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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是国家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是提供利用档案资料，为社会

各方面服务的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档案馆事业的建设。1956年国务院发布

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就明确要求国家档案局根据国家集中统一

与分级负责管理档案的原则，对全国档案馆建设进行全面规划。同年，国务院转

发的《国家档案局关于目前档案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安排的报告》曾提出了全国

档案馆建设的初步方案。经过 30多年的努力，我国档案馆事业迅速建设发展起

来。但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实施与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社会各方面对档案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原已建立

的我国单一的国家档案馆结构，已不能完全适应国家对各类档案的安全保管以及

开发利用的需要和档案馆事业的发展需要。 

 

为了进一步完善全国档案馆网的结构，使一切具有研究价值和查考价值的重

要档案，得到妥善的保管和有效的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在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重点

发展原有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的原则下，根据需要适当建立某些部门档案馆和企

业事业档案馆，把国家档案馆网建设成为结构合理、分工明确、关系协调、管理

科学、具有安全保管与充分开发档案信息能力、为社会各方面提供优质服务的有

机整体。 

   

根据上述原则，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的具体设置与布局方案如下： 

 

一、各级国家档案馆 



 

各级国家档案馆，是归口中央或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与有关部门）

直接管理的文化事业或科学技术事业机构。包括综合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 

 

1、综合档案馆 

综合档案馆是按行政区划或历史时期设置的，收集和管理所辖范围内多种门

类档案的档案馆。 

 

（1）在中央设置 3个综合性档案馆。 

中央档案馆 收集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群众团

体中央机构、派出机构及边区政府形成的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

党中央机关及其所属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及其各部

委（包括具有行政职能的公司）和各直属机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政协全国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全国性人民团体及其所

属机构形成的档案和民主党派中央机构移交的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收集管理明、清两朝及以前各朝代中央机构形成的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收集管理民国时期（辛亥革命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北洋政府、国民党及其政府、汪伪政权）中央机构形成的档案。 

 

（2）在地方按行政区划分级设立综合档案馆。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市（地、州、盟）、县（旗、市、区）

档案馆，收集管理本级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及其所属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

机构、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政协、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及其所

属机构形成的档案和本级分管范围内各历史时期的有关档案。 

 

省辖市的市属区是否设置永久性档案馆由地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统筹规划，

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2、专门档案馆 



专门档案馆指收集和管理某一专门领域或某种特殊载体形态档案的档案馆。 

 

（1）在中央设置４个专门档案馆。 

中国照片档案馆（已建立），收集管理全国范围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

价值的照片档案原件或复制件。 

 

中国科学技术档案馆（待建立）。收集管理国家级科学技术成果、全国重点

工程项目、重点引进项目的档案或档案复制件。 

 

中国文学艺术档案馆（待建立）。收集管理中央直属艺术团体、全国著名文

学家、艺术家及中央各部门所属出版单位形成的有关文学艺术档案或档案复制

件。 

 

中国声像档案馆（待建立），收集管理中央、国家机关所属音、像出版，影

视制作单位形成的音像档案及各电影制片厂汇交的影片、录音、录像档案或档案

复制件。 

 

（2）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特大城市设置哪些专门档案馆，

按照重点加强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的原则，由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统筹规

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家档案局备案。 

 

（3）大、中城市设置城市建设档案馆，收集管理有关城市规划、建设的档案及

城市建设管理方面的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或档案复制件及有关资料。 

 

二、部门档案馆 

 

部门档案馆是中央和地方某些专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收集管理本部门档案的

事业机构。 



1、根据国家外交、安全工作的特殊需要，分别设置外交部档案馆、安全部档案

馆，收集并永久管理本部门及其直属单位形成的档案。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可设置本部门档案馆。收集管理本

部门及其直属单位形成的档案。其中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在本部门档案馆

保存５０年后向中央档案馆移交。 

3、某些形成专门业务和科学技术档案数量大的中央专业主管部门，经部门领导

批准，国家档案局同意，可成立本部门档案馆，收集管理本部门及其直属单位形

成的有关档案和资料，但其在先例国家行政管理职能活动中形成的党政领导和行

政管理等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要按规定向中央档案馆移交。 

4、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特大城市的有关专业主管部门，根

据实际情况确需设馆的，由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按照重点加强各级国家综合档

案馆的原则，统筹规划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三、企业、事业单位档案馆 

 

按国家统一标准确定的大型企业和部分建立时间长的中型企业，根据实际工

作需要经企业领导批准，向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可成立企业档案馆，收

集管理本企业及其所属单位形成的档案；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直属的院校，经主管部门批准，向

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可成立档案馆，收集管理本单位及其所属机构形成

的档案。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设置哪些档案馆，可根据实际需要由军委主管部门自行

确定。 

 

五、本“方案”自发布之日实施。以前制定的文件，如与本“方案”有抵触的以

本“方案”为准。 

 

六、本“方案”的解释权归国家档案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