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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档案局关于做好２０２４年度

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立项工作的通知

各市 (州)档案局,省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有关企业事

业单位:
为做好２０２４年度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组织申报和推荐

工作,根据国家档案局 «关于开展２０２４年度国家档案局科

技项目立项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题要求

自主选题项目应根据 «２０２４年度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

立项选题指南» (以下简称 «指南»)第一部分的 “自主选

题”确定具体研究项目,项目应聚焦影响档案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核心问题和本研究领域的重点、难点、空白点,具

有较好的科学性、创新性、应用性、可行性,避免简单重复

或低水平研究,避免脱离实际或盲目追求热点.重点项目应

从 «指南»第二部分 “重点项目”中选择,可在该重点项目

研究内容基础上进行适当扩展.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条件

项目申报单位应具备完成项目研究相应的科研能力和科

研条件,建立健全的科研管理、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等制

度,能够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如有超期未完成的项目,请在

申报前先办理项目延期申请再进行申报.
(二)项目申报

１¤项目申报前应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鼓

励有条件的单位在申报前征求相关研究领域国家级档案专家

的意见建议.

２¤项目申报材料应真实、准确、客观.不得使用相同

或相似研究内容重复申报,未经同意不得将他人列为研究团

队成员.不得抄袭、买卖、代写申报材料,不得使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直接生成项目申报材料.

３¤项目负责人应当具备与项目研究要求相适应的科研

能力,无科研不端行为.自主选题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最多同

时主持２个在研项目;重点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只能主持申报

１个项目,在研重点项目的负责人,不能主持申报新项目.
重点项目负责人需参加立项评审答辩,答辩形式和时间另行

通知.

４¤鼓励整合多方研究力量联合申报项目,申报单位应

承担不少于６０％的项目研究任务,其他参与单位应在项目

研究中承担实质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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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费保障

自主选题项目经费由项目承担单位自筹解决.重点项目

申请经费不超过限定经费额度,不足部分由申报单位自筹解

决.重点项目经费一般在项目立项后拨付启动经费,按照项

目执行进度拨付后续经费.
(四)申报程序与时限

４月１２日前,申报单位通过 “全国档案科技管理公共

服务平台” (https://service１¤saac¤gov¤cn) (以下简称平

台)填写申报项目信息,确认无误后向省档案局提交.待省

档案局评审同意推荐后,将系统自动生成的项目任务书下载

打印,加盖公章后扫描上传至平台.
联系人:省委办公厅档案管理二处刘勇,联系电话:

０２８—６３０９０８４２.

附件:２０２４年度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立项选题指南

四川省档案局

２０２４年３月１４日

—３—



附件

２０２４年度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立项选题指南

为做好２０２４年度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立项申报工作,
制定本指南.

一、自主选题

(一)档案治理体系方向

围绕档案事业现代化的理论支撑、顶层设计、目标任

务、指标体系、实施路径,新修订 «档案法»及 «档案法实

施条例»实施背景下档案管理体制、工作机制和法规制度,
档案工作服务美丽中国、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区域协调发

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管

理模式,“互联网＋”环境下档案业务监督指导方式方法创

新、新时代档案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研究.
(二)档案资源体系方向

围绕深化新时代档案记忆工程建设,电子文件归档与电

子档案移交接收,政务服务、科学研究、生产经营、工程建

设、生态保护等业务数据归档,红色档案、重特大事件档

案、非遗档案、少数民族和地方特色档案接收、征集、整理

和专题数据库建设,档案价值鉴定和评估机制,跨部门和跨

地区档案资源共建平台与机制、档案资源登记与分级管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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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等方面开展研究.
(三)档案利用体系方向

围绕档案解密与开放的体系构建、审核制度、技术创

新、共享机制,档案服务党委政府决策、社会民生、重大战

略、重大工程、重大活动、突发事件应对的能力提升, “四
史”教育、文化遗产传承、文化 “两创”、对外交流等专题

档案协作开发利用,全媒体时代档案宣传展览方式方法创

新,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利用,人工

智能大模型应用对档案信息开发利用的影响等方面开展

研究.
(四)档案安全体系方向

围绕档案安全治理,不同载体档案保护技术和设备创

新,档案馆库综合智能控制,重大自然灾害中档案抢救保护

技术应用,档案服务外包安全保障和监管机制,档案管理信

息系统和技术设备安全可控,档案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策略及

技术方案,档案数字资源备份体系建设,档案数据安全治理

等方面开展研究.
(五)档案信息化建设方向

围绕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的实施路径,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音像档案和手写体档案智

能识别,电子文件单套归档与电子档案单套管理,三维电子

档案长期保存要求及关键技术,知识挖掘技术在档案信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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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开发应用,档案赋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的方

式方法及技术路线创新,基于自主可控的数字档案馆 (室)
系统建设等方面开展研究.

二、重点项目

１¤基于我国管理现状的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单套管理

通用架构体系研究 (研究周期:２年,编号:２０２４Z００１,经

费额度:１０万元)
主要研究内容:(１)国内外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现

状及方向研究;(２)建立适用于国内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单

套管理通用架构 (包含:框架概念、目标和适用性、体系结

构、数据模型、流程功能、转换关系、扩展原则等); (３)
研究通用架构开展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单套管理工作机制、
管理和技术要求;(４)基于通用架构的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

单套管理实践应用.
预期成果:关于国内外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的研究

报告;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单套管理基础通用模式体系指

南,并在２个以上的省级综合档案馆实践应用.

