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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工业建设初期缩微胶片档案史料编纂研究

档案作为国家基础性重大战略信息资

源，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建设中一直发挥着

基础性、支撑性和战略性的作用。国防工业

建设初期形成的缩微胶片档案，作为国家国

防工业建设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设国防工业事业

的初心使命，不仅是国家国防工业起步发展

光辉历史的见证，更是我国国防建设知识库

的重要构成部分。笔者针对中国兵器工业档

案馆1949—1952年缩微馆藏资源开展国防工

业建设初期缩微胶片档案史料研究，既对

国防工业建设发展具有长远意义，也对指导

当下缩微档案工作具有现实意义。

目的与意义

开展国防工业建设初期缩微胶片档案

史料研究，研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

设国家国防工业的初心使命、思考脉络、逻

辑基点、形势研判和决策原则，对牢记新中

国成立之初国防工业建设历史记忆、总结

国防工业建设历史经验、把握国防工业建

设发展规律、丰富国防工业建设史研究等

具有重要意义，还能够为新时期国防工业

建设提供诸多有益借鉴，为国家应对外部

压力提供决策参考。此外，亦能在一定程

度上有序推动部分兵器工业馆藏缩微胶片

档案依法走向开放，促进兵器工业史乃至

军事工业史的深度编纂研究；解析国防建

设过程中与苏联等国家在军工领域的合作

机制，丰富国防外交史的史料专题研究；挖

掘初代自主创新武器装备核心工艺，指导武

器装备升级换代和智能化发展等。

实施过程

1.一条主线、多点切入，精选编纂史料

以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领导人对国

防工业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为主线，以

全国各兵工局对生产计划任务的统筹规

划协调、武器装备质量疵病问题的闭环

检验管理和兵工保密紧急管理的重要举

措等为切入点，以馆藏缩微胶片档案目

录数据库为基础，选取部分1949—1952

年形成的红色国防工业缩微胶片档案史

料，发掘珍贵国防工业建设缩微胶片档

案史料价值。

2.一横五纵、“三向”升华，明确编纂体例

以挖掘国防工业建设初期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初心使命为横向主题，

以顶层决策规划、生产计划管理、质量

控制管理、经济分析管理和保密安全管

理5个子专题为纵向提纲，厘清精选馆藏

红色国防工业建设初期缩微胶片档案形

成的历史背景与其内在联系，秉持“一事

一议、一事一论、一事一升华”的原则，

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形势研判、决

策原则和重要举措为研究方向，升华史

料研究启示，确保发挥研究成果资政育

人的作用。

3.忠于“三原”、编研结合，构建逻辑架构

以精选馆藏红色国防工业建设缩微

胶片档案编纂史料为基础，忠于缩微胶片

原件、忠于缩微胶片档案原文、忠于缩微

胶片档案原义，构建以档案原件、原件内

容、核心要义为根基，以编研分析、结论建

议为科学升华的史料研究逻辑架构。

4.全流程编纂工作统筹实施

（1）一个基础、五个模型，完成鉴定选型

立足馆藏缩微胶片目录数据库建设

基础，按照顶层决策规划档案、生产计划

管理档案、质量控制管理档案、经济分析

管理档案和保密安全管理档案5大分类模

型，完成1949—1952年形成的红色国防工

业缩微胶片档案史料筛选，尤其是国家领

导人对国防工业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往

来信函等，建立各子模块缩微档案专题名

目，完成缩微胶片档案选型。

（2）一个基础、两个转换，整合数字资源

立足缩微胶片数字化技术研究基

础，完成选型缩微胶片档案史料数字化

扫描工作，实现缩微胶片模拟影像向数字

影像的转换；基于缩微胶片数字化成果，

利用智能语音转写、OCR 图像识别等技

术，完成缩微胶片档案内容全图文识别，

实现缩微胶片档案图像资源向全图文数

字资源的转化；整合选型缩微胶片档案

全图文数字资源，建立新中国成立之初红

色国防工业建设缩微档案数字资源库，

丰富数字馆藏。

（3）一个主题、多个专题，全面统筹编纂

以挖掘国防工业建设初期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面对国内外局势的形势研

判、决策原则以及采取的系列重要举措分

析为主题，按照档案原件、原件内容、核心

要义、编研分析和结论建议的逻辑架构，

开展顶层决策规划、生产计划管理、质量

控制管理、经济分析管理和保密安全管理

子专题编研研究，并据此进行编研启示分

类汇总，全面完成建国之初国防工业建设

缩微档案史料研究。

开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防工业建设

缩微档案史料研究，不仅丰富了馆藏缩

微胶片档案开发利用成果，还贯通了缩

微技术和缩微胶片档案数字资源体系、

开发利用体系全生命周期建设环线。下

一步，中国兵器工业档案馆将继续加大

馆藏红色兵工缩微胶片档案、声像档案

和三维实景档案等的开发利用研究力

度，用好红色兵工资源，讲好红色兵工故

事，传承好红色基因，为兵器档案高质量

发展做好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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