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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很高兴向大家发表政府档案处(档案处 )2020 年的年报。  
 
2020 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档案处不论为市民或政府各决策局／部门提供的服
务，都受到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的影响。除须间歇关闭辖下展览厅、阅览室
和档案中心外，本处为政府人员提供的培训服务，亦因政府的特别上班安排而暂
停数月。  
 
尽管面对各种挑战和限制，档案处同事仍竭尽所能，在设法维持服务的同时，亦
确保本处人员和访客安全。档案处把握机会，灵活应对新发展，充分运用网上平
台，向更多市民推广本处的历史档案馆藏，以及提供公众服务，加强与市民的互
动联系，例如在 2020 年  6 月推出历史档案馆 Facebook 专页，以及举办网上工作
坊和直播公共推广活动等。在面授培训课程停办期间，我们积极向政府人员推广
本处的网上培训教材「档案管理网上自学课程」，以便利他们随时随地了解档案
管理方法的重要概念和实用锦囊。我们亦善用网上会议软件举办常规课程、简介
会和研讨会。各方对此反应理想。在这段艰难时期，同事仍能坚持不懈，继续提
供合理水平的服务，而且达致大部分工作目标，对此我深感欣慰。  
 
展望将来，档案处会继续加强管理、保护和保存政府档案和历史档案，让市民得
以欣赏更丰富的香港文献遗产。随着业务运作进一步急速地迈向数码化转型，档
案处致力与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和效率促进办公室紧密合作，为 2025年年底
前在政府全面推行电子档案保管系统作好准备。本处亦会继续制订在数码新世纪
长远保存电子档案的必要策略，以满足本港市民日益殷切的期望，并与科技发展
同步俱进。  
 
这份年报重点载述档案处于  2020 年的主要工作及政
府档案管理工作的主要统计数字，并介绍历史档案
馆的部分馆藏，希望让大家更深入认识我们的工
作。  

  

政府档案处处长陆玉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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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使命和信念 

  
 
 
 
 
 

理想 
 
 

致力成为香港具领导地位、藏品最富启
发性及多元丰富的公共档案馆，并在数
码时代为香港文献遗产的保存和推广工
作作出卓越贡献。  

信念 
 

环保节约 Green 

透过在政府及公共机构开发和推广电子档
案管理，提高环保意识。  
 

备全可靠 Reliability 

建立和保存可靠的档案，支持有根有据的
决策过程，以及推广香港的文献遗产。  
 

工作高效 Efficiency 

在档案管理各方面提供高效服务。  
 

取阅方便 Accessibility 

令公众更方便取阅我们的历史档案馆藏。  
 

公开问责 Transparency 

通过良好档案管理做法，令政府更公开和
问责。  

 

 
使命  
 
□ 搜罗完备和多元化的历史档案馆藏；  
□  向使用者提供便捷的历史档案馆藏查

阅服务；  
□  运用现代化科技，建立数码档案库；  
□  向政府各决策局和部门，以及公共机

构推广良好档案管理做法；  
□  为贮存、保存及查阅服务提供先进的

设施；  
□ 加深社会各界对文献遗产的认识和欣

赏，以及推广正确使用文献遗产；以及 
□ 与其他档案馆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左起) 总行政主任杨丽华女士、档案保存及修复主任廖慧沁女士、档案主任刘善君女士、 
政府档案处处长陆玉珊女士、档案主任许崇德先生、档案主任郑锐达先生、总行政主任陈启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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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 Activities in Retrospect 

第一部分 

工作回顾 

一艘艘挂满彩旗的渔船停泊在大庙湾 (1961年) 

(参考编号：HKRS 365-1-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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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的节庆 
旧时的香港怎样庆祝中国传统节庆？政府在
统筹和举办节庆活动方面扮演什么角色？随
着时间过去，这些节庆又有没有转变？档案
处历史档案馆的  2020 年专题展览「那些年
的节庆」展出  80 多项馆藏及民间珍藏，参
观者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展览主要介绍长洲太平清醮、天后诞和香港
潮人盂兰胜会这三个具备高文化价值而列入
首份「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
民间节庆。这些民间节庆经过世代传承，族
群特色鲜明，有利于维系社区关系。  
 
 
历史档案馆今次精选的馆藏，让公众得知这
些节庆背后一些有趣的故事。例如旧时长洲
太平清醮派发的包子曾印有「寿」字，字样
与今天的平安包不同。  
 
 
 
 
 
 
 
 
 
 
 
 
 
 
 
 
 
 
 

长洲太平清醮派发的包子印有「寿」字  
( 19 94  年 )  
(图片由政府新闻处提供 )  
 

东 边 街 盂 兰 胜 会 场 地 上 演 神 功 戏 ( 2000  年 )  
(图片由姚佑雄先生暨渣甸桥东边街街坊盂兰胜会
提供 )  

东头村盂兰胜会有限公司借展的一对锡酒壶。  
该对酒壶在盂兰胜会中用来向天神献酒  

长洲太平清醮的飘色巡游小演员 ( 19 61  年 )   
(参考编号：HK RS36 5-1 - 7 1-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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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亦记录了政府如何联同学者到大庙湾
考察刻在一块石上的南宋碑文，从而探溯
大庙的历史。大庙相信是本港现存最古老
和最大的天后庙。  
 
 

 
 
 
 
 
 

  
 
此外，展览亦以多媒体形式展示历史
照片和节庆场地的平面图，让昔日香
港潮人盂兰胜会的情景重现眼前。  
 
 
 

与 2019 年的专题展览一样，是次展览
亦举办了一项公众参与活动，名为
「节庆@社区」，征集了共  43 张由市
民提供的照片，展示近年传统节庆的
庆祝活动。该项公众参与活动除丰富
展览内容外，其「今昔对照」的元素
亦有助保存我们的集体回忆。  
 

 
为方便市民参观，三个巡回展览亦于香港公共图书馆辖下分馆，以及荃湾三栋屋
博物馆展出。想足不出户也能欣赏这些历史文献，市民亦可浏览网上展览。上述
三个节庆过百张珍贵的历史文件和照片、历史档案馆藏品的参考资料清单及影
片，已上载至档案处网页，方便检索和阅览。

大庙湾刻石记述大庙所在地远至  1  0 0 0  年前的历史
( 19 77 年 )  

(参考编号：06- 03- 0 61 )  

香港历史档案大楼阅览室的「节庆@社区」活动展板  

盂兰胜会场地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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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文化的记录 
粤剧发展一瞥 

一代名伶梁醒波、作曲家兼填词人黄霑、学
者梁沛锦，若问三者有何共通点，答案就是
粤剧。粤剧是很多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并已
在 2006 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粤剧除了是民间流行的表演艺
术，也是一种极具社会文化价值的中国传统
戏曲。  
 
档案处最新开放的一批历史档案，将香港粤
剧发展的故事娓娓道来，见证着政府在推广
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所作的努力。  
 
1990 年  5 月，政府在演艺发展局(于 1994 年
为香港艺术发展局所取代 )下设立中国戏曲工
作小组，负责就如何在香港进一步推动中国
戏曲提供意见和建议。从该批新开放的历史
档案可见，戏曲工作小组在首次会议席上，

