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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档案工作是维护历史面貌、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工作。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高度重

视档案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下的档案工作在妥善接管旧有档案、收集革命历史档案、培育专

业档案队伍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其经验与启示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加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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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档案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

的工作，经验得以总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

续，各项事业得以发展，都离不开档案。”研究分析新

中国成立初期我党的档案工作，对于以史为镜、鉴往

知来，推动档案工作更好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要求，进一步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档案工作的背景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档案工作，早期的领导

人均直接或间接参与过档案工作，把“档案作为宝贵

的材料，作为同敌人斗争的重要武器”，处处体现着对

档案工作独到且深刻的见解。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的

档案工作的经验做法，正是在我党建立以来的档案工

作基础上传承延续、加以拓展的。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

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决定

设立秘书处，建立秘书制度，毛泽东同志最早就负责

“内外文书及开会记录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这是

我党档案工作的开始。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变化，我党

相继推出了有关档案工作的一系列基础性的政策规

定。后来，鉴于文件大量产生，全党全军都非常重视档

案整理，建立了我党第一个专门保存文件档案的机构

——中央文库，成为日后中央档案馆的前身。成立了

红军历史征集编研委员会，成为我党历史上最早征集

编辑党史军史的机构。到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

设立了各级机关档案室，形成了独立的工作系统，并

根据实际，各军区推出了“临时档案室”“游击档案室”

等行之有效的档案保存办法。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档案工作的具体

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纷乱繁复的国际国内局势，

为更好地记录历史，确保意识形态稳定，我党延续了

革命时期档案工作的优良传统，开启了我国档案事业

的建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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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妥善接管旧有档案

近代中国常年处于战争状态，新旧政权的频繁更

迭使得妥善保管档案极为艰难。早在革命时期，中国

共产党就特别注重在战胜敌人后妥善接管其档案。

1948年11月，《惩处战犯命令》指出：“凡国民党军官及

其党部政府各级官吏，如命令其部署破坏通讯器材，

烧毁一切文电案卷者，均应加以逮捕，并以战犯论罪。”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国家成立了工作机构，负责接收国

民党政府机关尤其是北京、南京等地留下的档案。

1955年，毛泽东同志指出：“妥善地保存和严格地

清查敌人遗留下来的各项档案材料，对于肃清反革命

分子和审查干部的工作，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

档案，不但省市一级大量存在，而且在专县两级也是

存在的，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通令所属妥善保存，并严

格地加以清查和处理。”1955年8月，《中央批转上海

市委关于清理敌伪政治档案资料的指示》中进一步明

确：对已接管的敌伪政治档案“不得再有分散、损坏或

随意销毁”“即使真正无用的，也要经过认真鉴定，报告

中央批准后，才准许销毁。”这样，妥善接管旧档案也在

全国范围内展开，大批珍贵的历史材料得以保存。

（二）尽力收集革命历史档案

我党高度重视“尽力收集革命历史档案”。1950年

6月发布的《征集革命文物令》中规定：“一切有关革命

的档案文献，均在征集之列，并责成各级征集机构要

积极、认真征集，妥善移交”。1951年7月发布的《关于

收集党的历史档案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革命历史

档案收集的范围、步骤和方法。这些举措，标志着我国

档案管理事业从此告别了过去分散摸索的初级阶段，

正式迈入了在国家行政机关统一领导下的规模化、规

范化发展新阶段。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下，短短几年时间，大批珍贵的革命历史档案被收集。

（三）培育专业档案队伍

经过新中国初期的不懈努力，档案工作的组织架

构已相对完善。但档案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

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具体表现

为：档案整理规范化流程操作欠缺；档案管理制度尚

不健全，存在随意销毁档案的情况，造成档案资料的

完整性和可靠性不够等。因此，培养专业的档案人才

成为了我党亟待解决的难题。1950年10月，全国首期

档案管理训练班在湖北武汉开班。1952年11月，中国

人民大学开办了档案专修班，以解决档案专业人才短

缺问题，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档案学高等教育基地的

建立。1953年7月，档案专修班得到进一步拓展，正式

升级为专修科，并特邀苏联档案领域专家前来执教。

到1957年，共培养出档案专业毕业生475名，随之充

实到全国各地的档案系统工作，并迅速成长为档案工

作的中坚力量。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档案工作的经验

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档案事业取得了突出的

成绩。无论是革命历史档案的充分收集，亦或是档案

专业人才的大批培养，乃至档案相关制度以及机构的

设立，这一时期党的档案工作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为

之后的档案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此，我们有必

要对其工作经验及启示进行总结，为当今时代的档案

工作提供借鉴思路。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做到为党管档

档案工作是一项政治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

重视档案工作，为全党全国档案事业的奠基和发展提

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其中的“妥善接管旧有档

案”“广泛收集革命历史档案”等措施到现在仍然很有

价值，蕴含着我党档案工作的历史智慧和思想精华。

这些成绩的取得归根结底是因为坚持了党的全面领

导。新征程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加强

党对档案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档案事业发展同党中

央决策部署保持步调一致，提高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的能力和水平。

（二）坚持不懈改革创新，服务社会发展

改革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档案工作要走

向现代化，必须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当下，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得越快，档案事业涉及的领域就越广，

档案工作发挥作用的空间就越大。要注重通过总结经

验来把握发展规律，从而摸清现实情况，解决现实问

题。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坚持

发扬斗争精神，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通过

改革创新让档案事业发展动力永续。要通过加大开放

力度、强化数字赋能、促进档案公共服务均等化便捷

化等措施，推动档案事业由“国家模式”走向“社会模

式”。要加强数字化建设，依靠强化公众参与、加大技

术创新、推动人才强档等路径，在推进档案事业高质

量发展中为未来社会发展持续聚势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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