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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红色档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原始记录，其中蕴
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红色底色。随着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不断凸显，红色档案点多面广的存在方式对建立健全
红色档案主体内外协同、充分整合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拓展红色文化学术研究、促进红色档案资源的有效利用及
传播红色档案的时代价值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探索构建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协同整合与利用的跨区域协同方
式，统筹推进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协同开发与利用工作，明确相关主体的职责，建立相关主体间多元协同长效机
制，充分挖掘与整合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提升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的利用效能，为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整合与利
用工作提供参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多元协同；红色档案；资源整合；策略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７１１Ｘ（２０２５）０６－０１４５－０３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２０９６－７１１Ｘ． ２０２５． ０６． ０５０ ［本刊网址］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ｈｂｘｂ． ｎｅｔ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红色档案资源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概念引入、拓

展和深化三个阶段。
１．概念引入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０年，黄明?最早将红色档案资源概念引入国内，认

为红色档案是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最真实原
始记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需要充分
挖掘和利用红色档案蕴含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使红色档
案“活起来”。此后，田青刚（２０１１）、梁楚晗（２０１３）和宋平
（２０１５）对地方红色档案资源的利用、红色档案资源与传统文
化有效结合进行了讨论。
２．拓展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
该阶段研究主题和尺度不断拓展，中宏观层面上聚焦于

红色档案资源的当代价值与利用研究（陈昕燕，２０１６）、红色
档案资源的开发应用研究（陆伟华，等，２０１７）、红色档案资源
传承教育研究（勾淑玲，等，２０１８）、新媒体促进红色档案资源
的开发利用（许瑾，２０１９）。本阶段以我国红色档案资源研究
的相关文献为基础，从红色档案资源的内涵、价值、开发利
用、保护等方面进行综述，并据此对在新形势下多元协同开
发红色档案资源，扩大档案文化教育的覆盖面，能更好地发
挥服务社会功能进行了研究。
３．深化阶段（２０２０年至今）
２０２０以来文献明显增多，研究广度与深度得以加强。宏

观层面上侧重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王静梅，２０２０），应用
社交媒体开展红色档案微服务的策略（方燕平，２０２０）。红色
档案信息资源挖掘路径（宿娜，２０２１）、基于的参与式档案信
息服务（王，２０２１）、新形势下红色档案数据协同治理实现
路径（张金峰，２０２２）、跨域协同及红色档案资源共享服务模
式（王孟影，２０２３），研究围绕强化红色档案数据协同治理顶
层规划、增强红色档案数据协同治理意识、积极探索红色档
案数据治理新技术三个维度展开，以提升红色档案数据治理
能力，充分发挥红色档案数字化赋能社会发展的作用，在此
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二）国外研究现状
通过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检索，外国学者对档案资源协

同开发利用的研究学术研究相对较少，美国学者Ｈｅｍｐｈｉｌｌ认
为档案数字化需要各部门协同改进实践路径和服务的领域，
以便创建安全、持久和可用的协同工作方案，在多元协同推
进档案数字化方面特别注重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保护用户的
信息权利以及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克罗地亚学者
Ｔａｎａｃｋｏｖｉ通过深入调研克罗地亚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
之间的合作关系、协同方式和共享机制，认为档案部门和图
书馆、博物馆为天然合作伙伴，协同合作有助于更好地开展
工作并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英国学者Ｅｖｅｒｉｔｔ基于
高等教育和档案领域国家政策的资源数字化的背景，通过调
研伯明翰艺术与设计学院档案馆建立知识库网站和参与国
家收集级描述计划的情况，并结合相关学者和历史学家作为
档案和数字资源用户的要求和期望，以两个已实施协同合作
的档案数字化项目的经验，总结主体间协同合作实践有利于
档案数字化资源的充分整合与利用。

二、相关研究发展综述
本文以“红色档案”为检索主题词，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

检索基础，在中国知网数据库共获得７１８篇文献，经过删除与
研究主题关联性不大的相关文献，共取得６５７条与研究主题
相关的有效文献。使用基于Ｊａｖａ平台的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将这
些有效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近５年间相关领域
研究主要集中在红色档案、红色文化、开发利用及数字人文
等方面，中心值明显高于其他主题词，说明在相关研究方面，
由政府部门主导或深入参与的红色档案数字化理论与实践
研究具有突出集中的趋势，相关领域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产
生影响较高。