同意应首先检视已
有的文献，包括香
港大学亚洲研究中
心在  1968 年举办的
「香港中国戏剧现况研讨会」的会议记录及相关的香港
研究生论文。为此，演艺发展局秘书处撰写了一份文献
回顾文件，内容涵盖时任香港八和会馆主席梁醒波的意
见、黄霑硕士论文《粤剧问题探讨》的内文、梁沛锦撰
写的《香港粤剧现况及建议报告书》及其他文献资料。
该文件从演员和研究者的角度，深入探讨中国戏曲在香
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例如行业供求情况、场地问题、
演员的专业资格、财政问题等。  
  

香港文化中心和香港大会堂的粤剧演出
( 19 90 年代 )  

(参考编号：X100 0 14 9)  

梁沛锦撰写的《香港粤剧现况
及建议报告书》 ( 19 84 年 )  
(参考编号：HK RS 21 60- 2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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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批档案亦显示，上述研究工作和文献回顾，为有关如何在香港推广中国戏曲的
讨论奠下基础，工作小组还特别建议将推广粤剧继续列入将来会议的议程。其
后，工作小组撰写《在香港推广粤剧》文件，探讨粤剧界的主要关注范畴，载述
研究结果，并就表演场地、培训、编剧、扩大观众面、经费来源等方面提出建
议。演艺发展局后来支持成立中国戏曲委员会，以跟进工作小组对在港推广粤剧
的建议。这些历史档案反映出政府致力为粤剧团提供场地支援、培育年轻演员、
资助新制作粤剧表演，以及举办粤剧教育和推广活动，借以推动粤剧的发展。  
 
除了记录政府的政策，档案处的历史档案亦反映本港文化产业的发展。上述档案
显示，政府一直致力推动粤剧发展，并透过不同途径给予支持。欢迎市民到香港
历史档案大楼阅览这批新开放的历史档案，探索香港的文化遗产。  

查阅档案处保存的历史档案的事宜，受《1996 年政府资料档案 (取阅 )则例》规
管。一般而言，已存在不少于 30 年或其内容曾获刊载的历史档案，均可开放予
公众查阅。如果移交档案的决策局／部门在检讨已超过  30 年的档案后，认为
档案内容暂属敏感，不宜公开，便需每五年对档案进行一次覆检，直至档案最
终开放为止。  
 
在  2020 年新开放  19 643  项历史档案后，公众可查阅的历史档案数目共达  
838 942  项。  

开放予公众查阅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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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隐藏的珍宝 
档案处的最新馆藏 

档案处锐意成为全港藏品最富启发性、多元丰富及具有领导地位的公共档案馆。
为了建立完备和多元化的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处致力鉴定和搜集具保留价值的档
案及资料，以供公众查阅。  
 
档案鉴定是确定档案具历史价值的重要程序。档案处参照国际标准和既定政策及
指引，以决定有关档案须由档案处永久保存还是另作处置。按此原则，档案处的
档案主任职系人员会从功能、脉络和内容作分析，致力挑选及搜集最能妥善记录
政府主要职能、决策、行动过程及政府与市民相互关系的档案，并保存有助公众
认识香港变迁的档案资料。  

新增藏品 

现时，档案处保存的历史档案逾 170 万项 (23 026 直线米 )。在 2020 年，共有约
620 直线米 (29 145 项 )的档案获鉴定具历史价值，并已移交档案处作永久保存。
其中一些重要的档案类别包括：  
 
• 来自行政长官办公室的行政会议记录和文件  
• 来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有关规划及发展启德邮轮码头的

案卷  
• 来自创新及科技局有关度量衡十进制委员会工作的案卷  
• 来自土木工程拓展署有关土力工程项目的案卷  
• 来自土木工程拓展署有关新界西规划及发展的案卷  
• 来自渠务署有关污水和排水系统公共工程的案卷  
  

推广十进制的活动 (在公
共街市展示三种单位的
换算表 ) ( 199 3 年 )   

启德机场土力工程项目竣工后的停机坪全景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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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环境保护署有关环境保护、能源、自然保育及可持
续发展的案卷  

• 有关政府新闻处行政及架构的案卷  
• 来自投资推广署有关投资推广的案卷  
• 来自卫生署有关医疗卫生服务人力统计调查的案卷  
• 来自路政署的公路工程施工图则  
• 来自民政事务总署有关区议会及新界中国习俗推广活动

的案卷  
• 来自房屋署有关规划、发展及兴建公共屋村的案卷  
• 来自劳工处有关职工会、劳资关系及行政的案卷  
• 来自法律援助署有关法援服务的新闻剪报案卷  
• 来自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有关绿化及树木管理和主要康体

文化活动推广的案卷  
• 来自运输署有关巴士服务及营运的案卷  
 
为了丰富现有的馆藏，档案处亦致力从香港以外的档案馆搜集关于香港的历史档
案复本。档案处通过既定机制，不时留意其他主要档案馆新公开关于香港的历史
档案。在制定购买这些历史档案的计划时，档案处会考虑馆藏发展方向、鉴定档
案的准则、现有资源，以及服务使用者的意见。  
 
在 2020 年，档案处从英国国家档案馆购入 549 项有关香港的历史档案数码复本。
这些档案主要涉及以下主题：  
 
• 香港前途问题  
• 中英主要官员访港  
• 《中英联合声明》  
• 《基本法》  
• 香港的经济及金融发展  
• 国籍和公民身分  
• 越南船民  
• 港口与机场发展  
• 1945 年之前的香港  
 
此外，档案处亦从乔治布殊总统图书馆及博物馆购入 10项有关香港的历史档案数
码复本。  

屯门鸟瞰图 ( 19 45 年 )及 ( 1 99 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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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努力，迎难而上 
档案处在疫情期间提供的公共服务 

过去一年，面对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带来的挑战，经历困难重重，档案处仍继续
努力不懈，灵活应变，务求在服务市民与防止病毒传播之间取得平衡。  
 
为应对使用者在疫情期间查阅历史档案的需求，档案处竭力在政府特别上班安排
下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例如减少阅览室的座位数目，以保持使用者之间的社交
距离。档案处亦因应当下疫情的最新发展，密切检视和调整阅览室的每周开放日
数、每日使用者的名额和服务范围。为方便管制使用人数，到访阅览室的市民须
事先经本处的网上目录@PRO 预约。在历史档案大楼内，市民亦须全程佩戴口罩
和遵守各项防疫安排，包括在进入大楼时量度体温和消毒双手。本处亦已加紧清
洁大楼的公用地方及设施，以保障员工及使用者的健康。通过这一系列预防措
施，档案处得以在安全情况下维持基本的公共服务。  
 
身处数码年代，档案处积极寻找各种机会提升网上服务，将本港的文献遗产推广
至更多受众。自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以来，我们推出了数项新猷。  
 
