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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进行现代化的档案管理时体现了档案开放性的重要，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大量的开放工作会受到多
种因素的影响而导致质量较差的情况发生，所以相关工作人员一定要对这一系列的影响因素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和研究，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档案开放管理工作更为顺利地开展。本文针对影响开放的因素作出了相应的分析及
记录，旨在为我国现代化的档案管理工作提供帮助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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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档案开放鉴定的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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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开展现代化的档案管理时，其开放性越来
越强，而只有更好地对档案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和利
用，才能保障信息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但档案开放
工作中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工作人员需要
解决档案开放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对其中的各项影响
因素做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这样才能有助于使我国
现代化的档案开放鉴定工作得到保障。

一、档案法律法规对档案开放时限的规定
（一）即日开放
我国在进行档案的管理时，开放工作的相关内

容主要是从历史档案开始的，从我国档案办法实施以
来就说明了向公众开放的必要性，20世纪80年代我国
在相关的会议中，研究人员对于历史档案的开放问题
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也成为我国四化建设中一项
十分重要的内容，工作人员在会议上提出了相应的观
点，会议中的研究人员认为，为了更好地提高社会各
方面的适应性，开放历史档案具有极强的可行性。而
在这一次会议后，我国许多省级以上的档案馆在实际
的工作中都建立了完整的管理政策和措施，期望通过
多种方法来选择一种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式，并且对于
多种不同的历史档案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划和管理。随
后我国的档案法开始实行这样开放档案，就有了真正
的法律依据。

（二）满30年开放
满30年开放针对的是各级机关以及国家机构和具

备社会属性的组织，在进行公众或者具体的活动时，
从形成之日算起满30年的档案就可以向公众开放，这
也是我国在进行档案立法过程中，参考国际管理方式
而延续下来的一种管理习惯。比如在第2届国际档案大
会上，就对档案成立之时起30年后，需要无条件地向
公众进行档案开放，并且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将档案的
开放期限设置为30年。

（三）随时开放
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社会和科技等多方面的档

案，在向社会开放时，其时限可以控制在30年以内，而
这种档案也直接证明了我国的档案期限方面规定也在不
断地强化，很多档案其实在建设时还没有达到30年，但
这类档案与经济和科技等多方面的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
关联，所以将其也设置在了档案开放的范围内。

二、政务公开对大开放产生的影响
（一）重大决策的公开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我国经济工作

的协调者，其重大决策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民
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工作人员在进行管理时应当将
这类重大决策进行公开，只有这样才能使重大决策在实
施时的阻力得到控制，使民众更加理解政府所提出的一
系列决策。例如某市纪委在2012年2月5日召开了首次信

息披露会，直接披露了室内汽车交易规划的基本状况，
并且针对未来的发展思路做出了分析。所以在进行管理
时，以市政府为基础的重大决策等相关的政府信息，在
现代社会中都呈现不定期披露的情况。

（二）公开公共信息资源
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说的公共信息资源所指的

就是那些对国家经济和科学造成严重影响的信息资
源，这些信息在属性上可以将其归类为公共资源，除
了涉及法律或者某些个人隐私方面的内容，都需要无
条件地向社会进行公开。比如我国地质资料的管理条
例中，将公开利用制度确立为地质管理资料的基本制
度，并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地质资料需要向社会
公开并且利用。同时，在我国社会环境下，向人民群
众发布一些有用的信息和资料，民众可以通过网络的
方式，通过手机端或者电脑端方便地查询一些资料，
使我国公民能够得到来自公共信息的支持。

由此可见，政务的公开内容是政务信息的公开，
而政务信息的存在形式是目前的文件或者未到进馆年
限的档案。而政务信息的公开带来的是现行文件以及
未到档案的开放年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
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一部分单位机
构将与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档案，通过对外提供的方
式是展现作风的一种形式，也是使档案管理工作真正
与人民的意愿相结合的一种工作形式。

三、结语
影响我国档案开放的因素较多，而在进行现代化

的档案开放工作时，工作人员需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的要求来执行，只有这样才能使公民的隐私和国家的
利益得到保障。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我国的政务公
开以及现代化建设为我国的档案管理和开放产生了极
为积极的影响并且建立了良好的条件。所以在这样的
状况下，工作人员如果发现其中存在问题，应当采用
及时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现代
化的档案公开管理工作质量得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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