通过运行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设置参数，运行后得到“Ｔｉｍｅ
ｌｉｎｅ”图谱，图谱显示在设定时间阈值内所导入文献的关键词
热点的研究进展。聚类＃１（红色档案资源）的关键词有红色
档案资源、路径、档案价值、数字人文等；聚类＃２（开发利用）
的关键词有红色文化、档案叙事、利用等。聚类＃１和聚类＃２
的关键词互相关联，相互支撑，充分体现了红色档案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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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研究的最新热度，代表了聚类内研究的发展方向。同
时，聚类中的关键词充分围绕红色档案数字化这一主题，通
过时间线的方式直接反映了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研究领域
中逻辑、内涵以及研究路径出现的时间，展示了红色档案数
字化领域在设定时间之内的研究热点和趋势，为红色档案相
关协同主体构建数字化资源整合与利用模式提供可参考的
合作方向。

三、问题与挑战
从全国区域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协同合作层面来看，目

前我国红色档案跨区域，特别是跨省域协同整合与利用服务
的管理机制尚未建立。本文以“红色档案协同”为主题词，在
百度平台检索近三年的主体协同情况，搜索结果显示，红色
档案协同开发与利用基本在本省（直辖市、自治区）域内进
行，跨省域协同合作仅存在谋划设计阶段，尚未开展实质性
协同合作，如同处我国中部地区的湖北、江西、湖南三省档案
部门在湖北省黄石市签署长江中游三省红色档案共享开发
利用协议，谋划建设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档案目录中心，共同
开展红色档案资料编研及出版、展览工作。由于跨区域，特
别是跨省域的红色档案收集与利用标准、数字化管理规范存
在较大差异，对红色档案数字化跨区域协同整合与利用造成
了相当的困难。

从红色档案收集范围来看，红色档案是在红色主题创
作、红色活动演出、传承红色教育、传承红色文化研究及区域
间红色档案工作交流等工作与活动中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
各种文字、图表、声像、实物等不同形式的原始记录。在红色
档案收集过程中，由于部分单位及个人归档意识淡薄、职责
划分不够明确等原因导致红色档案不能够“应收尽收”，导致
大量的红色档案分散在各单位及个人手中，红色档案归档难
度增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馆藏档案增量不足，影响了红
色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从红色档案跨区域协同整合与利用的协同基础来看，我
国不同区域的红色档案主体在红色档案数字化覆盖率、数字
化平台检索设置以及红色档案利用服务平台建设、运营和更
新维护等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区域主体在红色档案资源数
字化方面进展较快，数字化率高；有些区域主体在红色档案
数字化工作尚未开展或者数字化率较低，导致不同区域主体
在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整合与利用方面存在天然的“壁垒”。

四、红色档案资源管理重点与突破点
（一）红色档案资源管理与利用的重点
本文将社交媒体环境下优化红色档案资源的高质量管

理与利用作为出发点，探索借鉴国内先进区域红色档案资源
的协同开发、管理与利用，以此为基础充分传播与弘扬红色
档案文化，增强社会公众利用档案意识，最终实现红色档案
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由于红色档案分布存在点多面广的
特点，跨区域红色档案资源挖掘与开发存在空间难度，不同
主体之间存在协调与沟通的时空障碍，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
了红色档案资源的利用效能。最后，各主体之间在红色档案
资源管理与利用方面的标准不统一，因此跨区域红色档案挖
掘与开发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需要着力解决各主体之间协
同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优化工作流程，提高红色档案资源利
用效率，将成为红色档案资源管理及优化利用的重点所在。

（二）红色档案资源管理要取得的突破点（创新点）
本文分析了在社交环境下多元协同推进红色档案资源

协同开发利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有利于充分凸显红色档案
在政治、教育、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价值，实现区域红色档案

资源共建共享和服务提档。随着档案数字化技术应用，红色
档案在区域内创新式协同利用具有良好的基础，各主体单位
要在红色档案安全与完整的基础上不断重视协同开发，生动
诠释红色档案蕴含的红色精神；在红色档案资源协同管理与
利用方面需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充分挖掘馆藏的红色档
案资源，并学习借鉴国内发达地区先进经验，探索成立红色
档案资源协同开发利用组织，由红色档案资源协同开发组织
分别与相关参建主体建立协同关系，充分发挥组织内各主体
的优势，提高红色档案资源协同开发利用的质量和水平。