档案处明白到，网上教学已成为现今教育的新趋势。尽管历史档案大楼的团体参
观活动暂时停办，我们在 2020 年 5 月推出名为「观塘@历史档案」的全新网上工
作坊，以动画介绍历史档案馆有关观塘工业区在上个世纪发展的馆藏，并搭配工
作纸。该工作坊在 2020 年成功吸引 1 125 名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参加。此外，档
案处亦探讨以网上直播形式举办公共推广活动的可行性，并应香港教育大学的邀
请，试办了两场网上直播工作坊。  
  

阅览室平时的座位安排  阅览室为保持社交距离而作出的特别座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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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应用，让政府有更多机会推广服务及与公众互动。历史档案馆
Facebook 专页于 2020 年  6 月成立，除发布档案处新增馆藏的资讯及因应疫情作
出的最新服务安排外，亦以生动有趣的方式介绍档案处历史档案及其背后的精彩
故事，供大众愉快欣赏。为了向市民推广本港的文献遗产，档案处亦与其他机构
携手合作，当中包括两场名为  「学校档案的保育和推广」和「抗疫足迹」的分
享会，由本处档案主任职系人员主讲，在香港档案学会和长春社文化古迹资源中
心的 Facebook 专页发表。此外，我们亦在 Facebook 社交媒体平台举行网上讲
座，邀请香港潮属社团总会胡炎松先生和本处人员主讲。  
 

 
为鼓励市民在网上阅览馆藏，档案处在年内将一批数码化馆藏，包括 85 000 个由
政府新闻处上世纪 90 年代新闻公报制成的数码影像，上载至网上目录@PRO，供
公众浏览。  
 
2020 年对许多人而言的确充满挑战，但挑战可转化成机遇。在迎接挑战、拥抱机
遇的过程中，档案处不但就困难作出适切回应，更积极创造优势，满足使用者的
期望，同时透过线上和线下的各种途径，向市民推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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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历史档案的挑战 
活化百年旧档 

假如你在海边漫步，拾起一个给海浪冲上岸的瓶子，里面藏有一张纸条，你会否
把瓶子打开，取出纸条来看看？幸运的话，你或可能找到一张来自上世纪的纸
条，完好无缺地被藏在瓶子里，而纸条上的文字仍清晰可见。相信书写人是用心
地找了一个合适的深棕色瓶子来保存字条，再把瓶口紧紧地密封起来，还刻意把
纸条有字的一面向内卷，以防墨水因日照而褪色。  
 
与「时间瓶」的主人一样，档案处的档案保存及修复服务组 (修复组 )致力保存和
传承重要的资料，并为此制订藏品的保存策略，透过采用最佳作业方法，以及使
用合适材料保护我们的历史档案，长久保存这些档案，使其世代相传。总的而
言，我们的档案保存策略，目标就是修复原始档案 1 ，然后把它制成复制本(即数
码档案复本或其他格式，用以提高查阅档案的方便性和增加数码创新所带来的发
展机遇)。  

特别修复项目 

在  2020 年，修复组对一本罕有的中式经折装书本 2

进行修复。该书属于档案处内藏品中的信函案卷
(HKRS 203-1-22)(图 1)，它是用古老的方法把靛蓝
色书皮和米白色的中式纸页装帧起来。可惜的是，
全书均有多处虫蛀洞口 (图  2)，部分书页更断开分

离，令阅读和处
理都相当困难。
不过，当我们发
现该档案是手写于 120 年前时，已兴奋不已，犹
如发现瓶子里的纸条一样。于是，修复组决定修
复该古籍，重塑古籍里所隐藏的信息。  
  

                                                 
 
1 根据 Soc ie ty  of  Amer ican Archiv i s t s 的定义，这是指复制档案的原稿。  
2  经折装书本是将一幅长卷 (只有一面写字 )，以扇折方式折叠压平而成。经折装这种装帧设计

源于中国唐朝 (公元 618 至 908 年 )，后来传至日本，在平安年代 (公元 794 至 1185 年 )发展起
来。  [杜伟生︰《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中华书局 (2013 年 ) ]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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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档案可以保存这么久？ 

除虫蛀洞口外，该书本并没有其他破损，纸页仍保留原有的米白色，一点褐斑污
渍也没有。后来我们也发现，这是一种印有帘纹图案的中国手抄书写纸 3。古语
有云︰「纸寿千年」 4。这种手抄纸是以古法制造，究其历史，可追溯至蔡伦时
代。制作过程不使用任何化学物质，而只靠日光漂白等传统作业方式来延长纸张
寿命。  
 
该书本被送交档案处保存前，已被害虫严重蛀蚀。虽然纸张品质优良，但在折叠
位置有明显被虫蛀蚀的洞口，这可能是因过往的贮存环境不理想和不合适的贮存
条件所致。档案处的纸本档案库 5设有  24 小时环境监控，可为这类容易被破损的
档案提供更佳的保护。你也可采用类似的方法，把重要文件存放于已放入防潮剂
的胶箱里，避免由环境潮湿所引致的虫患或发霉。  

我们做了什么工作？ 

修复组为该书本订立了以「最少干
预」为原则的修复方案。靛蓝色的书
皮封面没有褪色，只需把小洞修补便
可。至于内页，则需进行结构性修
复，我们运用中国传统的装裱刷背技
术，在内页背面刷上一层薄薄的奶白
浆水，再贴上单层的中国宣纸，这可
使破烂的纸页回复坚挺，同时又不损
书本的柔韧度和原来风采(图 3)。

                                                 
 
3 帘纹图案的纹理来自中国抄纸用的竹制模具，其制作工序可源自把破布浸水及捶捣成浆后，再用模

具捞起纤维布浆的做法。用楮树皮制成的纸张特别珍贵，而由汉末起人们开始以檀香树树 
皮制纸，纸质上乘精良。 

4  A.LIU,“Chinese papers: their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permanence”, LCSD, 2006. 
(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Conservation/documents/10118435/10118863/10_Liu_WS_2006.pdf) 

5 档案处的纸本档案库进行全日 24 小时环境调控，温度稳定地保持在摄氏  17 度至 19 度，相
对湿度则维持在 48%至 52%的水平。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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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会怀疑，这奶白色
的黏合剂是否有足够黏合
力，能把两张纸糊起来。
确实，它对现代的纸张起
不了作用，但若配合中国
传统装裱技术的刷背及拓
裱手法，并应用于传统中
国手抄纸上，效果却出奇
地好。整个托背装裱工序
使用不同类别的毛刷，包
括日本京都及中国不同风
格的刷子，以达至不同的修复效果 6(图  4)。托背工作必须在数分钟内完成，并尽
快把处理好的纸页贴在纸板上风干，去除纸张多余的水分。待纸页干透后，虫蛀
洞口已被修复整合，纸张丝毫无缺。  
 
纸页经过修复处理后，重拾昔日光采，状态回复稳定，文字原貌毕现，可供读者
阅览 (图  5)。该份文件是  120 年前，马头围村村民请求当局批准保留家宅先祖神
位的呈请书，内容述说了一个本土的历史故事 7。  
 
 
 
 
 
 
 
 
 
 
 

                                                 
 
