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首    页   |   中国法律史学会   |   会员名录   |   学会机构   |   编辑出版   |   学术会议   |   精彩瞬间   |   法史博客  ::. 

使用大字体察看本文 
阅读次数：1453    

略述我国政法档案文献工作 

田建设 徐佳林

    [文摘]本文提出了政法档案文献这一概念;并对我国政法档案的基本现状与有关管理规定做了初步的简

述,使读者能对这一特殊文献领域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关键词] 档案 法学 

    近年来法学文献领域中不断有人提出"法律档案学";但究竟法律档案学的理论与业务范围都包含那些内

容？它与法学文献是什么关系？翻阅几种不同版本的法学文献检索教材与专门性的著作都未能给予准确的

回答。鉴于此，笔者从一个法学文献工作者的眼光出发，试图粗略地描画一下档案学科中这门专业领域的

某些轮廓，以期引发广大同行的兴趣。 

    一、作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并作为历史记录保存以备查考的文件材料档

案，以其具有的"原始性"和"真实性"特点而在参考价值上远远高于其它文献类型。建国以来档案业务部门

一直被作为党和国家异常重视的文件存贮机构，在其业务活动中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制度与纪律保障体

系；进而在完整保存各级政府机构活动（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机关政务活动等）中形成的各类公务文件

方面所具备的权威性。这对法学工作者来说是极为珍贵的，它的作用不同于其它文献部门那样随机构变更

而出现文献断层或者消失。 

    政法档案是伴随国家法制建设的轨道而发展起来的。在国家各级政府立法、执法过程中所需大量回顾

与借鉴以往政策经验与教训时，档案部门以其基本职能同各级党政主管或法制机构发生直接关系。在围绕

庞大的国家机器所进行的种种法制活动而形成的大量原始文献中绝大部分成为日后我们所称的政法档案文

献，被保存在相关的各级各类档案部门之中。 

    二、欲了解政法档案工作离不开对其本源，"档案业务管理体系"来展开认识，有关业务部门编写的《诉

讼档案管理学》《公安档案管理学》以及综合性档案学著作都在理论与实践上指导我们从档案行政管理的

法律体系和档案业务工作中的一整套国家标准与规范入手，从这二个方面详尽的认识了其相关知识。从中

我们可以看到：伴随国家政权的建立，档案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得到了各级政府的肯定，一整套档案管理

法规与规范性文件从五十年代起就基本奠定了我国档案立法、执法的基础。得以最终形成国家１９８７年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其一系列地方档案管理条例。 

    此外，中央及各政府主管部门也纷纷与国家档案主管部门联合发布管理文件，针对本部门、本系统的

档案工作制定出相应的规定、条例或办法。截止到１９９４年，各中央主管部门已颁布系统内部行业性档

案工作规章、条例５４件。这些规章对促使其部门内的档案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值

得提出的是，作为国家司法部门的业务档案工作规范化进程，目前可知的有１９８４年最高人民法院与国

家档案局联合颁布《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管理办法》以及１９９１年修订后在第二届全国法院档案工作会议

上重新颁布的《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诉讼档案保管期限的规定》等八件

具有行政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公安部１９８０年颁布的《公安业务文件材料立卷、归档、管理试行办法》

《公安派出所材料管理试行办法》及１９９１年正式颁布的《公安业务档案管理办法》《公安机关档案类

别划分与档号编写办法》。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档案局联合发布的《人民检察院诉讼档案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先后颁布的同类规章制度。这些基本管理文件构成了目前国家有关司法机构中政法档

案工作的法制化与正轨化的管理体制。 

    在档案工作法律体制的严格框架下，其业务工作的标准也逐步实现了法制化。对此，国家技术标准部

门颁布了一系列囊括档案业务技术的国家标准格式，严格限定了档案业务活动的整体化、统一化，为后来

此项事业的不断提高打下了坚实的业务基础。 



    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组织设置原则，我国档案业务领导与保管部门主要是分级、分

地区设置。按行政区域设置为四级：国家级、省级、市（区）级、县级综合档案部门。中央以及政府各主

管部门则按照其所属系统分别设置各专门档案局、处、科（室）。各档案部门目前机构体制均采用业务主

管机构与档案保管机构为一体的存在形式：即二块牌子，一个机构。也就是说各级各类档案部门在行使职

权范围内的档案业务工作领导的同时；又负责本部门的档案保管职能。截止到１９９４年底的统计，全国

已拥有综合档案馆２９８３个、专门档案馆２０５个、部门档案馆１３６、企事业单位档案馆２６５个，

档案从业人员约１００万人，其中专业档案干部２０余万人。在我国全国范围内的档案机构体系和行业性

的档案组织网络已初具规模、运作合理。 

    作为档案业务工作的最终落脚点，有必要在此通过其组织结构对各级各类档案部门的具体概况，尤其

是政法档案文献的分布状况予以简要叙述。首先从国家综合性的档案部门谈起，其中作为国家级的档案部

门有三家，它们是： 

    中央档案馆：（北京）馆内保存202个全宗，56个案卷。其中政法档案较为集中的案卷主要分布在中

央国家机关入档文件中，它包括1954-1977全国人大常委在各项立法过程与重大司法活动中形成的案卷；

1949-1968年内务部涉及行政立法、司法的档案；1941-1954政务院财经委涉及财经法律制度形成的档案

卷等等。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全部馆藏档案分为74个全宗，其中（明）朝皇家档案约1千万余件。

大量馆藏中涉及中国古代法史学内容的全宗档案主要有：（清）内阁档案、吏部、户部、刑部、民政部档

案、督察院、政务部、京师高等审判厅、检察厅等朝廷公务档案卷宗。其中仅（清 ）内阁档案一宗就有

271万件。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馆藏档案756个全宗：共分140余万卷。其中涉及政法档案较为集中