五、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整合与利用路径
（一）加强统筹协调，不断提升主体协同创新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推进文化数字化，
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经济发展增动能增效益。《关于实施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的意见》文件指出，
要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的组织领导，各地区应建立革
命文物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统筹规划、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
推进“互联网＋”革命文物，对革命文物进行全景式、立体式、
延伸式展示宣传，传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关于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实施中华文
化资源普查工程，构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中华文化资源
公共数据平台，建立国家文物登录制度，建设国家文献战略
储备库、革命文物资源目录和大数据库。

从顶层设计来看，统筹成立由档案部门、宣传部门、文化
单位、相关高校、企业等主体组成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协同
开发利用一体化组织，整合各主体优势资源，组织内统一工
作标准和利用流程，积极探索红色档案资源协同利用跨区域
协同方式，协同整合、管理与利用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统筹
推进跨区域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整合与利用工作。构建“档
案部门＋宣传部门＋文化部门＋高校＋企业”的红色档案协同发
展模式，加强组织内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依
托各主体数字化成果，强化主体联动，深入挖掘馆藏资源，协
同产出一批具有代表性、标志性的成果，提高红色档案数字
化资源协同开发利用的质量和水平。

（二）深度应用数字化技术，提升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利
用效率

随着基于计算机视觉、图形处理、显示技术、输入系统和
云计算技术的持续进步，虚拟现实技术（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增
强现实（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混合现实（Ｍｉｘ Ｒｅａｌｉｔｙ）、元宇宙
技术在红色档案主体间的不断运用，通过采集历史建筑、文
物、景观等数据，可以将历史场景进行虚拟重现，公众可以身
临其境地了解当时的事件和背景，切身感受那个时代的思想
和氛围；同时，公众可以通过与虚拟场景人物的互动，深度体
验当时的思想、情感和决策过程，让公众更加深入地理解当
时的历史和思想，使红色文化的内涵得到更好的阐释。另
外，基于无线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媒体、社交媒
体等现代通信工具具有即时发布的特点，能够不受地理位置
的限制而将红色文化数字化资源快速传递给公众，使公众可
以在第一时间体验红色文化信息，提高了红色资源利用效
率；通过数字媒体及社交媒体的后台数据分析和反馈机制，
公众可以直接将自己的个性化需求及意见建议快速传递给
红色档案信息发布主体，通过收集分析公众反馈的信息，相
关主体可以更精准地了解公众需求，及时调整红色档案数字
化信息发布策略，提高红色档案数字化信息服务与提供利用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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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断优化红色档案协同利用模式
在多元协同方面，相关主体应从提升多元主体参与红色

档案数字化工作的效能、加强多主体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联
动、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和提升，搭
建红色档案数据库共享平台，为红色档案数字化工作的扎实
推进、红色档案数字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效率的持续改善提供
一定的借鉴参考。以山东省为例，山东省档案局（档案馆）以
“在鲁查档———山东省档案查询利用平台”为依托，打造国
家、省、市、县、乡、村“六级联动”档案查询利用平台，平台共
接入全省３３７９家档案馆和基层档案室，通过红色档案信息资
源收集、组织资源的有效开展，各主体单位红色档案资源得
到充分利用，各主体单位在红色档案安全与完整的基础上不
断重视协同开发，让红色档案的数字化开发利用更为有效，
利用档案文献资料，提供展览展示、编研出版、音频视频、宣
传教育，生动诠释红色档案蕴含的红色精神，让红色档案数
字化工作更加科学、有效、合理。

六、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建构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整合与协

同利用模式，以凸显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时代价值为突破
点，建立起由档案部门、文物部门、宣传部门、高校、党史办及
相关企业等主体开展协同合作的常态机制，协调相关主体协
同收集、开发、整合区域内红色档案资源，主动深挖区域内红
色档案数字化资源，结合传统编研、展览和“互联网＋”、数字
媒体技术等，丰富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利用形式，让红色档
案充分活起来，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
术优势，实现主体间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利用平台共享共
用。同时强化相关主体在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协同开发与
利用理念，协同相关主体统一认识，形成各主体认同的统一
工作标准，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实现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
得到充分整合、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极大提升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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