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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知识提示 
新《档案法》释义之十二： 

 

新《档案法》关于档案向社会开放期限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档案馆的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

起满二十五年向社会开放。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案，可以

少于二十五年向社会开放；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

不宜开放的档案，可以多于二十五年向社会开放。国家鼓励和支持其

他档案馆向社会开放档案。档案开放的具体办法由国家档案主管部门

制定，报国务院批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档案工作要由封闭向开放、由重保管向重服

务转变，要及时向领导机关、向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为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服务，并要求新时期档案工作要依法管理、走向开放、走向

现代化。近年来，人民群众利用档案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希望进一步

加大档案开放与利用力度，更好发挥档案为民服务的作用。为了加快

档案开放进程，提高档案开放效率，本条对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作

了规定，将档案开放期限由原来的 30年缩短为 25年。 

从国际上看，促进档案开放是大趋势，在立法中缩减档案开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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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是国际通行做法。近年来，一些国家颁布法律法规，缩减档案开放

期限。1995年美国 12956号总统行政令规定除外交档案 30年开放外，

其他一般性档案的开放期限调整为 20 年，期满即自动开放，有特殊

情况需要延长的，不得超过 25年。法国于 2008年修改档案法，将一

般档案开放期限从 30 年缩短为 25 年。英国于 2010 年修改信息自由

法，将公共档案向国家档案馆移交并解密开放的期限从 30 年缩短为

20 年。澳大利亚于 2015 年修改了档案馆法，将档案开放期限从 30

年逐步过渡到 20年。 

县级以上各级档案馆的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 25 年向社会

开放，这是档案开放的一般性原则。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

案，可以少于 25 年向社会开放，主要是考虑这部分档案与民生息息

相关，档案社会利用的需求较高，且通常不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

益，可以提前向社会开放。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

不宜开放的档案，可以多于 25 年向社会开放，主要指涉及国防、外

交、公安、国家安全等国家重大利益的档案，以及其他虽自形成之日

起已满 25年但到期仍不宜开放的档案，可以延期向社会开放。 

本条规定的档案开放期限，主要是针对县级以上各级档案馆的档

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县级以上各级档案馆，目前主要指各级国家档

案馆，包括县级以上综合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关于“形成之日”，

档案学界存在不同认识，目前较为普遍的认识是指文件材料归档并交

单位档案部门（或档案人员）保管的时间，即将归档时间作为档案形

成之日。除县级以上各级档案馆外，我国还有部门档案馆、企事业单

位档案馆、军队档案馆等其他档案馆，对这些档案馆中的档案，国家

也鼓励和支持其向社会开放。目前，其他档案馆向社会开放档案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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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实践基础。比如，立法调研中了解到，有些企业档案馆档案开放

力度较大，每年服务过万人次，借阅档案超过百万件；通过“企业开

放日”活动，借助反映企业发展历程的影像、实物、文字等档案资料，

向社会公众再现企业发展脉络，同时也可一窥改革开放中的城市变

迁。 

档案开放的具体办法由国家档案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

目前，国家已经制定了一些相关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

施办法》《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对各级国家档案馆保管的

档案分期分批向社会开放以及档案开放的起始时间等作了规定。本次

档案法修订对档案开放期限、馆藏档案的开放审核等作了修改，国家

档案局也将及时修改完善相应的配套规定，便于法律的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