的部分有：北洋政府司法部全宗3218卷、北洋大理院全宗15000卷、国民党立法院全宗2654卷、国民党

司法院全宗483卷、国民党最高法院案宗10810卷。涵盖了中华民国时期与国民党中央及政府逃离大陆前

历届政府的档案文献。 

    省级国家综合档案馆30家（略） 

    地（市）级国家综合档案馆367家（略） 

    县级国家综合档案馆2512家（略） 

    专门与部门档案馆。这里主要指某些专业性或行业性的中央政府各主管部门所设置的档案馆。其中专

门涉及到政法档案业务的类型馆可分为：公安档案系统、法院档案系统、检察院系统、中央与国家各主管

部、委档案馆。 

    我国司法机构档案部门的组织结构均为业务领导与保管职能合一的体制。如：公安部档案局除负责公

安系统下属档案部门监督工作的同时又兼为本部档案馆。最高人民法院档案处对内又称为：最高人民法院

档案馆，各地人民法院、公安厅（局）档案处（科）在履行对本地区系统内档案工作领导的同时还负责本

院（局）档案馆的职能。 

    现以人民法院系统基本概况为例：早在1981年全国第一届法院档案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就颁布

了三个办法、一个规定，确立了最高法院设档案处、高级法院设档案科、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设档案机构

或专职人员。截止到1991年，全国法院系统设立档案处、科、室机构753个；未设机构但已配置了专职档

案干部的法院662个；未设机构和专职干部，但设置了兼职档案人员的法院2006个。全系统内部共有专、

兼职档案工作者4500余人。据同年统计：全国30个高级法院已有27个建立了档案科（馆），各大、中城

市法院均设立了档案科（室）。各级法院档案部门共接收、整理、编目入档各类文献档案5000万卷，占

全国同期各级各类档案文献馆藏总量的48%，馆藏量居全国各类档案馆之首。这些档案文献资源是新中国

成立后在各个时期的案件审理中和司法活动中所形成的文档，它不仅是过去我国审判工作的原始记录，又

是今后审判业务研究与司法业务解释的重要参考依据。这其中97%为各类诉讼档案，3%为公务文书、法

医、声像及其它门类。伴随着我国司法改革工作的深化，目前全国法院系统每年大约递增280万卷诉讼档

案入档。全系统档案部门每年平均为各级办案人员提供案卷服务达350卷。占全系统馆藏总量的7 %。 

    以此类推，不难想象公安系统、检察院系统、国家安全系统等档案部门的基本概况。鉴于篇幅所限和

目前有关保密规定，在此暂免介绍（1）。除上述各家司法档案馆之外，隶属于国家各主管部、委系统的

档案馆在政法档案文献资源利用上同样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它作为业务主管从宏观



上掌握了本系统内政法档案的馆藏概况；另一方面作为本机关档案保管部门，围绕本部、委的行政性行业

法制工作保管了大量政策性、业务性法规文件及公务档案材料。上述两方面对于每一位法学工作者来说，

都是真实了解我国部门经济法、行政法进程方面的文献渊源基地。 

    四、近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部门正迈上高速发展的轨道，档案文献信息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从1994年开始，国家档案局正式发文在全国省级城市档案馆中实施档案工作考核达标验收发证制度。以

国务院、中共中央有关主管部门颁布的考评标准，全面衡量各级档案工作的现状。这对档案工作来说非同

小可，它不仅强化了这项文献保管工作的性质，稳定了业务队伍与机构设置，还强化了各级政府领导者对

档案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截止到1994年底，全国有26个省、区和18个中央有关部、委下发了针对本地区

或本系统的档案工作考评实施细则和规定。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人民法院档案工作考评定级办法》

《考评定级标准》两个规范性文件，其中详尽规定了法院档案系统实施考评工作的原则、申报、评定、审

批、证书效力、评审员职责，从管理、设施、业务建设三个方面限定了评分依据，最为重要的是考评结果

将同所属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评定报告相联系，纳入机关年终总结项目。 

    业务工作与机构体制建设的正常发展，促动了档案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据有关主管部门统计

1989-1992年间，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部门公开出版的档案编纂资料总数达30626种。其中中央所属机关档

案部门独立编纂成果就达13753种。这些成果中所包涵的大量现有政法档案文献，对于中外法学工作者来

说具有巨大的潜能价值。近年来，各级档案部门有组织、有计划的横向联合日益加强，联合开发档案文献

信息趋势明显。以国家和各主管部门档案馆为主体，在开展全国档案资源调研工作的同时，形成了国家级

专业档案目录中心或信息中心，并由国家档案局颁布了《档案资料目录中心体系建设方案》。各中央机关

和政府部门档案系统也纷纷投入到档案文献数据库开发与微机联网、软件程序的研制活动中。一个结构逐

步合理、系统分工明确、横纵联接适当的现代档案文献信息检索网络已初步形成。对于这些，笔者将在以

后的文章中，分别对政法档案部门开展与研制的档案信息系统与预审档案、起诉档案、诉讼档案的业务技

术规范予以详尽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参考文献： 

    张金玉主编. 诉讼档案学教程，最高人民法院档案处编印,1995。 

    张书才主编. 档案工作实用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李培清. 档案馆学.档案出版社,1988 

    杨冬荃、韩宝华. 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实践及理论研究成果，档案学研究，1994 

    国家档案局. 进一步做好机关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1995 

    (此文曾发表于《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1998.4. 现转载于此，以飨读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事业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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