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案鑑定必殺秘技—百字真言

在規劃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工作時，面對各類的鑑定方

式、方法與基準，您是否感到不知從何下手？檔案鑑定百字

真言，傳授給您掌握鑑定工作的真髓要義，讓檔案鑑定輕鬆

上手！

檔案管理局檔案徵集組科長 石樸

壹、前言

檔案的保存價值，是由檔案的內容、性質以及相關價值元素所決定，並應加入管理成本或風險評

估等考量因素，其判定標準相當多元且具多面向。至於檔案保存價值鑑定（以下簡稱檔案鑑定）則具

有決斷性和不可逆性，換言之，檔案鑑定結果將是決定檔案存毀的重要參考依據，一旦決定將檔案銷

毀，就無法再回復，因此，進行檔案鑑定工作，必須嚴肅以對，審慎為之。

貳、檔案鑑定必殺秘技

依據「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以下簡稱鑑定規範）第4點規定，檔案鑑定作業包括以下7個步

驟：

 一、確立檔案鑑定目的及範圍。

 二、分析機關背景及檔案概況。

 三、選擇鑑定方式及方法。

 四、選擇鑑定基準。

 五、分析檔案保存價值。

 六、提出鑑定結果。

 七、撰寫鑑定報告。

其中，決定檔案保存價值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分析檔案保存價值」。然而，要如何分析檔案的

保存價值呢？在鑑定規範第6點至第10點中，揭示了「內容鑑定」、「職能鑑定」、「宏觀鑑定」等3
種作業方式，以及各種作業方式應分析的重點事項，並在第12點中提出檔案之「原有價值」、「行政

稽憑價值」、「法律價值」、「資訊價值」、「歷史價值」、「管理成本」及「風險評估」等鑑定基

準。為了讓大家更輕鬆掌握鑑定工作的重點，謹此野人獻曝，提供以下檔案鑑定必殺秘技—百字真

言，內容包括5大秘技與1個心法，以饗各位檔案管理同好。

檔案鑑定百字真言  
 

咱們機關做什麼，檔案要能知分曉；  
 

重大事件莫輕忽，名人要角很重要；  
 

第一最末多留意，稀有難得價值高；  
 

人民權益要維護，銷毀以後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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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歷史靠研究，素材資料找你要；  
 

若是有錢空間足，通通都留是最好；  
 

只因人窮志氣高，清理鑑定不可少。

秘技1：咱們機關做什麼，檔案要能知分曉。

 

要義解說： 檔案是政府機關施政的紀錄；機關核心職能業務所產生的檔案，乃是機關

施政與發展歷程的見證。依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以下簡稱銷毀

辦法）第3條第1、2、3款規定，機關重要制度、決策、計畫、法規修訂、

沿革與主要業務運作等檔案，均應永久保存。鑑定規範第5點第1、2款亦

指出，辦理檔案鑑定時，應先分析檔案原有機關組織沿革、職能變遷與相

關法令，以及機關主要職能對國家或社會之影響，其目的無非就是要掌握

機關核心職能及其對國家社會的影響性。因此，凡是涉及機關核心職能，

且能反映出機關重要決策與發展歷程的檔案，均應妥適留存。

 鑑定方式： 職能鑑定、宏觀鑑定。

 鑑定基準： 行政稽憑、法律、資訊、歷史等價值。

秘技2：重大事件莫輕忽，名人要角很重要。

 

要義解說： 銷毀辦法第3條第4、10款規定，對國家建設或機關施政具有重要利用價值

或屬重大輿情之特殊個案等檔案，應永久保存。鑑定規範第5點第3、4款
亦指出，辦理檔案鑑定時，應分析檔案涵蓋年代與產生時間，以及檔案產

生之原因。透過年代、時間與檔案產生原因分析，可掌握該時期發生的重

要事件，相關檔案內容，正可作為還原該等事件之佐證依據。因此，舉凡

與國家社會發展有關之重大社會事件相關檔案，多具有資訊及歷史研究價

值，應妥適留存。例如，過往發生之重大災害，如八七水災、921地震、

SARS流感、莫拉克風災等，凡與此類重大事件相關檔案，多應審慎研

酌，依機關權責，審選留存重要內容或具代表性之檔案。此外，檔案內容

若涉及具有重要影響力或代表性人物，甚是其個人書信、墨跡，亦多有歷

史研究或實體形式價值，把它留下來，準沒錯。

 鑑定方式： 內容鑑定。

 鑑定基準： 資訊、歷史、原有價值。

秘技3：第一最末多留意，稀有難得價值高。

 