２¤电子文件单套制归档与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能力成

熟度模型及评估研究 (研究周期:２年,编号:２０２４Z００２,
经费额度:１０万元)

主要研究内容:分析我国电子文件单套制归档与电子档

案单套制管理工作中所涉及的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现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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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挑战以及现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对电子文件单套制

归档与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的要求,提出立档单位、档案馆

等部门实施电子文件单套制归档与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的能

力成熟度模型,研究制定评估办法、评估标准、评估指标

等,形成一套科学的评估方案,引导电子文件单套制归档与

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的科学开展.
预期成果:电子文件单套制归档与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

能力成熟度模型;电子文件单套制归档与电子档案单套制管

理能力评估规范.

３¤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数据归档与共享利用研究 (研
究周期:２年,编号:２０２４Z００３,经费额度:１０万元)

主要研究内容:系统梳理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特点与业

务流程,通过档案管理要素的前置和渗透保障平台数据真实

性,实现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数据的归档集成与档案数据的

共享利用,为推动 “高效办成一件事”政务服务提供档案支

撑.主要包括:(１)梳理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业务流和数

据流,分析数据真实性保障及档案化管理要求,研究提出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数据归档管理的真实性保障方案;(２)基

于数据档案化管理需求,从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研究构建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数据归档与共享利用实现方案;(３)基于实

现方案进行系统开发,进行实践验证.
预期成果:研究报告;基于档案化管理的一体化政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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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数据归档与共享利用实现方案.

４¤国外档案科技创新案例搜集分析 (研究周期:１年,
编号:２０２４Z００４,经费额度:１０万元)

主要研究内容:采用文献研究、网络信息搜索、专家咨

询等方法,搜集主要发达国家关于档案科技创新的典型做

法、技术报告、最新技术动态等信息,分类整理翻译有价值

的信息,并结合我国档案工作的重点难点和档案部门的实际

需要提出对策建议.
预期成果:每两个月提供１份国外档案科技创新信息双

月报,全年提供不少于４份专题研究报告.

５¤OFD版式文档格式转换工具研究 (研究周期:２年,
编号:２０２４Z００５,经费额度:１５万元)

主要研究内容:针对电子政务等多种业务场景需要和

OFD技术特性,研制符合 GB/T４２１３３—２０２２标准的 OFD
开源格式转换工具,支持常见格式文档转换为满足长期保存

要求的 OFD版式文档.
预期成果:OFD版式文档格式转换开源软件工具 (经

第三方机构检测符合标准要求).

６¤耐水字迹档案脱酸技术研究 (研究周期:２年,编

号:２０２４Z００６,经费额度:１０万元)
主要研究内容:(１)选取典型民国时期档案作为样本进

行分析,对比验证多种脱酸剂的使用效果;(２)研究民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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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档案纸张加固技术,研制脱酸加固联合制剂,验证对已损

失韧性纸张的酸化民国时期档案应用效果;(３)研究自动化

纸质档案脱酸方法.
预期成果:民国时期档案脱酸加固剂加工方法及脱酸工

艺 (经同行评议或第三方机构检测);研究报告.

７¤档案灾害预防与应急抢救数字化实验实训平台研究

(研究周期:２年,编号:２０２４Z００７,经费额度:１５万元)
主要研究内容: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BIM、

GIS、物联网、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以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虚拟化为主线,探索建立档案灾害预防与应急抢救

技术体系,赋能档案灾害预知预警、应急响应、保护实训和

人才培养.主要包括: (１)构建以档案保管保护、风险治

理、应急响应等业务模型和专业知识为核心的技术平台;
(２)研究档案虚拟仿真实训体系,创设档案灾害预防与应急

抢救的虚拟化任务情景,形成数字化实验实训空间.
预期成果:建立向全国档案部门开放的档案灾害预防与

应急抢救数字化实验实训平台.

８¤ 感光影像档案常见病害治理与原貌恢复技术研究

(研究周期:２年,编号:２０２４Z００８,经费额度:１０万元)
主要研究内容:(１)针对醋酸纤维素酯电影胶片醋酸综

合症,研究开发新型复合材料脱除胶片中的酸性物质,并增

强胶片的强度,预防并延缓醋酸综合症的发生;(２)研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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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照片、底片表面乳剂层表面银镜现象保护性去除技术,在

不破坏底片原有性质的基础上,恢复其记载影像的原貌;
(３)针对玻璃底片在保存过程中出现的龟裂、起翘现象,研

究开发在不破坏乳剂层明胶的基础上增强其韧性与强度的技

术,恢复影像记录的原貌.
预期成果:感光影像档案常见病害治理与原貌恢复技术

指南;研究报告.

９¤ “十五五”时期全国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研究

周期:１年,编号:２０２４Z００９,经费额度:１０万元)
主要研究内容:(１)调研全国典型地区和行业间档案事

业发展情况及发展水平差异,分析查找原因,提出有针对性

的解决方案;(２)在全面了解当前全国档案事业发展现状和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实施情况的基础上,研究

提出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实施路径

及保障措施等,为制定 “十五五”规划提供参考.
预期成果:调研报告;研究报告.

１０¤档案工作团体标准制度研究 (研究周期:２年,编

号:２０２４Z０１０,经费额度:１０万元)
主要研究内容:(１)梳理国家和档案事业政策法规关于

团体标准的要求,对档案工作团体标准制定现状进行统计分

析,深入研究档案工作现有团体标准相关主题、内容等,探

究档案工作团体标准存在的问题和其深层次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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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进行档案工作团体标准制度研究,为理顺档案工作团体

标准体系、提高团体标准供给质量、扩展团体标准覆盖面、
推动档案工作团体标准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预期成果: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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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档案局 ２０２４年３月１４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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