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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准是档案鉴定工作的关键环节，而明确影响鉴定标准的

因素是正确制定鉴定标准，作好鉴定工作的重要依据和出发

点。长期以来，我国对影响档案鉴定标准的因素研究颇深，

例如：文件的内容、文件的来源以及社会需求等方面都已达

成共识，但保管费用因素却是近些年来才提到的，并且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它在档案鉴定诸因素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

重视和加强对保管费用因素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保

管费用的含义及与管理效益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保管文件

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做基础，即有很多方面的费用支出，如

保存空间、装具、人力等，这些因素会影响着档案的鉴定，

即档案鉴定人员在判定档案价值时必须考虑保管费用因素。

所谓保管费用，是指对以后保管档案过程中所需各种费用的

估计，它包括库房费用、处理费用、保护费用和参考费用。

其中，库房费用是指建筑库房所需的费用；处理费用是指每

立方英尺文件对其进行处理和编目所需的工时，它是档案鉴

定中的一个永恒的和决定性的因素；保护费用是指文件在保

护或修复过程中所需设备和材料的费用。①由此，档案人员

必须权衡经费来源与所保存文件未来的用途。保存费用与研

究价值的比较是鉴定人员鉴定档案的一个不变因素，若是两

种材料包含基本相同的信息，则保存体积较小的，它可以节

省库房面积。同时，若是一份或几份文件从宏观或微观上发

挥作用的价值低于保存所付出的代价时，亦只能忍痛割爱。 



二、保管费用是确定档案鉴定原则和鉴定标准的重要因素 鉴

定标准是人们在鉴定活动中应用于对象的价值尺度和界限。

这些标准不是档案工作人员主观随意的产物，它是档案工作

人员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历史性结论

。因此，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它的内容是客

观的。长期以来，国内外档案学者对档案属性的标准以及主

客体需要的标准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实际工作起到了指

导和依据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档案数量的急剧增长，保

存档案的物质条件虽然有很大改善但仍显得力不从心，这使

得档案的鉴定者们不得不在鉴定档案时，考虑该档案的利用

价值与保存其所付出的费用之间的比例。换言之，只有当档

案发挥作用所带来的利益，超过因保存档案所付出的代价时

，它才具有保存价值。这就是近些年来国内外档案界提出的

效益标准。效益标准的提出丰富了现时期的档案鉴定理论，

这是对谢伦伯格鉴定思想的进一步发扬。早在５０年代，谢

伦伯格就认为，任何一份档案都可能在某个时候、某种场合

发挥作用，但是不可能把它们都保存下来。社会用于保管的

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因此，美国档案学者菲利普鲍尔提出：

“价值一定要同费用放在一起权衡”。他指出：“一种严格

而实在的费用核算是所有例行鉴定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

②在国内，有许多档案学者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档案工

作基本知识》、《档案管理学基础》的作者陈兆??、和宝荣

教授根据实际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必须研究保存效益的观

点。冯惠玲教授亦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所

能提供的档案保存能力都是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因

素必然直接制约档案保存的质量和数量。因此，在鉴定工作



中应摒弃不计成本、多多益善的观点，要考虑一下每份档案

是否值得保存，值得保存多久。”③由此看来，保管费用因

素是确定档案鉴定原则和标准的重要因素，它体现了档案保

管必须注重效益的指导思想，这是一种客观必然要求所致。

但有人认为，保管费用作为鉴定的系数之一，会影响鉴定工

作的客观性，使鉴定标准受到经济市场的影响。其实，鉴定

本质上是解决档案数量的无限增长性与人类有限的保存能力

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最终解决体现的将是档案管理的效

益问题，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部分。其中，社会效益

在鉴定标准中主要是在档案内容属性标准及主客体需要标准

中体现。但是作为经济效益方面在前两者中无法体现，所以

，要想完整地体现档案管理的效益必须使用反映量化经济效

益的保管费用因素，来作为衡量的客观标准，这不但不会影

响鉴定工作的客观性，相反，它是确定档案保管价值的最客

观的标准，它是完整的判定档案价值标准中的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用量化的标准

确切地体现经济效益不仅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而且具有

很大的现实意义。认识到这一点，对档案鉴定理论是一种丰

富，同时，对目前经济转型时期的档案工作解决一些实际性

的问题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依据作用。 三、重视费用因素将效

益标准贯彻到档案鉴定中的对策 １转变观念，坚持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人们将档案作为信息存储、保管和

提供利用，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为了追求某种效益，所存档案

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或者保存档案的付出与满足的需求相

比得不偿失，那么保管档案就变成了无效劳动。当然，这种

效益中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所谓以最小的投入



达到最大的产出，自然包含着那些可能是潜在的、间接的但

又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效益，同时，现实存在的保管档案信息

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否具有合理性，也是一个不容

忽视的问题，因为其论证结果既能向人们展示档案管理活动

对社会的贡献，又可为档案部门的投资提供依据。特别是在

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在档案部门财力有限，库房内又存诸

多无须保存档案的状况下，更需转变原有的只重视社会效益

而忽视经济效益的观念和作法，从总体上考察档案管理活动

在经济上的合理性，重视保管费用因素对效益的影响，切实

将其贯彻到鉴定工作中去，这对目前档案工作中优化馆藏提

高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２加强档案鉴定理论的研究，使其

更有利于指导实践。由于效益因素在档案管理中的重要性和

客观性，它应该在档案的鉴定依据鉴定标准中体现出来，即

鉴定档案的标准除了档案属性标准、主客体需要标准，还应

有效益标准，以此来作为鉴定档案价值时衡量费用因素的理

论依据。此外，档案部门应注重研究一些操作性强的工作规

范和工作标准，并在制订细则时考虑到保管费用因素，如可

修改现有保管期限表，将保管期限的划分进一步细分为１个

月、３个月、６个月、１年、２年、３年、５年、７年、２

５年、７５年、１００年、永久等，在确定该文件究竟该保

存多久时，应将费用因素考虑进去，这样在鉴定的具体工作

标准中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使其更具有科学性，更能体

现效益因素。 ３完善鉴定组织和方法，提高管理效益。解决

大量过期档案滞留在昂贵的库房中造成管理困难的一个最有

效的方法是建立起经常性的档案专业鉴定秩序。即应在各级

档案机构中成立档案鉴定机构，由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档案



馆的鉴定专家以及富有较多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组成，专职

负责档案鉴定、存留与销毁问题的研究及经常性的档案销毁

鉴定工作，以保证档案始终处于被选择的状态中，从而提高

管理效益。另外，鉴定的方法也应采用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

相结合。定性分析法是运用自身特定的概念系统、特定的理

性和规律从抽象思维中概括出来，它有利于对档案价值社会

效益的评价。而定量分析法则是用数理方法或计量方法来体

现成本／效益、功能／费用的关系，从而有利于档案价值经

济效益的评价。当然，在采用定量方法中会遇到许多困难，

它毕竟不同于质能系统，档案作为信息本身的统计也不同于

物质和能量，有时信息的投入与产出难以用确定的量来表达

，这是由信息和信息活动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因而

很难确定计量单位和评价标准造成的。④因此，建议两种方

法结合起来使用，例如对科技档案或专门档案的价值的评定

用定量分析法比较准确，当评定文书档案或党政档案时用定

性分析法。在评价效益的过程中运用定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可

以指导定量分析，运用定量分析得出的数量指标可以为定性

分析提供基础和进一步的证明，以引起有关部门和档案管理

部门的重视，从而提高其效益意识，减少投入增加产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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