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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 
朱堃 

重庆市长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401220 

摘要：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工智能技术在我国各个行业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可以进一步
提高该工作的准确性，在保证工作效率的基础上降低出错率。本文对档案管理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
应的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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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科学技

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信息技术、云技术与数据处理技术等
都应用到了档案管理工作之中，使档案管理工作逐渐向人工
智能的方向迈进。现阶段，档案管理体系需要进行不断的优
化与更新，注重档案管理工作的创新与发展，使人工智能技
术可以在其中发挥出更高的作用与优势。 

1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价值分析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档案管理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

高档案管理的工作效率，实现资源利用价值的进一步提高，
有效促进传统档案管理工作的优化与改革。应用人工智能技
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档案信息录入、整理与归纳等环节进
行简化，进而从根本上提高档案信息管理的准确性，避免由
于人工原因而导致出现信息失真或信息丢失等问题。应用人
工智能技术后，档案管理工作也无需耗费大量人力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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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只要具备信息化档案管理水平就可以胜任。档案工
作要对信息进行收集，并按照类别来对其进行整理与汇总，
最后进行存档。传统档案信息在搜集的过程中要档案管理人
员与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搜集。而应用人工智能技
术之后，可以对数据进行准确的收集，进而进行分类排列与
存储，使档案信息的管理能更加高效。此外，用户在对档案
进行查询与调阅的过程中也更加的便捷，用户能通过终端设
备来对档案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快速查找到想要查阅的信息。 

2 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分析 
现阶段，档案管理工作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还较为局

限，主要的应用功能包括分类检索、信息收集与数据处理储
存。在当前信息时代，档案信息的分类也逐渐增加，主要包
括数字信息、数字影像、多媒体档案与图片档案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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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量较大，且只能系统还可以对关键词类似信息进行搜索，
进一步提高用户查找档案信息的便利性。此外，人工智能化
的档案管理可以进一步提高信息的安全性，现阶段已经使用
的功能包括指纹识别、虹膜识别与人脸识别。通过此类安全
技术可以在最大限度上保障档案信息的安全。 

3 应用必要性分析 
3.1 减少错误 
人工智能技术当前最为明显的应用优势就是可以降低档

案信息管理工作中出错的几率，智能检索功能可以对出错率
进行有效的降低，工作人员对关键词进行检索的过程中，很
多时候对于自身寻找档案的内容都比较模糊，如果通过人工
搜索很难找到匹配的档案，而通过智能检索可以将工作人员
输入的关键词进行拓展与延伸，使工作人员可以在最短的时
间内找到其所需的档案内容，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此外，
在传统工作过程中，管理人员对一些资料都是进行手动抄录，
这就导致出现错误的几率增高，通过人工智能则可以在最大
程度上降低错误率。 

3.2 提高效率 
一个企业的档案资料主要包括企业前期的投入与招标资

料，企业预算与各项工作负责人都会包含在内，因此，要对
这些资料进行有效的整理极为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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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在计算机中编制出一个成熟的程序，工作人员对内容进行
空间预留，各项工作完成后，计算机可以自动将各类资料档

案进行混合，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实现
了工作效率的提高。 

3.3 保证安全 
现阶段档案管理工作对于大型企业与事业单位至关重要

的一项内容就是安全问题。传统档案管理工作中，都是通过
人工方式来解决此类问题，因此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档
案管理工作的负责人如果意志不够坚定就会造成机械文件出
现泄漏，出现重大损失。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档案管
理安全提供有效的保障，其可以为资料设置很多权限，没有
权限的工作人员无法打开资料库，这也就从根本上为档案安
全性提供了保障。 

4 应用措施分析 
4.1 系统智能识别 
智能识别技术作为人工智能中一项基础性技术，当前已

经极为成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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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主要应用在文

字检索方面，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与发展，还能通过语音形
式来实现智能检索，甚至通过图片来进行检索，此类技术都
可以有效应用到档案管理工作中。 

4.2 指纹虹膜识别 
通过指纹识别与虹膜识别技术可以在为资料安全提供有

效的保障。例如在对一些机密文件进行查阅的过程中，要对
查阅人指纹与虹膜进行识别，对此类文件在进行前期档案管
理时要设置好相应的权限问题，保证只有符合条件的人才能
对此类文件进行查阅。 

4.3 网络平台共享 
档案管理工作具备着较高的程序性与复杂性，因此，在传

统档案管理过程中，都是采用纸质文件来进行逐级审批，一些
机密文件的处理过程更是繁杂，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提高审批工作的便利性，人工智能网络平台共享技术
能够将具体的工作流程进行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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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完成，且对于部分企业来说，很多资料都能通过网络平台
来实现共享，在工作布置环节就不需要逐个找人，通过该平台，
相关人员就可以直接工作，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档案管理是一项具备着较高复杂性的工作，

传统工作过程中，很多都是靠人工来完成，不仅耗时耗力，
还有着较高的错误率。在现阶段的信息化时代，要积极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有效的应用到档案管理工作中，使档案
管理工作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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