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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介绍四川省档案馆有关馆藏情况的书，这更是一本让我们走进四川档案，追溯
和传承巴蜀历史和文明的书。本书全面反映可四川省档案馆的基本情况、馆藏档案情况
以及指导利用者查阅利用档案。对进一步提升档案工作的公共服务能力，更好地服务党
和政府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人民群众需求有着重要作用。
▲本书包含了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反映四川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
人文等方面发展变迁的档案，是认识和了解巴蜀文化的重要资料；
▲书中附有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名册，能引导利用者更加方便快捷的查阅利用档
案； ▲书中附有档案原件的照片，能给读者以更直观的感受；
▲本书包含了清朝西康省的详细资料，能从中了解西康省历史沿革。
▲本书包含了珍贵的民国时期档案，为了解民国时期四川的发展变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为揭示馆藏档案资料的基本成分和主要内容，方便社会各界了解四川省档案馆，
熟悉和利用馆藏档案资料，充分发挥档案资料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方面服务作用而
编纂的工具书。由前言、正文、附录和插图组成。正文共分七篇：第一篇四川省档案馆
概况；第二篇清朝时期档案；第三篇民国时期档案；第四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档
案；第五篇撤区后的四川省档案；第六篇特殊载体档案；第七篇馆藏资料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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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四川省档案馆概况
第一章历史沿革及工作概况
第二章馆藏档案综述
第三章馆藏资料综述
第二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档案
第一章清代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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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川滇边务大臣衙门档案第一篇四川省档案馆概况 第一章历史沿革及工作概况
第二章馆藏档案综述 第三章馆藏资料综述第二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档案
第一章清代档案 第一节四川省、道、府衙门档案 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
四川筹饷报销总局 四川机器总局 四川分巡川东兵备道 川东道重庆府
四川分巡建昌兵备道 第二节川滇边务大臣衙门档案 川滇边务大臣衙门
第三节四川县级衙门档案 巴县衙门 清朝四川县级衙门联合全宗 第二章民国档案
第一节国民政府档案 国民政府主计部 国民政府审计部 财政部专用无线电台
财政部缉私署 财政部盐务总局 考试院 考试院考选部 国民政府监察院 国民政府国防部
国民政府经济部 中央银行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 交通部邮政总局
湘桂黔铁路工程局都筑工程处 交通部技术厅桥梁设计处 潼关黄河桥工程处 中央气象局
第二节民国四川省档案 川康考铨处 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四川省政府联合办公处
川康边防军 监察院川康区监察委员会行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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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序
这是一本介绍四川省档案馆有关馆藏情况的书，这更是一本让我们走进四川档案，追溯
和传承巴蜀历史和文明的书。
四川省档案馆系省级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的一百三十余万卷档案资料中，有被史学界
誉为“一座内容极其丰富的文献宝库”的清代巴县衙门档案，还有珍贵的四十余万卷民
国时期档案，更有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反映四川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教育、人文等方面发展变迁的档案。这些档案资料是巴蜀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珍贵史料，更是四川的一笔极其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档案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和人民群众各方面情况的真实记录，是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科
学发展、维护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依据。做好新形势下档案工作，对于
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序 这是一本介绍四川省档案馆有关馆藏情
况的书，这更是一本让我们走进四川档案，追溯和传承巴蜀历史和文明的书。 四川省档
案馆系省级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的一百三十余万卷档案资料中，有被史学界誉为“一
座内容极其丰富的文献宝库”的清代巴县衙门档案，还有珍贵的四十余万卷民国时期档
案，更有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反映四川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人
文等方面发展变迁的档案。这些档案资料是巴蜀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中国
近现代史的珍贵史料，更是四川的一笔极其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档案作为党和国家各
项工作和人民群众各方面情况的真实记录，是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维护党和国
家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依据。做好新形势下档案工作，对于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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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做好新形势下档案工作，就要坚持以服务党和政府工作大局、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人民群众需求为根本任务，努力推进档案资源体系、利用体系
和安全体系建设同步协调发展，使档案工作跟上时代进步、实现应有价值和发挥积极作
用，让社会大众充分体验方便快捷的档案服务和感受厚重悠远的档案韵味，更加有效地
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档案工作的服务对
象、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档案馆的价值与作用越来越与经济社会发
展紧密关联，“政府信息公开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成为档案馆的重要标识
。加强对档案信息的分析研究、综合加工和深度开发，提供深层次、高质量档案信息产
品，不断挖掘档案的价值，理应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遵循。把档案馆建成思想智
库、文化宝库和记忆富库，既是职能的使然，也是工作的延展，更是社会的期待。 因此
，要把提供档案信息服务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努力创新服务形式，依法做好档
案查阅服务，改进查阅方式，简化利用手续，主动开发档案资源，拓展服务渠道，最大
限度满足利用者需求，全方位为社会提供档案信息服务，切实做到便民利民惠民。 要在
推进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上着力，不断强化服务功能，既做好帮助有关单位建立和
管理档案的服务，又做好为社会各方面提供档案利用及政府公开信息、其他信息的服务
，同时积极把涉及民生的各类档案、信息及时整理、鉴定出来，优先提供利用，更好为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提供支持。 要以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社会共享为目标，切实促进资
源共享，积极稳妥推进数字档案馆（室）建设，努力搭建开放的档案信息平台，着力推
进城乡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积极推进档案服务向基层一线延伸，真正建立起方便人民群
众的档案利用体系，使档案公共服务惠及社会和公众。
我想，这也是本书编写者们的初衷和愿望吧。 基于此，本书秉承鉴往知来的理念，以需
求为导向、以服务为根本，通过系统详实的档案史料介绍，全面客观反映了四川省档案
馆馆藏档案情况，旨在努力达到档案馆与社会和公众需求之间的高度契合。 过去已经成
为历史，历史必将告诉未来。我们要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引领，更加自觉地肩负
起历史赋予的职责与使命，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勤勉工作，努力为全面实施“三大发
展战略”，推进四川“两个跨越”，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作出不懈的努力与积极的贡献
。 是为序。 丁成明 二0一五年六月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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