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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对鉴定工作的认识和实践

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缺少

对归档文件材料的准确性鉴定。档案是工作活动的原始记录

，但不一定是真实的记录，这是因为在文件材料的形成过程

中，人们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或主观认识的干扰，有时不能

全面反映历史真实，甚至夸大、缩小或歪曲历史事实，这在

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工作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工作成

绩的夸大、统计数字的失准、基建档案的图物不符等等。这

些失准的材料，显然与事实不符，但它们是错误思潮、片面

认识、失误工作的真实反映。档案工作者不可能也不允许改

正档案材料原件内容，但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其进行鉴别、评

价，以指导利用者。 ２、缺乏对归档材料的完整性鉴定。归

档文件材料不完整，是长期存在的普遍问题。据笔者调查，

归档文件不完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归档材料门类不

全。无论是进馆档案还是档案室的档案，除文书档案外，其

他门类的档案尤其业务档案大都没有收集归档，这就为全面

反映其工作活动大打折扣。二是归档部门不全。一个单位内

各部门的职能不同，产生文件材料的数量不一，不少单位除

综合部门形成的红头文件外，其他部门因形成的材料少，往

往长时间没有文件归档。三是归档文件材料不完整。编号文

件本身接不起来，缺附件，少底稿等，尤其是科技档案在这

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而缺少的往往是核心内容和重要的部



分。档案工作者需要也应该对其进行鉴别评价，并总结出经

验教训，以便在业务指导工作和收集工作中采取必要措施，

尽量减少此类现象。 ３、没有对档案的珍贵程度进行评定。

目前对档案价值的评定仅用保管期限来表示，而保管期限所

体现的价值是相对价值。就某一份档案材料来讲，在此馆属 

永久而在彼馆可能是长期或短期。一份具体的档案材料应当

有个社会的而不是一个单位的、全面的而不是单项的、历史

的而不是阶段性的价值评定。这既有利于有重点地抢救和保

护珍贵档案，也有利于准确地评定档案馆的档次和地位，使

国家有限的档案经费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基于上述认识，我

们认为档案鉴定应包括档案保管期限鉴定、档案准确性鉴定

、档案完整性鉴定、档案珍贵程度鉴定等方面。鉴于鉴定工

作是在档案管理不同阶段依次分别展开的，因而可将档案鉴

定划分为前期鉴定和后期鉴定。 所谓前期鉴定是指对文件材

料保存价值的鉴定和对归档文件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鉴定

。因其是在文件材料立卷归档阶段完成的，处于档案文件运

行前期，所以可将它们统称为前期鉴定，亦可称为归档鉴定

。前期鉴定，一般无需成立专门的鉴定组织，是在工作中顺

序完成的，只需严格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责任，由责任人如

立卷人、案卷审核人、归档接收人等分工负责，共同把关，

协作完成。它主要包括： ①保存价值鉴定，是指文件材料有

没有保存价值、保存价值大小的鉴别，并依此确定文件材料

归不归档、保管期限的长短。这已经是多年常规性工作，不

再赘述。 ②准确性鉴定，是指对归档文件材料的各种标识的

准确性及其所承载的信息的准确性进行甄别评定。前期鉴定

中的准确性鉴定，主要是针对工作中因工作疏忽将归档文件



材料的某些标识如责任者、时间、签章、竣工章等遗漏丢失

或者错误，正文与底稿不相符，正本与副本不相符，基建图

物不符，设备图物不符等等诸多情况的检查。在文件材料归

档时，由责任人进一步核实鉴别，并在案卷备考表中案卷检

查人栏签字或以其它形式确认归档文件的准确性。 ③完整性

鉴定。归档时，责任人对围绕某个事件、某项工程、某个设

备、某项任务所产生和使用的文件材料的完整性，每一份文

件材料页数、图幅及底稿的完整性进行鉴别并签字确认，以

确保归档文件材料的完整性。 所谓后期鉴定是指专门的鉴定

委员会对档案进行鉴定。后期鉴定，是档案馆室的重要业务

环节，需要建立专门的、具有权威性的鉴定委员会，按特定

的程序进行。其工作内容应包括档案评价、珍贵程度鉴定和

保管期限鉴定等。 ①档案评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我党历

史上多次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档案中记载了一些与史实

不符的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

源，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我们正确评价档案提供了政策和思想依据。档案馆应

当在不改变原件的前提下，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文件材料进行

整体和个别评价，并将之纳入档案馆指南和各全宗卷，以正

视听，引导利用者恰当地使用档案，真实地书写历史。此项

工作，可以组织专门人员集中进行，也可作为一项正常工作

列入管理或编研部门职责范围，延续不断地开展。来源于百

考试题 ②档案珍贵程度鉴定。参考文物鉴定，制定国家珍贵

档案鉴定标准和方法。可将国家档案根据其历史、科学、艺

术等方面的价值，结合珍稀程度、成套性、完整性分为珍贵

档案和一般档案。再将珍贵档案区别为国家一级、国家二级



、国家三级。建立国家珍贵档案数据库，提请国家财政列支

专项保护经费，实施特别保护；并同司法机关、海关联网，

与文化行政部门联手，与文物、博物、图书等文化单位交流

协作，加强监管，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抢救和保管好国家

珍贵档案，切实管理好党和国家珍贵的历史财富。 ③到期档

案的鉴定。由各档案保管部门根据自己的馆藏特色和馆藏情

况，成立鉴定委员会，制订鉴定原则标准和运行程序，有计

划地对到期档案进行鉴定，确定存毁。这项工作应坚持不断

地开展，真正将有价值的档案保存好，将失去保存价值的档

案销毁掉，避免因档案馆室藏良莠不分而形成的管理浪费，

提高管理效率。 档案鉴定工程巨大，只有在对档案鉴定有充

分认识的基础上，统筹规划，科学安排，才能取得事半功倍

的效果。山东省建国后曾两次开展全省统一部署的鉴定工作

，但由于当时思想指导和认识的局限，存在不少遗留问题，

不少馆应销毁的档案至今仍在保存。这两次不很成功的鉴定

活动也给以后的鉴定工作带来了一定影响，致使此后多年没

有开展正常的鉴定工作。山东省档案局和潍坊市档案局曾在

安丘市档案馆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档案鉴定工作试点，效果很

好，但因工作量较大，尚未进行大范围推广。我们计划在新

的鉴定思想指导下，结合试点经验，逐步把鉴定工作正常开

展起来。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