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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知识提示 
                                              

新《档案法》释义之十： 

 

新《档案法》关于档案服务外包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规定：档案馆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

组织委托档案整理、寄存、开发利用和数字化等服务的，应当与符合

条件的档案服务企业签订委托协议，约定服务的范围、质量和技术标

准等内容，并对受托方进行监督。 

受托方应当建立档案服务管理制度，遵守有关安全保密规定，确

保档案的安全。 

 

一、档案服务外包 

档案工作专业性较强，有的单位受限于人手、专业程度不足等影

响，往往采用档案服务外包的方式，委托档案服务企业提供相关服务。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提出，推广政府购买服

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

社会购买。根据《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外包是指某一机构将原

本由自身承担的部分业务剥离出来，以合同方式委托给其他机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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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行为。档案服务是指某一机构承接其他

机构外包的档案业务，为其提供相关服务的行为。档案服务外包是指

某一机构将不属于国家法律法规限制范围内的档案，外包给其他机构

进行管理，委托其为本机构提供档案服务的行为。 

关于档案服务外包的主体。档案服务外包的主体包括发包方和承

包方。发包方不仅包括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还

包括档案馆。承包方是指档案服务的供方，根据本条第 1款的规定，

即符合条件的档案服务企业。符合何种条件，一般应当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来确定，如对于机关委托档案服务企业提

供档案服务，国家档案局《机关档案管理规定》第 10 条第 1 款明确

规定，机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辅助实现档案工作基本任务得，应

当严格限定社会化服务范围，严格审核服务供方的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和业务资质，并接受档案主管部门监督、指导和检查。因此，机关委

托档案服务企业提供档案服务的，应当符合上述规定。 

关于委托服务的内容。根据本条第 1款的规定，档案馆和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委托服务的内容，包括档案整理、

寄存、开发利用和数字化等服务。根据《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的

规定，档案整理服务是指承包方按照一定原则对发包方形成的档案实

体进行系统分类、组织、排列、编号和基本编目，使之有序化的服务

过程。档案寄存服务是指在不改变档案所有权和处置权的前提下，发

包方将档案委托给承包方保管，承包方为发包方提供档案保管的库

房、设备，进行日常保管、安全防护，并按需要提供利用的服务过程。

档案开放利用是指承包方帮助发包方将其保存的档案通过多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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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和技术、方法进行开发，形成各种形式的信息、知识产品，提供

利用，发挥档案价值的服务过程。档案数字化服务是指承包方利用计

算机技术对发包方的纸质档案、传统音像档案、缩微档案等进行数字

化加工，将其转化为存储在磁带、磁盘、光盘、固态硬盘等载体上并

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图像或数字文本的服务过程。除上述档案整

理、寄存、开发利用和数字化服务外，档案服务还包括档案管理咨询、

销毁等服务。 

关于委托协议。根据本条第 1款的规定，档案馆和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委托档案服务的，应当与符合条件的档案

服务企业签订委托协议，约定服务的范围、质量和技术标准等内容。

委托协议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形成委托法律关系的重要凭证，其内容

一般应当至少包括服务内容和范围、工作场所和硬件条件、服务质量

和技术标准、双方的权利义务、价格标准和付费方式、交付物、服务

和交付期限、违约责任和赔偿条款、保密条款以及反商业贿赂条款等。 

关于对受托方进行监督。档案馆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

及其他组织应当对接受委托的档案服务企业即受托方进行监督，对受

托方的人员、工作场所、基础设施、技术、管理工作、业务操作等进

行必要的监督、检查，将各种风险降低到可控范围之内。 

二、受托方责任 

本条第 2款规定，受托方应当建立档案服务管理制度，遵守有关

安全保密规定，确保档案安全。根据《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的有

关规定，受托方应以确保客户的档案安全为最基本要求，应当建立和

完善档案服务管理体系，持续提升服务能力、改进服务质量，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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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满足客户需要。以“遵守有关安全保密规定”的要求为例，受托方

至少应满足以下要求：建立保密管理体系，确保委托方档案和其他信

息不被非授权人接触或获知；根据档案服务业务单位、项目的特点和

需求，取得相应保密资质；明确保密事项的对象范围、秘密等级及其

具体要求，并结合档案服务活动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

私的各个环节，制定保密制度，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对内部关键岗

位实行保密安全责任制，确保保密措施的具体落实及泄密责任可追究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