6  例如︰先选用日式山羊毛排刷理平已湿润的文件，然后用硬毛纤维刷把托纸和文件一起捶

拓，好使托纸与文件能糊起来。  
7  在当时的《卫生条例》下，村民被勒令拆掉村屋内所有房间、阁楼和神位。呈请人于  

1901 年 4 月 12 日撰函要求豁免该项清拆令。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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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呈请书及装订本制成复制本 

最后，我们把该份文件进行数码化处理，制成数码复本，以便让更多人阅览该档
案，而此举的另一个好处，便是避免经修复后的原件再次被过度使用，造成损坏。
扫描程序须审慎处理，尽可能完整地保存整份文件。因此在撷取文件影像时，保存
内容的完整性 8和真确性 9至关重要。 
 

是次制作复本的工具是一台新购置的书本扫
描仪  1 0(图  6)。该部仪器内置有快速镭射自动
对焦功能，辅以  V 型装置，可把容易破损的
已订装书籍打开，直接进行扫描，无需拆开
内页扫描。此外，每次扫描也可双图并扫 (即
左右页并排 )，令处理时间减半。扫描图像质
量高，且符合 FADGI 1 1  和 ISO19264-1 等国
际要求。扫描档案原件及元数据会贮存在数
码档案库，原件压缩本则会开放给市民查
阅。  
 

未来路向 

档案处致力持续提升档案的保存及修复服务。我们会全面应用各种适当的传统技
术，以修复馆藏档案的历史内容；同时亦会借助最新的先进科技，迎合在科技日
新月异的时代中，市民对阅览档案的基本及最终需要。我们亦会竭尽所能，融合
源远流长的工艺和高新科技，努力保存本港的文献遗产。最后，希望你下次到访
历史档案大楼时，也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时间瓶」。  

  

                                                 
 
8   根据 Socie ty  of  Amer ican Arch iv is ts 的定义，这是指档案质量不因遗失、人为干扰或损坏

而受到影响，而仍保持完整无缺。  
9  根据 Soc ie ty  of  Amer ican Archiv i st s 的定义，这是指档案不受人为干扰，从外证及内证 (包

括物理特性结构、内容及脉络 )均可推断档案是真确本而非赝品。  
10  该仪器于 2020 年购入。根据 IEC 62471 的测试结果，仪器扫描影像的最低解像度值是

600dpi，支持 24 位彩色的白光扫描，不会排放红外线／紫外线，同时支援多页扫描至
PDF(PDF/A)及 TIFF、 JPEG、 JPEG2000、PNM、PNG、BMP、TIFF(Raw、G3、G4、
LZW、JPEG)格式。  

11 FADGI, Federa l  Agencie s Digi t i za t ion Guide l ines  Ini t ia t ive 是全球有名的合作计划，由美
国联邦机构于十多年前创办，旨在推广历史资料、历史档案及文化资料数码化的惯常可持
续做法和指引。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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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保存电子历史档案的关键一步 
档案处数码档案库 

在电子政府时代，各决策局／部门在处理政府公务时产生的电子档案日益增加，当
中有部分被视为具历史价值，最终需移交至档案处永久保存。由于有迫切需要妥善
贮存及管理这些电子历史档案，以确保资料完整和真确，档案处采用了现成的商用
软件系统，并计划在 2020 年中旬建立一个数码档案库，让日后的使用者可轻松取
阅档案内容，而不受科技发展和软硬件过时的问题影响。  
 

 
这套国际知名的现成商用软件，具备强
大技术支援，为妥善管理大量电子历史
档案提供便捷的解决方法。数码档案库
的软件系统，结合符合国际标准开放档
案 资 讯 系 统 参 考 模 型 1 2  (ISO 
14721:2012)的核心功能部分和应用方法
(包括提交、档案储存、数据管理、行
政、保存规划及取阅 (图  1))。  

 
 
 

为确保每份从决策局／部门接收的电子历史档案保持完整及真确，我们会定期运用
「校验和」 (类似电子档案指模 )进行固定性检查  1 3，方法是透过常用演算法 (如
MD5、SHA-1、SHA-256 和 SHA-512)，产生一组特定长度的数字和字母组合，并
比较其杂凑值 (图  2)，即使在位元流水平出现细微变动，亦会令杂凑值改变。数码
档案库贮存的档案会定期进行校验，如发现异样，须展开调查，查明是否因档案损
坏所致，然后从备份副本还原档案，作出补救，以便长远确保档案的完整度和真确
性  1 4。
 

                                                 
 
12  开放档案资讯系统参考模型分为六个主要功能部分，以数码讯息的流动过程，即由新资料到

达档案库，至贮存和管理，以至传送至客户 (使用者 )，阐述整个数码档案库的运作。  
13  固定性检查就是将两个电子档案的电脑推算杂凑值与同一校验和作比较。  
14   校验和只可侦测案卷中的错误，避免资料遗失和损坏。必须为档案保存多个备份，再配合固

定性检查，才能将资料复原。  

图 1：开放档案资讯系统的功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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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贮存在不同位置的同一案卷杂凑值吻合。  （注：软体只提供英文版本）  
 
任何在数码档案库保存的电子档案，系统都会为其自动进行适当的审计追踪，尽量
记录各项基本流程，以确保资料可靠。保存元数据属外来元数据，是数码保存的最
佳做法，在国际间广泛应用。有关档案的使用记录及不同使用者曾就该档案作出的
行动，都会被顺序记录下来，借以重塑该档案过往的使用记录，或将作出的变更与
档案一并保存。另外，数码档案库透过适当的保存规划管理电子档案，使档案免受
科技过时所影响，以便日后使用者仍可开启和阅读。  
 
档案处成立了专责团队，在紧迫的时间表下，负责跟进建立数码档案库的工作  
(图 3)。尽管有关商用软件供应商设于海外，时区不同，但专责团队仍致力透过举
行网上会议，与供应商合力处理技术问题，尽快寻求解决方案。  
  

有关软件供应商派遣技术专家来港四天，在
现场进行安装、配置和测试。这段期间，专
责团队与中央电脑中心虚拟化基础设施  1 5 团
队协调，确保安装工作在稳定环境下顺利进
行。虽然过程中曾出现意料之外的技术问
题，需花额外时间解决，但不论在测试或实
际操作环境中，项目仍赶及在  2020 年年初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尚未爆发前成功完成系
统配置。  

 
  

                                                 
 
15 中央电脑中心虚拟化基础设施是政府内部管理的「基础设施即服务」，提供伺服器、贮存空

间及网络资源，供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中央电脑中心托管各局／部门的资讯科技系统。
该设施将于 2021 年由政府云端设施服务取代。   

图 3：专责团队与软件供应商一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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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实施特别上班安排，专责团队须居家办公，在家继续进行数码档案库安装
后的各项功能测试，然后进行用户验收测试、保安风险评估及审计  1 6、私隐影响评
估和私隐循规审核  1 7 等。尽管有所限制，专责团队仍能完成所有尚待跟进的工作，
在紧迫的限期前，适时完成任务。  2020 年  6 月  30 日，数码档案库如期投入服
务，工作人员得见其成，感到振奋。  
 
