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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相机使用便捷，摄影成本低廉，得到了普及
和广泛使用，数码照片源源不断地大量产生，并在由计
算机和通信网络构成的数字环境中存储、处理和迅速
传播。在一些机关，数码相机已成为记录和反映本机关
各类社会活动的基本工具。但在机关档案部门，收集和
归档的数码照片未见水涨船高，得到充实和丰富，相反
还不尽如人意。

一、机关数码照片生成和归档工作的基本状况

（一）数码照片谁产生、谁所有、谁保存和处理
数码相机出现之前，机关单位胶卷相机数量有

限，使用人员也少。现在数码相机的拥有者和使用者更
多，拍摄活动的随机性更强，记录对象和内容更宽泛。
这些拍摄活动，既有职务行为，如宣传信息人员出于对
内对外宣传的需要而拍摄，执法人员为固定证据而现
场拍照等，此外还有大量的个人行为，相关人员出于个
人工作习惯，自行拍摄、记录自己或他人的工作活动，
由此形成了拍摄主体不同、持有者分散、为数众多的数
码照片。

与档案工作重视立档存史，发挥档案的第二价
值有所不同，这两类人员拍摄照片，注重的多是照片
对于本人当前工作的使用价值，当前工作一旦结束，
数码照片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使命。实际工作中，之后
能够主动向档案部门移交归档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十分有限。
（二）实用而有效的数码照片归档机制尚待建立

和完善
一般而言，各机关单位都很重视宣传信息工作，

配备专职人员和设备，负责就各类活动开展宣传和摄
影工作，是事实上的数码照片的产生主渠道。但对于数
码照片形成和使用之后的后期管理，还处在听任状态，
没有形成有效的整理归档和制约监督机制。一些机关

单位即便制定了规章制度，但往往因得不到贯彻执行
而流于形式。数码照片最终是得到及时归档，还是自生
自灭，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档案员和拍摄者个人的档
案意识和责任感。所以，数码照片档案作为一种新的档
案形态，还存在着监管真空。

笔者接触过个别机关工作人员，他们主动询问数
码照片归档事宜，表达了归档的愿望，也移交了一些数
码照片。这表明社会档案意识并不一定欠缺，问题可能
在于归档机制不健全，宣传不到位，使得照片档案的日
常归档仅仅止于个体零散的偶然行为。
（三）档案部门和档案人员主动寻找、收集数码照

片的意愿和积极性不高，实际行动也少
机关档案室向来主要从事机关各类档案的收集、

整理和利用工作，在拍摄和记录本机关的各类社会活
动以及其他重大事件，有意识地形成照片档案的生产
环节，基本上无所作为。笔者所在系统各单位共有 8个
档案室，由档案人员基于记录和立档存史的目的而直
接参与摄影记录的，目前还没有个案。

数码照片的形成主体虽多，但如前所述，并非所
有的摄影活动都是职务行为，都有归档的义务和意识。
因此，数码照片要全面而广泛地归档，尚需要档案人员
的长期努力。但在一些机关档案部门，仍或多或少地存
在坐等档案上门、被动接收的工作方式和做法，档案人
员缺乏主动走出去的意愿，对一些数码照片或线索缺
少应有的职业敏感，甚至视而不见。

此外，一些档案室力量薄弱，队伍不稳，临聘人员
多且流动频繁，现有力量只能维持档案室运转，往往也
无力主动开展数码照片的追踪、收集和归档工作。

二、移交归档的数码照片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归档率低
数码照片属于电子文件的一种，具有电子文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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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识读性、系统依赖性以及信息易逝性等特征，这对
其归档管理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又因为存在前述的几
种情况，机关数码照片的归档情况不容乐观。极端的例
子是，某政府部门，自 2004年成立伊始，至 2010年上
半年，其档案室关于自身活动记录的照片档案（包括数
码照片）一无所有，空空如也。作为主管一方面业务的
政府部门，出现这种情况，令人感慨。

人员流动性大，也是机关数码照片归档率不高或
归档不成的重要原因。宣传信息人员一旦辞职辞工，所
掌握的数码照片也许就此随之消失无踪而无法补救。
如前例，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当档案员收集照片档案
时，得知该人已经辞职多时，杳无音讯了。
（二）归档时间滞后，要素不全，部分数码照片已

无法读出
归档的数码照片，“有图无真相”的情形多，关于

照片的文字说明，包括摄影者、时间、地点、人物、活动
内容等要素要么不够齐全，要么根本就没有。数码照片
的形成时间越久远，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就越大，结果
影响到对照片档案的价值判断，不利于发挥照片的作
用，降低了照片的使用价值。此外，由于载体的原因，还
有部分照片无法识读。
（三）部分照片主题单调，记录和反映的内容不够

全面
一些机关部门将部分内部事务委托外包，工作活

动照片的拍摄工作也存在这种情况，由第三方负责拍

摄本单位的重大活动，定期集中归档。这种做法，有利
于照片档案的形成和归档。但从个别实践上看，还存在
不足之处：一是照片主题单一，会议和集体活动唱主
角，未能充分反映机关职能活动全貌和突出自身职能
特色；二是归档照片缺少文字说明，或文字说明不够准
确全面。

三、数码照片收集归档的思考

数码照片档案与相关文书档案既相对独立，又
互为补充，蕴含内容丰富，表现形式生动形象，是档案
资源建设的重要方面。加强数码照片的收集归档工作，
提高归档率，丰富室藏，十分有益和必要。
（一）抓主流，拓支流，有针对性地主动收集照片
数码照片的形成具有分散性和随机性，其收集归

档模式不能简单套用文书档案归档的做法，要求档案
人员转变工作方式，建立工作网络，随时发现线索，主
动联系收集归档。宣传信息人员是形成机关照片档案
的主要力量，可以作为工作重点对象，形成宣传信息工
作与档案工作的紧密联系并常态化，及时接收其工作
中形成的各类照片。此外，关注本单位其他工作人员在
工作活动中形成的照片，及时收集归档。

笔者经过实践认为，档案人员收集散存于个人手
中的数码照片，困难不在于是否能够得到理解、配合和
支持，在于自身工作是否努力专注。现在许多机关单位
实现了网络化办公，各类信息随时在内网发送和传播，
档案人员按图索骥，往往不会空手而归，日积月累，聚
沙成塔，室藏照片数量也会很可观。但如果坐等照片上
门，结果很可能就是一厢情愿。
（二）建立数码照片的网上信息共建共享平台
实际工作中，但凭档案员个人的热情，长期、四

处向他人追寻、收集照片档案的工作方式，究竟能够
走多远，坚持多久，还存在疑问。关键在于建立可持续
的归档长效机制，形成数码照片稳定的来源渠道。比
如，在本单位内部网站设立由档案部门主导的网上图
片库，为机关内部各类照片的提供存取、共享的公共
平台，鼓励相关人员共同建设、共同维护，并因此共同
受益。
（三）直接参与数码照片档案的形成工作
比较而言，档案人员作为主体，直接参与到数码

照片档案的形成工作，从源头上掌握照片产生、归档的
主动权，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照片档案归档工作各
种问题的可靠途径。广东省和深圳市档案局多年前成
立了专门机构，直接参与所在地重大活动、重大自然灾
害、重大突发事件及重点工程建设过程的声像档案采
集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令人瞩目的成就，社会效
益良好。室藏空虚、采集不易的机关档案室不妨借鉴推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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