），累计可节省成本约 295万元/年。

参照以上数据，未来如果中国电建全系统实现单套制，文

件数量按照子企业报送的统计数据，保管成本按照北京六环附

近写字楼租金估算，预计每年可节约成本近亿元。

2. 档案工作效率和质量成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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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无需电子和纸质两套文件分别整理并

关联对应，极大地优化了电子文件归档流程。通过应用智能鉴

定，使档案鉴定的人工参与比例低于 8%，降低了人工出错的可

能性，档案整理效率和质量成倍提升。

3. 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通过实行单套制管理，减少了电子文件打印输出纸质环节，

中国电建每年可大量减少纸张消耗。经初步统计，中国电建全

系统平均每年减少纸张输出约 3000万张，相当于少砍 1.5万棵

树，每年减少碳排放量约 300 吨，对于建设绿色低碳企业、实

现“3060双碳”目标具有促进作用和现实意义。

（二）社会效益

1. 有力地支撑了业务信息化建设。

中国电建推进数字电站建设、运营数字孪生环境，形成的

电子文件数量巨大，形式多样，内容复杂。应用区块链技术创

新电子文件单套归档，不仅较好解决了数字孪生环境电子文件

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问题，还促进了数字孪生环境的应用和发

展。区块链系统帮助数字电站建设项目建立一个多方参与电子

文件协作管理的可信环境和可信机制，可实现多节点共同对同

一个或同一批电子文件进行管理，并将各自的行为记录上链交

易，极大地方便了单位之间的协同与合作。项目建设完成后，

运营单位也可作为一个节点将运营期间形成且需存证的记录上

链交易。由此，实现了设计、施工、监理、运营文件无缝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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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档一体化管理，对建设项目数字化、信息化具有巨大的推

动作用。（见图 3）

图 3 区块链在建设项目中的应用

2. 出版和发表了一批学术成果。

中国电建系统梳理了企业电子文件单套制归档的实践与探

索过程，形成专著《企业电子文件单套归档管理实战》并出版

发行；先后在《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等核心期刊发表《基

于优化共识的区块链在电子文件全生命周期真实性保障中的应

用》《基于黑白名单的档案智能鉴定方法研究》《企业电子文

件单套归档管理实践》《企业数字档案馆（室）建设问题与对

策》等多篇论文。

3. 培养了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

中国电建抽调系统内档案人员和信息化人员组成专项工作

组，工作组成员全员参与多轮研讨、设计、形成工作方案及实

施工作，培养出一批高水准的档案信息化专业人才，成为各子

企业档案信息化工作的业务骨干，为推动中国电建档案工作数

字化转型升级和加快建成集团型数字档案馆（室）提供了中坚

力量。

4. 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单套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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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于 2022 年 4 月经国家档案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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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批准通过单

套制试点验收，获得了“亮点突出，成效显著”的高度评价，为

政府、高校、企事业单位等多家外部单位分享单套制实践经验，

多次指导内部企业规划建设企业数字档案馆（室），为内外部

企业应用单套制提供了可复制参考的示范案例。

案例形成单位：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案例形成人：李燕明、王成海、刘向阳、王洋、马靖、刘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