系统启用后，专责团队便须筹备转换托管平台，把数码档案库由中央电脑中心虚拟
化基础设施，迁移至新的政府云端设施服务，并为数码档案库安装新的软件版本。
由于软件供应商当时已不再提供驻场技术支援，专责团队须应对挑战，从零开始构
思整套配置程序，评估新软件版本的所有功能，以减低风险。  
 
推出数码档案库经历不少艰辛，但却获得美满成果；专责团队从中汲取了有关新软
件的宝贵知识，掌握了实际操作的技能，有助日后排难解疑。与此同时，因应长远
保存电子档案的问题，档案处亦正进行一项顾问研究，期望于  2021 年内完成，订
出全政府通用的政策、策略和方案，以助保存各决策局／部门的电子档案，以及移
交档案处永久保存的电子版本历史档案。建立数码档案库，是档案处向长期保存电
子历史档案迈出的重要一步。一俟顾问研究完成，便可有参照国际标准和最佳作业
方式而作出的全面和全方位建议，供档案处和各决策局／部门采用，以保存并管理
电子档案，使之在留存后世时，得以保持内容真确、方便取阅、易于理解、合乎其
用。  

                                                 
 
16 「保安风险评估及审计」须评估该系统的保安风险，然后确定及建议防护措施，目的是把系统

和相关资料的保安防护提升至可接受水平；确保系统的保安措施和记录方式符合所有现行政府
政策、指引及保安规例；以及进行核实检查，以检视系统和相关资料的保安状况，确保将已识
别的风险缓解或降低至可接受水平。  

17  「私隐影响评估」和「私隐循规审核」服务可识别该系统的资料私隐影响／问题，以及可改善
之处 (包括改变业务程序 )；确定系统已符合资料私隐保障规定；识别该系统对个人资料私隐的
潜在影响；研究如何缓减这些问题对私隐的不良影响；评估及确保系统符合《个人资料 (私隐 )
条例》 (第  486  章 )及其他有关法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发出的现行指引及建议，并已参考
现行业界及国际常规；以及在建议措施应用于该系统后，执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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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电子档案保管系统的筹备工作 
行政长官于2019年《施政报告附篇》宣布，政府计划在2025年年底前在所有决策局
／部门推行电子档案保管系统。为此，档案处致力与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和效
率促进办公室紧密合作，为全面推行电子档案保管系统作好准备，并为各决策局／
部门提供意见及支援。  
 
 

 
 
推行电子档案保管系统的其中一项重要筹备工作，是检讨档案分类表。档案分类表
又称案卷列表，是一份列表或清单，根据机构的业务职能及／或档案内容，把档案
分成不同类别。档案分类表采用以符号 (例如字母、数字、字母数字混合编号等 )表
示的编码系统。属于同一个档案集的档案，在分类后会获配一个相应的编码。由于
受纸本归档系统的实际环境所限，不同组别／办事处共用案卷会有困难，因此须各
自保存案卷。在推行电子档案保管系统后，档案便可供多个使用者同时取阅共用。
为了让电子档案保管系统发挥最大效用，各决策局／部门应考虑整合性质相同的案
卷，并授予适当人员合适的取阅权限。因此，各决策局／部门必须检讨和修订现有
的纸本档案分类表，并为部门制订供在电子档案保管系统使用的单一档案分类表。  
 
为协助各决策局／部门在推行电子档案保管系统前检讨档案分类表，档案处在  
2020 年聘用了多名非公务员合约制的行政服务助理，调派到各决策局／部门提供支
援。这些人员已接受档案处为期两星期的密集式训练，内容包括档案管理及电子档
案保管系统，特别是检讨档案分类表的所需知识，还有练习和模拟演讲环节，帮助
他们在调派到各决策局／部门后举办小组简介会。行政服务助理负责协助各决策局
／部门识别其档案分类表的问题、就检讨档案分类表提供所需意见，以及解答各决
策局／部门有关档案管理的查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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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档案处举办了七场简介会，讲解推行电子档案保管系统的计划、整体推
行情况，以及检讨档案分类表的工作，总参加人数达1 530人 (其中超过600人经网上
平台参加 )。因疫情关系，电子档案保管系统的面授简介会除了减少座位数目外，更
实施特别座位安排，让参加者保持社交距离。我们亦借助最新的视讯会议技术，以
混合模式举办培训，即在举行面授简介会期间，经视讯会议平台即时同步直播。以
上措施让我们能够迅速适应疫情下的新常态，由面授培训转为在网上进行线上培
训。  
 
 

 
  



21 

为政府人员提供档案管理训练 
档案处最广为人知之处，相信是在管理政府档案及保存历史档案供公众取阅方面的
领导角色。事实上，档案处亦同样重视为不同目标组别 (例如档案经理、档案室主
管、档案室人员、档案使用者及新入职人员 )举办各类专题档案管理训练，以支援各
决策局／部门的档案管理事宜和解决方案。  
 
在 2020 年，档案处的常规档案管理训练因政府长
时间实施特别上班安排而受到严重影响。在 2 月至
5 月及 7 月中至 9 月中这整整 6 个月内，所有常规
课程均停办。面对这些困难，我们除了进一步鼓
励政府人员通过「档案管理网上自学课程」（公
务员培训处的公务员易学网平台提供的网上自学
教材）获取档案管理知识外，也举办网上直播训
练课程，以便在维持本处培训服务之余，尽量减
少面对面的接触。在  2020 年，网上培训成为档案管理训练的重要模式，年内有超  
过  3 200 名政府人员经网上平台受训。档案处日后会继续利用网上平台提供培训。  
 
建立良好的档案管理文化，对各决策局／部门推行有效档案管理制度至为重要。要
达至这个目标，最有效的方法是由政府人员初入职开始，教导他们如何妥善管理档
案，并培养他们对遵行档案管理强制性规定的责任感。一如行政长官在 2019 年《施
政报告附篇》指出，政府会将档案管理分阶段纳入新聘政府人员的入职培训课程，
并把档案管理培训的目标由每年约  4 000 人次大幅增加至  10 000 人次。为此，档
案处于 2020 年在九个决策局／部门展开试验计划，要求这些决策局／部门安排选定
职系的新入职人员在所属职系管理层指定的限期内 (通常是入职后六个月内或修毕入
职培训课程前 )完成基本档案管理训练课程。鉴于参与试验计划的决策局／部门反应
非常正面，档案处决定在 2021 年在各决策局／部门全面推行这项计划。  
 
档案处  2020 年的目标受训人次为  7 500 人。尽管受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
年内仍有共  6 890 名政府人员完成培训 (其中超过  3 000 人为新入职人员 )。现把分
项数字列于下表：  
 

训练活动 参加人数 

档案处举办的训练课程、研讨会和简介会 1 882 

档案处协助决策局／部门举办的训练课程、研讨会和简介会 1 818 

档案管理网上自学课程 3 190 

总计 6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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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下检讨档案存废期限表工作 
 

