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档案日 带您了解档案小知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档案
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经
验得以总结， 规律得以认识，历
史得以延续， 各项事业得以发
展，都离不开档案。 ”周口档案人
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谱写档案事
业高质量发展绚丽篇章。

档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

物，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从结绳
记事到刻契铸鼎，从甲骨金石撰
文为录到简牍缣帛纸墨为凭，档
案作为人们记录生产生活的真

实凭证、人类文明共有记忆的积
累保存，伴随着文字和国家的出
现而诞生。

“6·9”国际档案日是为庆祝
国际档案理事会成立 60 周年设
立的， 国家档案局决定自 2013
年开始，把每年的 6 月 9 日作为
档案部门的宣传活动日。 今年6
月 9 日是第十六个国际档案日，
周口市档案局、周口市档案馆将
用档案讲好周口故事，以“奋进
新征程 兰台谱新篇” 为主题举
办周口档案展等系列活动，宣传
周口历史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提升全民档案意识。 让我们
通过图文，走进档案、了解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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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档案”溯源档案从起源到今天已经有几千

年历史了，但是“档案”一词使用和有
明确解释的历史，却并不久远。

中国古代对“文书”和“档案”的
概念基本上是不分的，其称谓在殷商
为“册”“典”，西周为“中”，春秋、秦汉
以后为 “简”“牍”“简策”“简书”“帛
书”“案卷”“案牍”等。 至于“档案”一
词，学术界较多认可始于明末清初。

“档案”一词的最早出现。 其文字
材料见于现存清代档案康熙十九年

（1680 年）《起居注册》 的记载，“大学
士明珠奏曰：马哈喇之父、叔阵没，皆
系松山等处事，部中无档案，故控告
时部议不准”。

“档案”一词的最早解释。 其文字
记载约成书于康熙四十六年 （1707
年）杨宾的《柳边纪略》。 书中说：“边
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

子’，以削木若牌故也；存储年久者，
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
条挂壁若档故也。 然今文字之书于纸
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矣。 ”

语义学意义上的 “档案” 一词。
“档”，《康熙字典》 解释为 “横木框
档”，即木架框格的意思；“案”，《说文
解字》解释为“几属”，即小桌一类的
东西。 由此引申，“档”字和“案”字连
用， 就是存入档架收贮起来的案卷，
而把放置档案的架子称作档架。

国际档案日是由国际档案理事

会 （ICA）发起设立的。 1948 年 6 月
9 日~11 日 ， 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召开了一场专家会议 ，来
自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档案工作者参

加了会议交流 ，经大家讨论决定成
立国际档案理事会 。 会上通过了

ICA 的第一份章程，章程中指出，世
界各国的档案工作者应共同努力

“为了全人类 ”保护好档案 ，开展鉴
定并提供利用 ；档案和文件作为全

世界共享的遗产， 和全人类一样具
有同一性。

2007 年 11 月，为庆祝 2008 年 6
月 9 日 ICA 成立 60 周年，ICA 全体
成员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年度全

体会议上投票决定， 将每年的 6 月 9
日定为国际档案日。

国际档案日的由来

根据档案形成时期分类

明清档案、民国档案、新民主主
义档案 （即革命历史档案 ）、中华人
民共和国档案（新中国成立后档案，
也称现行档案）。

根据档案载体分类

纸质档案、照片档案、录音档案、

录像档案、电子档案等。

根据档案内容和使用范围分类

文书档案、会计档案、人事档案、
科技档案以及艺术档案、诉讼档案等
各类专业档案。

档案分类

民生档案一般是由各级机关或

事业单位在具体的业务工作中形成

的与老百姓关系最直接的各类业务

文件，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登记
审批类的业务文件，这类文件包括受
理材料、审批材料等，一般是书面材
料和电子形式同时保存。 其中书面材
料归档后，在各单位档案分类中通常
被称为“业务档案”。 另一种是其他管

理性材料，一般存在于相关业务系统
中，不单独打印成书面形式。

常见的民生档案有 ：劳模档案 、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档案、 养老保险
档案、 工伤保险档案、 医疗保险档
案、 就业人员档案、 劳动争议仲裁

调解档案 、公证档案 、户籍档案 、治
安综合治理档案、 学籍档案 、 婚姻
登记档案、 社会救助档案、 收养登
记档案、 残疾人档案、 伤残军人登
记档案、 民政低保档案、 企业登记
档案、 城市拆迁档案、 公积金贷款
档案、 廉租住房保障档案、 房地产
档案、 环境监测档案、 土地流转合
同档案、农村宅基地档案。

民生档案

档案阅览服务

在阅览室向利用者提供档案信

息的一种服务方式。 档案阅览服务能
为利用者提供较好的阅览条件，既便
于档案的保护和保密，又可以提高档
案的周转率和利用率，还能帮助档案
工作人员充分掌握利用档案信息，及

时追踪利用的效果。
制发档案复制本

制发档案复制本是指根据利用

者合理需要，以档案原件为依据制发

档案副本或摘录本并提供给利用者

的一种服务方式。
提供咨询服务

档案咨询服务是以档案为依据，
通过个别解答问题的方式，向利用者
提供档案、档案专业知识、档案检索
途径的一种服务方式。

档案用途

档案开放就是将一般可以公开

和保密期限满的档案，解除“禁闭 ”，
向社会开放，允许档案用户在履行简
便的手续后，即可通过一定的方式进
行开发利用的一种做法。

2022 年 7 月 1 日，国家档案局令
第 19 号公布 《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
办法》，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档案开放的范围是档案开放工

作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 需要从时间
和内容上进行考察，区分常规开放、
提前开放和延期开放三种情形。

常规开放。 自形成之日起满 ２５

年，是档案开放的常规条件。
提前开放。 提前开放档案范围为

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案。
延期开放。 为保障国家安全、维

护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需要鉴别
形成满 ２５ 年的档案中不宜到期开放
的部分。

（周口档案局 周口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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