要義解說： 俗語說：「物以稀為貴。」這句話當然也適用於檔案鑑定。檔案內容或形

式具有獨特性、代表性者，由於稀有難得，其保存價值自然也比較高，留

存下來，具有反映時代背景或制度推展意義的價值。例如，公文書寫格式

由直式直書變更為直式橫書時，舊格式的最後一件公文和新格式的第一件

公文，就能展現制度改革與傳承的代表性意義。又如，機關設立的核准

函，以及成立後所發出的第一件公文，甚至是機關裁撤前的最後一件公

文，特別能反映出組織功能的興廢。此外，檔案之形式或是內容罕見者，

例如，捲軸型式的文件、蓋有早期已裁撤機關章戳之文件等，都是歷史研

究與提供後人緬懷的好素材。

 鑑定方式： 內容鑑定。

 鑑定基準： 資訊、歷史、原有價值。

秘技4：人民權益要維護，銷毀以後找不到。

 

要義解說： 檔案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就是法律信證與行政稽憑，尤其在民主法治社會

中，與團體或個人權益保障有關的檔案，或是在法令規定權益有效期限內

的相關檔案，都不可輕易銷毀。因此，銷毀辦法第3條第6、7款規定，對

國家、機關、團體、社會大眾之財產稽憑或權益維護有重大影響之檔案，

應永久保存。此類檔案鑑定過程中，為求審慎，必要時可邀請利害關係人

共同參與，或是舉辦公聽會，甚至公開徵詢大眾意見，其最終目的，就是

要避免檔案不當銷毀，避免有妨礙人民權益的情事發生。

 鑑定方式： 內容鑑定。

 鑑定基準： 行政稽憑、法律價值。

秘技5：學術歷史靠研究，素材資料找你要。



若您對檔案樂活情報有任何建議或疑惑，請聯絡：alohas@archives.gov.tw

 要義解說： 銷毀辦法第3條第9款規定，具有重要歷史或社會文化保存價值之檔案，應

永久保存。同辦法第9條亦規定，各機關檔案銷毀目錄得提供史政機關檢

選。由於檔案所記載的內容，多屬第一手資料，是用以瞭解典章制度研擬

推展過程，還原歷史事件真相所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來源。因此，在檔案

鑑定工作上，也應考量檔案之內容或形式是否可供作為相關研究之素材，

讓檔案發揮其歷史與學術研究價值。

 鑑定方式： 內容鑑定。

 鑑定基準： 資訊、歷史、原有價值。

心法：若是有錢空間足，通通都留是最好；只因人窮志氣高，清理鑑定不可少。

 

檔案具有唯一性，換句話說，任何一件檔案，雖然可用不同的方式複製，但是，原

件就只有單獨的那一件，其原有價值無法取代。為留存原始「真跡」，許多學者多

建議儘量留存檔案原件。然而，基於實務上管理成本考量，實在無法將「通通都

留」奉為圭臬。因此，特別要在需求原則與去蕪存菁原則下，運用適當的方法，進

行檔案清理鑑定工作，俾期在管理成本、管理風險與檔案的保存價值間，取得適當

的平衡點。

參、結語

檔案管理的目的，主要在使檔案的內容資訊發揮運用價值。隨著政府職能擴張，檔案數量成長速

度驚人，如果缺少去蕪存菁的認定標準，將已不具運用價值的檔案，藉由銷毀或移轉的管道予以剔除

疏通，那麼檔案典藏空間必然不足，同時，也徒增管理成本，全然失去檔案典藏保管的真正意義與目

的。檔案鑑定工作，就是要針對檔案內容、形式屬性及應用需求，遵循一定原則與步驟，選擇適當的

鑑定方式、方法與基準，來判定檔案保存價值，作為決定檔案保存年限及提供檔案清理決策參考，其

乃是現今檔案管理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環。唯有透過審慎的鑑定過程，才能為國家社會留下真正珍貴的

檔案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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