检讨档案存废期限表是档案处现时其中一项重点工作，旨在
透过全面检讨决策局／部门的档案存废期限表，以加强档案
存废期限表在提升管理档案效率和效益方面的角色；鉴别具
历史价值的档案，促使其适时移交档案处；并协助决策局／
部门应对转型进入数码时代的挑战。在  2020 年，档案处的
日常运作及服务都因为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而备受考验。
即使如此，我们仍能通过灵活协作的方式，与决策局／部门

紧密合作，尽量减低运作受阻对检讨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  

转至线上连系模式 

与决策局／部门保持良好沟通，对检讨工作至为重要。在疫情爆发前，档案处一直
为决策局／部门举办实体简介会，讲解检讨工作的目的和安排，以及讨论档案存废
期限表的细节。为配合政府因应疫情制订的防控感染措施，档案处亦适时作出调
整，例如把检讨工作的简介和参考资料连同录音讲解上载至数码政府合署的入门网
站，让同事可无需聚集或亲身出席简介会，亦能为检讨档案存废期限表作准备。档
案处亦与各决策局／部门举行视讯会议，以交流意见和解答他们有关检讨工作及档
案管理的查询。在政府实施特别上班安排期间，本处为同事提供已连接政府内联网
及伺服器的手提电脑，让他们可在家继续进行检讨和鉴定工作，并通过视讯及音讯
会议在网上进行讨论。  

合力丰富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处一直以协作方式处理决策局／部门的档案存废期限表，是次检讨工作也不例
外。在疫情期间，档案处仍积极鼓励决策局／部门以档案使用者的身分参与检讨工
作，并与各决策局／部门交换资讯，借以更深入地了解其档案的性质、范围、内容
及业务需要。在整个鉴定过程中，档案处主动接触各决策局／部门，厘清档案管理
问题，核实和跟进各决策局／部门交回的检讨资料，并与他们商讨如何重新修订档
案存废期限表。由于政府实施特别上班安排，决策局／部
门需清理因此而积压的工作，档案处亦让各决策局／部门
延长交回各类检讨资料的期限，以助其应对非常时期的挑
战。  
 
档案处一直致力与决策局／部门携手合作，务实和高效地
将今日的部门档案变成明日的历史档案。让我们同心协
力，一起保存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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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中心 
在非常时期提供支援服务 

档案处在屯门开设两个档案中心，分别是位于屯门政府贮物中心的屯门档案中心，以
及位于吉田大厦的吉田大厦档案中心。该两个档案中心为非常用档案提供符合成本效
益的中央暂存服务，让决策局／部门无需使用昂贵的写字楼用地及器材保存这类档
案。 

档案中心配备各种设施，例如保险
库、空调系统、可移动贮物柜组、相
对湿度／温度感应器及抽湿器等，为
各决策局／部门提供优质的贮存服

务。档案中心严控档案贮存库的环境，确保其稳定性。修复组定期分析感应器收集的
环境数据，并即时修正异常情况。 

 
决策局／部门如需检索存放
于档案中心的非常用档案，
可使用档案中心的阅览室。
至于存放在档案中心内保存
期届满的非常用档案，档案
中心会与移交档案的决策局
／部门确认存废安排，然后
协调把没有历史价值的档案
销毁，或把具历史价值的档
案移交历史档案馆。  

 
由于政府因应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实施特别上班安排，两个档案中心在 2020 年须
间歇关闭四个半月。尽管如此，档案中心仍在暂停服务期间处理  282 宗紧急检索档
案的申请，提供决策局／部门所需外借的档案。在同年余下的七个半月内，尽管档
案中心有超过五星期的时间因实施社交距离措施，只能安排员工隔日轮流在办公室
工作，但仍竭力维持各项平时提供的服务。  
  

档案中心可贮存合共103 000

直线米的档案，2020年的使

用率超过97%。 

2020年，档案中心处理决

策局／部门检索档案申请

的达标率为100%，换言

之，所有一般申请均可在

三个工作天内处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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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档案管理 
监察遵办情况，协助持续改善 

档案是政府宝贵的资源，有助政府作出有据可依的决策，满足运作和规管要求，是
开放问责的政府所必须的。为此，各决策局／部门首长必须因应本身独特的业务情
况和档案管理需要，订立合适的优先次序和资源分配，建立妥善的部门档案管理制
度。为协助决策局／部门达致这个目标，档案处不但提供相关指引和培训，还会监
察各决策局／部门遵行各项档案管理规定的情况，在适当和有需要时提出建议，以
助决策局／部门改善其档案管理系统。  
 
档案处实施双管齐下的方法，检讨各决策局／部门的档案管理工作。有关方法包括
两方面，分别是 (一 )由各决策局／部门进行自我评估，以及 (二 )由档案处为决策局／
部门进行档案管理检讨。各决策局／部门可通过进行自我评估工作，了解本身遵行
各项档案管理强制性规定的情况，并检视是否已采纳档案处通告及刊物所建议的良
好做法。档案处会根据决策局／部门的自我评估结果，掌握他们在遵行档案管理规
定的最新整体情况，借以调整档案管理策略，以及识别有潜在问题的范畴，在日后
进行检讨时详加研究。  

自我评估和部门档案管理检讨 

在2020年，档案处分析了各决策局／部门2019年1月至12月期间的自我评估报告，
结果发现与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检讨结果相比，有更多决策局／部门表示已
全面遵办各项强制性规定，整体情况有所改善，令人鼓舞。  
 
为补充上述的自我评估工作，档案处自2012年起为个别决策局／部门进行档案管理
检讨，就档案管理工作的各个重要范畴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检讨，并会向决策局／部
门提出改善档案管理方法的建议。在2020年，档案处先后为破产管理署(由2019年年
底展开 )和教育局进行档案管理检讨。档案处已完成查核和分析破产管理署的档案管
理工作，并提出若干建议改善措施，下文将重点载述其中部分建议。至于教育局的
档案管理检讨，有关工作现时仍在进行。此外，档案处亦与政府化验所保持紧密联
络，以跟进2019年档案管理检讨的结果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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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一般监察工作，档案处还密切留意决策局／部门制订档案存废期限表和销
毁政府档案的情况。  
 

  

建议破产管理署采取的改善措施  

 确保已就各项工作职能订立业务规则，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检讨，并至少

每六个月向全体相关人员传阅一次； 

 档案分类表须每两至三年检讨一次，并须妥善记录检讨过程作日后参考之

用； 

 推行有效的系统化档案追踪制度，以适当地记录案卷行踪，把各项必要资

料记入档案清单，以及定期抽查档案清单，确保所载资料准确无误； 

 日后如有怀疑遗失／遗失档案的情况，须立即通报档案处； 

 确保所有业务档案均已列入档案存废期限表，而获批准的档案存废期限表

须每五年检讨一次；以及 

 指派适当的人员负责检视和处置保存期届满的档案，确保可尽快(至少每两

年一次)检视这些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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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协力 
持续推动专业发展与交流 

