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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2019年度工作会议，很高兴能在美

丽的贵阳与大家进行一年一度的沟通交流。 

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内采编领域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CALIS正式推出筹

建近三年的采编一体化平台，拉近了图书馆与出版社的距离；FOLIO作为下一代

的图书馆平台进入了国内图书馆界的视野，这为 BIBFRAME 进入书目生产环节提

供了系统基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编目工作将由平面化的书目记录向关联化、

知识化的数据集合转变。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切实履行公益性服务的职能，

在保障现有业务稳定的基础上，将继续围绕全国图书馆采编业务进行拓展，与全

国分中心、成员馆一起迎接编目领域新的变革。 

接下来，我将对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这一年中的工作进行总结，并给

出中心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供大家在会议期间讨论。 

 

一、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持正确的信息导

向，坚持公益性服务，大力拓展联编中心影响。 

中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规范书目数据下载服务，调整了书目

服务中包括显示顺序、数据内容等，加强了数据的正确引导，牢固树立意识形态



阵地的观念，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立覆盖各业务环节的意识形态管

理机制。 

本年度，中心继续向全国各级图书馆和数据用户提供免费数据下载约 1150

万条，包括中文、西文共 28 种不同文献类型的书目数据。提供规范数据以及馆

藏数据的免费查询。2018年 10月，面向分中心和骨干成员馆举办了一次公益性

业务培训工作。今年中心还会继续开展这种基于采编业务能力的公益性培训，届

时欢迎大家来交流探讨。 

 

二、 稳步开展数据建设工作，联合全国分中心和成员馆共同打造图书馆

元数据基础设施 

2019 年度，中心新增中文书目数据 542,943条,同比下降 8.6%；外文书目数

据 90,370 条，同比上升 19.6%；新增馆藏数据 1050 万条，同比上升 1554%，新

增成员馆 113 家，同比下降 53.68%。透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到这一年来我国书业

和图书馆行业的变化。因为联编馆藏平台的正式使用，馆藏处理数量相对往年迅

猛增长；新增成员馆数量的下降一方面由于联编的在公共图书馆领域成员馆数量

已经接近饱和，另一方面本年度联编进行了一次账号梳理工作，删除重复无效账

号 32个。 

继接收蒙文文献书目数据后，本年度中心接收了吉林省延边图书馆提交的朝

鲜文书目数据，继续扩充各民族语言文献资源元数据，完善国家书目库的建设。

在浙江新华和广东大音两家公司加入中心数据上传工作后，本年度新增人天公司

正式加入联编的书目数据上传工作，向中心提交书目数据。中心的数据时效性稳

步提升。 

截止 2019年 7月底，中心已经拥有书目数据 1354万条，规范数据 182万条，

全国馆藏数据 4800 余万条。其中馆藏数据每年还在以 1000 到 1500 万条的速度

迅猛增长。中心的馆藏数据也已经在国图文津搜索、网络书香以及公共数字文化

工程文旅 e家项目中得到了应用。 

在馆藏数据完善方面，本年度重点拓展了华东地区图书馆的馆藏，新增了



16 个市县级图书馆采集信息。并正式启用馆藏查重的软件接口和人工模块，今

年年底馆藏的工作纳入常规业务工作流程中，馆藏数据的建设和维护工作将进入

一个良性循环。 

在规范数据方面，经过几年的筹备，今年中心正式立项开展推广名称规范数

据工作，具体接口方案已经在与公司洽谈中，在筹备的过程中，得到了广大分中

心和成员馆的支持，尤其是上海分中心参与的历史数据回溯方案的尝试以及复旦

大学参与的高校数据名称规范受控的需求，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名称规范数据是

图书馆行业文献组织工作重要的手段，受技术手段限制，一直是每个馆独立建设。

此次有机会能面向全国进行推广，也希望可以借此实现全国编目工作更加紧密的

合作。 

除了上述中心已经拥有的三种数据类型外，今年中心也在尝试引入采访数据

作为第四种元数据。采访数据作为书目元数据的一种，主要由出版社和出版公司

提供，与正式书目数据相比，数据时效性较强而品质较低。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在

开展前期平台的搭建，我们将在工作会议中为与会领导和专家展示目前的实现效

果，以及就如何继续开展采访数据建设开展讨论。 

书目数据、馆藏数据、规范数据、采访数据，以及未来条件成熟的时候引入

书影信息，这共同构成了我们心中图书馆实体文献数据的基础设施。为此我们将

在未来与全国公共图书馆的同仁稳步推进各项数据的建设工作。把图书馆的基础

服务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 各分中心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展本地区业务工作，做出了突出的