随着档案和历史档案管理的概念及模式不停转变，档案处正致力建立一支充满干劲
的多技能专业团队，以应付随之而来的挑战。我们明白到，为部门人员安排持续专
业发展计划，以及与本港和外地同业建立更紧密的专业网络和伙伴关系，同样具有
价值和重要性。持续专业发展计划为档案处人员提供机会，透过各种不同途径，例
如参加培训课程、专业会议、研讨会；到香港以外地方的档案馆进行考察；参与专
业档案管理机构和委员会等，获得新的技术和专业能力。  
 
因应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所有国际会议或研讨会和部分培训课程在  2020 年都延
期或于网上举行。疫情的干扰没有令专业人员的联系和训练中断或带来不满，相
反，各专业档案管理机构和同业更致力利用虚拟平台，继续保持专业交流和提供培
训机会。  

2020年的重点活动 

• 国际档案理事会制作了数码地图，让全球人士知道，世界各地的档案馆虽因疫
情而暂时关闭实体设施，但其馆藏服务却仍然维持。作为国际档案理事会成
员，档案处亦立即响应这项行动，分享了有关本处网上展览、数码馆藏目录及
特定数码藏品的资料。  
https://www.ica.org/en/what-archive/archives-are-accessible-search-the-map 

 
• 档案处是国际档案理事会东亚地区分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透过电子通讯途

径，积极参与分会业务规划及即将举办的研讨会。尽管 2020 年国际档案理事会
东亚地区分会研讨会延期举行，仍无阻业界进行专业交流及对档案管理作出贡
献。在  2020 年，国际档案理事会东亚地区分会推出全新网站，提供丰富的档案
管理资源。  
http://www.eastica.net/home/main.php 

 
• 鉴于社会对档案管理培训及咨询和建立档案库的需求日益殷切，档案处联同香

港档案学会，安排档案处一名档案主任在  2020 国际档案周的网上直播经验分享
会上，讲解如何建立学校档案。是次分享会介绍建立学校档案的实用知识，包
括搜集档案的政策、整理及著录档案、取阅档案、人手分配及培训等，深受参
加者欢迎。  
https://m.facebook.com/HKArchivesSociety/videos/905962646513748/ 
 

• 档案处派员参加国际档案理事会、澳洲档案协会 (Austra l ian Society of 
Archivists)、美国档案工作人员协会和美国国家数码管理联盟 (National Digital 
Stewardship All iance)等认可专业机构举办的网上课程和会议，内容包括网站资
源保存、编码标准、档案鉴定、数码历史档案标准、整理家庭档案及以数码化
方式保存档案等。  

https://www.ica.org/en/what-archive/archives-are-accessible-search-the-map
http://www.eastica.net/home/main.php
https://m.facebook.com/HKArchivesSociety/videos/90596264651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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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 Year at a Glance 
 

第二部分  

年内服务一览 

在历史档案大楼展览厅展出的「那些年的节庆」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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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服务承诺  
 

工作成果：100% 

目标：98% 

工作成果：100% 

目标：95% 

工作成果：100% 

目标：95% 

60 
分钟 

工作成果：100% 

目标：95% 

在  60  分钟内向阅览室使用者  

提供所需的历史档案。  

4 
个工作天 

3 
个工作天 

4 
个工作天 

98 
百分比 

工作成果：100% 

目标：95% 

工作成果：100% 

目标：95% 
30 

分钟 

在 30 分钟内向阅览室使用者提供

所需的图书馆资料。 

在四个工作天内审批使用版权属

政府的历史档案馆藏品，作出版

或制作用途的申请。 

在四个工作天内审批团体参观历

史档案馆的申请。 

在三个工作天内向决策局／

部门提供贮存在档案中心的

档案。  
 

3 
个工作天 

在三个工作天内就缩微服务

要求提出意见。  
 

政府缩微服务中心产品的收

纳率达到 98%。  

工作成果：100% 

目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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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服务指标 

  
搜集历史档案 (直线米) 
 工作成果：620 
目标：610 

进行部门档案管理研究／检讨 
 工作成果：2项 
目标：2项 

为政府人员举办档案管理训练 (受训人数) 
工作成果：6 890 注 1  
目标：7 500 

刊印档案管理守则、手册及通讯 
 工作成果：2份 

目标：2份 

为非常用的政府档案提供暂存设施 (以使用率计算) 
工作成果：97.3% 
目标：95% 

为其他决策局／部门将档案摄制成缩微胶卷 (影像数目) 
工作成果：2 166 656个注 2 
目标：2 750 000个 

为公众提供查阅和研究服务： 
 
访客人数 
工作成果：3 654人次 注 3 

目标：6 000人次 

查询数目 
工作成果：11 011项 
目标：11 000项 

团体参观次数 
工作成果：26次 
目标：30次 

展览数目 
工作成果：1项 
目标：1项 

 

注 1 :  由于部分培训活动因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而取消，课堂人数亦因实施社交距离措施而减少。因此，2020年的受训人次比预期目标为

少。 

注2 :  由于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政府缩微服务中心须暂停提供缩微服务。因此，2020年摄制的缩微胶卷影像数目比预期目标为少。 

注3 :  由于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历史档案馆的阅览室和公共推广服务须予调整。因此，2020年的访客人数比预期目标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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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资料 
历史档案管理 

历史档案库存 

历史档案馆共有 2 637 个「政府历史档案类别」和 242 个「民间历史档案类别」。
这两个类别的馆藏由政府各决策局／部门、办事处或机构、公共机构、民间机构
和个人移交至历史档案馆进行登录，数量合共约 23 026 直线米(1 707 700 项)，分
项数字如下：  
 
 约 22 670 直线米的政府历史档案来自超过 100 个不同的政府决策局／部门、办

公室或机构；以及  
 约 356 直线米有关香港历史和发展的非政府历史档案来自公共机构、民间机构

和个人。  
 

查阅申请 

一般而言，历史档案如已存在不少于  30 年，或其内容曾获刊载或曾向公众全盘披
露，均可开放予公众查阅。在 2020年，档案处接获 1 853 项查阅公开档案和 110 项
查阅封存档案的申请。查阅申请结果载于下表：  

注：申请人获转介使用相关决策局／部门现有的收费服务，以取得相关资料。  

申请性质 申请数目 整项申请获批 部分申请获批 申请被拒 转介使用决策局
／部门的服务 

撤回申请 

公开档案 1 853 1 853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封存档案 110 74 
(67.3%) 

32 
(29.1%) 

0 
(0%) 

4 注  

(3.6%) 
0 

(0%) 

缩微资料
723 100项 (42.34%)

装订本档案
3 800项 (0.22%)地图与图则

9 200项 (0.54%)

案卷
947 700项 (55.50%)

照片资料
15 800项 (0.93%)

视听资料
8 100项 (0.47%)

2020年的历史档案库存

Microforms
Bound Volume Records
Maps and Plans
Files
Photographic Materials
Audio-Visual Materials

缩微资料  
装订本档案  
地图与图则  
案卷  
照片资料  
视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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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刊物中央保存图书馆 

政府刊物中央保存图书馆收藏特选的政府刊物、报告及有关香港的印刷品，借以
保存本地文献遗产。馆藏的涵盖年期最早可追溯至 19 世纪 40 年代，并以案卷、装
订本、照片、海报、地图与图则及影片等不同方式保存。当中不少藏品在经数码
化处理后上载至本处的网上目录@PRO，方便公众查阅。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政府刊物中央保存图书馆已保存共 45 489 份政府刊物。  

教学资源库 

档案处制作了不同类型的网上资源，包括数十个网上展览和数码照片集、55 个专
题指引及不同的专题网页等，方便市民阅览本处的档案。在  2020 年，教学资源库
增加了两个新的专题指引，名为「人口」和「公共小型巴士」，用以协助使用者
搜寻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特定专题馆藏。档案处亦于年内制作了四本数码照片集，
分别是：《1993 年农展嘉年华》、《1974 至  1977 年的爱秩序湾》、《1963 年卫
生展览》及《1960 年代的伊利沙伯医院》，并上载至教学资源库以供阅览。  

 

  

    

2020年上载至教学资源库的四本数码照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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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和修复 

修复处理 

在  2020 年经修复处理的历史档案和图书馆藏品，包括有  343 个案卷的  41 104 页
文件和  6 册书籍。年内，档案处成立一支特别工作队伍负责进行修复，以期尽快
提供足够数量的文件进行数码化处理。大部分文件只需进行简单的处理，便能回
复档案的完整性及提高内容的清晰度，供撷取影像。不过，部分文件因为损毁严
重，必需进行大幅度的结构修整，例如重新装帧书籍以及为特大尺寸文件加强承
托。在  2020 年，档案处进行了以下的保存和修复工作： 
 
 

 

 

 

 

大规模数码化计划 

在科技时代，由于数码档案在电子平台可以流传得更广更远，查阅也较为方便，
市民对本处数码档案的需求甚殷。尽管档案处因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而须间歇
暂停服务，仍能持续制作稳定的数码影像数目。在2020年，档案处为特选的历史
档案进行数码化工作，并扫描一些缩微胶卷藏品及特大尺寸的地图及建筑图则，
共制成了337 518个数码影像，数目与去年相若。使档案处历史藏品的数码影像  
存量增至逾280万个。  
 

  

摄制 61 476 格  

缩微影像  

评估 2 506 项  

历史档案的状况  

检查 6 976 项  

一般档案和保密档案  

用缺氧氮气除虫法处理

16.5  直线米有虫害  

风险的历史档案  

修复 41 104 页文件

和  6  册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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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交流 共促发展  
  

6 月 12 日 
历史档案馆举办「那些年的节庆」专题
展览及「节庆@社区」公众参与活动，
同时推出 Facebook 专页，分享该馆的馆
藏和最新消息，与更广大的社群互动联
系。 

6 月 13 至 14 日 
2020 年国际档案周的主题为「赋权知识型社
会」(Empowering Knowledge Societies)。鉴于
当时的疫情，档案处参与了两场网上直播分
享会，分别是「学校档案的保育和推广」和
「抗疫足迹」。该两场分享会由香港档案学
会和档案处合办，共吸引 3 247名人士在网上
观看。 

6 月 19 至 7 月 12 日 
历史档案馆在荃湾三栋屋博物馆举办「那些
年的节庆」巡回展览。(受 2019 冠状病毒病影
响，原定展出至 9 月 7 日的巡回展览提早于
7 月 13 日起关闭。)场内特设抢包山互动游
戏。这次巡回展览共吸引 1 582名人士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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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  
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和东头村盂兰胜会有限公司
(「那些年的节庆」专题展览的支持机构)的代表
到访档案处，除了参观展览厅，还听取档案处介
绍历史档案馆的馆藏精选和服务。 

10 月 14 日及 22 日 
历史档案馆为香港教育大学学生
举办网上工作坊，借以接触更多
可能使用该馆服务的人士。 

12 月 12 日 
档案处举办名为「档案里的地区节
庆」的网上讲座，安排香港潮属社
团总会胡炎松先生和历史档案馆人
员主讲，让市民对香港传统节庆这
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蜕变有
更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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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 – About Government 
Records Service 

第三部分 

档案处简介 

历史档案大楼大堂的特色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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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组织架构 
 

  

档案主任 
(立法及规划) 

档案主任 
(历史档案)1 

档案保存及
修复主任 

总行政主任 
(档案系统发展) 

总行政主任 
(档案管理及行政) 

政务司司长办公室 

立法及规划组 历史档案馆 
档案保存及 

修复服务组 

档案系统 

发展组 

档案管理 

及行政组 

政府档案处处长 

 档案法研究 
 
 研究及规划 

 藏品管理  
 

 档案库管理 
 

 档案主任职系
的培训及发展 

 取阅历史档案 
 

 藏品资讯系统 
 

 参考服务 
 

 历史文献的 
公众推广 
 

 保存数码档案 

 保存和修复
历史档案及
图书藏品 
 

 政府缩微 
服务中心 
 

 档案藏品 
数码化 

 电子档案管理 
 

 发展档案分类
制度 
 

 制订管理资料
记录的新措施 

 档案管理、 
培训、咨询 
和检讨服务 
 

 档案中心服务 
 

 档案处内部 
行政 

档案主任 
(历史档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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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团队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档案处共有 120 名人员。他们来自不同的公务员职系，
同心协力提升政府的档案和历史档案管理。  
 
 
 
 
 
 
 
 
 
 
 
 
 
 
 
 

我们的设施 

 

展览厅

演讲室

阅览室

档案中心
保存修复
实验室

政府缩微
服务中心

历史档案及
图书馆藏品
贮存库

24 名 
 档案主任职系人员 

6 名 
馆长职系人员 

19 名 
 行政主任职系人员 

1 名 
系统分析／程序编制 

主任职系人员 

70 名 
 文书及其他职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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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报告 
环保节约 

档案处通过善用资源及能源，致力确保部门的运作注重环保和符合环保原则。「环保节
约」是档案处持守的核心信念之一。我们通过在政府及公共机构发展和推广电子档案管
理，致力实践环保。 

能源及碳排放管理 

我们于 2020 年进行了以文件为本的碳审计，借以评估香港历史档案大楼温室气体
排放的情况。审计结果如下：  

 
上图显示，香港历史档案大楼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为耗电。尽管 2020 年的能源间接
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2019 年稍微上升 1.6%，这个升幅与 2019 年的 1.8%相比已有
所减少；至于 2020 年的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亦比 2019 年下降了 12.1%。
档案处已与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研究，探讨如何在未来数年进一步减少香港历史
档案大楼的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未来路向 

档案处会不断致力推行环保节约措施，尽量提高部门的节能效益。  
  

范围 1-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指发电机的排放  

 

范围 2-   

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指耗用所购

买电力产生的排放  

 

范围 3-   

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指源自堆填

区弃置废纸所产生的沼气及处理食

水和污水所需耗电产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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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1  –   
直接温室气
体排放  

范围 2  –   
能源间接温
室气体排放  

范围 3  –   
其他间接温
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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