成绩。 

在全国各分中心的努力下，本年度在各地区的联合编目工作也取得了出色的

成就。 

广东省分中心自主开发了 “图书采访数据”上传系统，每两个月向全省基

层图书馆分享新书书目资源，山东省分中心扩建了“鲁图馆社联盟”平台，吸引

了 80余家出版社入驻，其他各分中心也有在本省内建立类似采访库的尝试。 



在地区编目业务培训工作上，山东省分中心举办的山东地区图书馆采编业务

研讨培训班、四川省分中心举办的联编系统建设和中文图书机读目录格式培训班、

云南省分中心举办的 2018 年度云南省公共图书馆采编业务骨干培训班、江西省

分中心举办的全省公共图书馆采编业务培训班、宁夏分中心举办公共数字文化第

一期培训班等。 

在制度建设上，四川省分中心针对地区总分馆工作，制定了 12 个总分馆制

细则，覆盖了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各个方面的业务工作。上海市分中心对外修

订了中心各类型用户协议，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优化用户申请流程，提升了服

务的品质。黑龙江省分中心起草了《黑龙江省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数据规范（征

求意见稿）》，为全省地方文献甘肃做好规范建设。 

本年度，天津市分中心、少儿分中心、四川省分中心以及辽宁省分中心都在

使用不同的方案构建自身的联合编目系统平台，带动区域或行业内的其他图书馆

共同进行联合编目工作的建设。 

此外，浙江省分中心与江苏省分中心开始向美国 OCLC 上传本馆馆藏数据，

开展本馆馆藏资源的国际共享工作。 

由于时间关系各个分中心工作难免挂一漏万，另外各分中心对于联编相关业

务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如有遗漏的将在后续的分中心主任会上继续交流。 

 

四、 下一步的业务工作 

联编中心将继续按计划稳步推进现有业务工作的开展，其中部分业务工作将

在未来一年里取得一定的进展。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用户培训的考试题库建设工作：中心联合质量监控员已经开始进入出

题审题流程。经过近两年的筹备，联编计划于明年上传资格培训中正式启用在线

考试方案，届时原三天培训加一天考试的模式，将调整为三天培训后就返回各自

单位，约定时间统一参加网络考试的模式。希望通过标准化编目资格的考试，统

一不同培训批次的考试标准，提高编目资格认证的普及程度。从另一方面，为了

过渡编目考试的方案，中心将给予学员一定的补考机会，具体的考试方案调整将



在明年资格培训前向公众正式推出。 

第二、Aleph 系统编目硬伤校验工作：目前在国内使用 Aleph系统的分中心

已经达到了 7家，该系统功能完善，但对维护要求相对较高，造成部分功能实施

难度比较大。为了解决分中心和成员馆的客观困难，中心在征求了分中心意见后，

决定牵头解决 Aleph 系统中部分与采编工作相关的功能实现工作。优先针对

Aleph系统实现编目硬伤的校验功能，同时考虑到该项业务功能也可以同时为其

他分中心的系统提供参考。因此这项业务将在分中心主任会上进一步讨论。另外

各个分中心如果还有共同使用的其他软件也可以组成工作群，大家互通有无，群

策群力，大家联合起来一起与软件商优化软件，提高业务工作效率，如有必要也

可以考虑纳入后续联编中心业务培训会上，为软件商与各个分中心搭建合适的交

流平台。 

第三、采访库建设：采访库功能是目前采编急需的系统建设方向，是解决目

前采访工作遇到困境的有效手段。但采访库的建设中，包括连接所有出版社、覆

盖图书馆服务、满足图书馆需求、引导出版社提供服务等难题都还有待解决，目

前的采访库功能希望解决出版社提交可供书目以及书影信息两方面的任务。因此

在建设过程中，做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设计。我们设计规划了一个大体的业务方案，

将在下午拿出来供大家讨论。 

除中心外，其他分中心在采访库建设工作中有了一些成果和经验，我们也邀

请他们在下午的分中心主任会上给大家做一介绍。 

第四、名称规范数据的推广工作：名称规范数据的推广工作是中心今年计划

开展的针对名称规范共享工作的一揽子方案，包括了历史书目的回溯，用户访问

建立关联，异构系统名称规范控制以及受控数据服务四个方面。目前中心已经与

公司就具体的接口和实现方法达成协议。名称规范数据的推广是整个名称规范工

作计划的第一步，中心希望通过名称规范的功能，着手建设全国图书馆资源中各

对象的关联关系，为基于关联数据的编目模型构建数据基础。在现有业务平台上

开展新型的数据结构建设探索。 

本次年会，我们衷心希望与大家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尤其是对中心几项重



点工作献计献策，齐心协力，力争在下一年度使我们的联合编目工作迈上一个新

台阶。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