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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相关标准发展的
内在驱动力

“PART ONE”
何为编目？

狭义
为图书资料目录编制款目的过程。包括书目

描述、主题分析和分类符号的分配等。所有

的编目工作均由训练有素的编目员担任，并

进行有效管理

对象：图书资料

过程：编制款目

结果：书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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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目思想凝结了人类对资源揭示最深入的 思考

历史传承

规则指导下的编目员工作和质量控制

高质量

目录中的信息具有结构上的 一致性

高度结构化

图书馆书目数据的 优势

250 B.C. 16世纪 17世纪 1841年 1876年 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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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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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1620年

清单的职能
《在全部学术领域指

引人们写作之表记》

《九十一条》：

目录的功能：记录著作

揭示其各种版本、译本及相关的著作

卡
特

《字典式目录规则》

柳
别
斯
基

《编目规则和原则》

目录功能思想的历史传承

1961年

巴
黎
原
则
声
明

规则：图书馆编目工作的 质量保证

读书网站 百科网站 社会编目网站

广义
对知识和信息的组织，使其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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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星图书馆

非遗数字化领域

都柏林核心

谷歌、雅虎、微软

schema.org

元数据规则

全面性：信息 /知识

开放性：在互联网中可访问

保守性：只针对印本图书、手稿

封闭性：数据只在图书馆系统内部流动

狭义 广义

何为编目？

编目对象的变化

编目环境的变化

适应环境变化是标准发展变化的核心

FR家族模型

从数字化到数据化

实体-关系模型成为编目领域的 “元模型”

用户便利性

满足用户任务是书目记录的
“初心”和“始终”

关联数据是图书馆与其他信息组织系

统进行信息交换的关键

数据关联化是图书馆目录
要达到的目标

编目环境 用户任务 实体-关系模型 关联数据

从编目到元数据管理

资源描述相关标准发展的
具体体现

“PART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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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FR家族，消除矛盾，归于统一

IFLA LRM

ICP

RDA

BIBFRAME 以网络为中心、随时随地相互关联持续更新优化

RDA Toolkit重构与再设计（ 3R项目）

脱胎于1961年巴黎《原则声明》

经过多年酝酿、修订

针对全新的编目环境和编目任务

国际图联图书馆概念模型

书目框架资源描述与检索

国际编目原则声明

1961年巴黎《原则声明》

协调了西方两大编目体系 ——英美体系和普鲁士体系

促成了国际范围编目原则的统一

ICP的发展

2009年《国际编目原则声明》

扩大了编目的范畴和编目对象的范围

提出了9个纲领性的原则

ICP的发展

确立“查找、识别、选择、获取、浏览 ”五大功能

采用了实体、属性、关系术语

2016年《国际编目原则声明》修订版

总原则从9 条增加为13 条

ICP的发展

目录功能的新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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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 2009 ICP 2016
（1）用户的便利性

（2）通用性

（3）表达性

（4）准确性

（5）充分性与必备性

（6）有意义

（7）经济性

（8）一致性与标准化

（9）集成化

（10）互操作性

（11）开放性

（12）可访问性

（13）合理性

（1）用户的便利性

（2）通用性

（3）表达性

（4）准确性

（5）充分性与必备性

（6）有意义

（7）经济性

（8）一致性与标准化

（9）集成化

ICP 2009 ICP 2016

查找

识别

选择

获取

导航和探索

查找

识别

选择

获取

导航

整合FR家族，消除矛盾，归于统一

IFLA LRM

ICP

RDA

BIBFRAME 以网络为中心、随时随地相互关联持续更新优化

RDA Toolkit重构与再设计（ 3R项目）

脱胎于1961年巴黎《原则声明》

经过多年酝酿、修订

针对全新的编目环境和编目任务

国际图联图书馆概念模型

书目框架资源描述与检索

国际编目原则声明

1998 - 书目记录

FRBR

2009 - 规范记录

FRAD

2011 - 主题规范记录

FRSAD

IFLA LRM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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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模型不一致性 一般化程度较低 编目系统完整性

三模型对某些相同问题的认识存在差异

模型的平面结构降低其一般化程度，使整个模型的逻辑性受到影响

编目工作离不开对三个模型的应用 ，但分立的建模方式难免造成模型间使用障碍

IFLA LRM

保留  
   

合并  
   

一般化  
   

增加  
   

删除  
   

用户任务  

   

实体分析技术

IFLA LRM：2017

5个用户任务

11个实体、37个属性、36组关系

IFLA LRM的用户任务

任务 FRBR FRAD FRSAD IFLA LRM

1 查找（Find） 查找（Find） 查找（Find） 查找（Find）

2
识别
（Identify）

识别（Identify） 识别（Identify） 识别（Identify）

3 选择（select） 选择（select） 选择（select）

4 获取（obtain） 获取（obtain）

5 探索（Explore） 探索（Explore）

6
阐明关系
（Contextualize）

7 提供依据（Justify）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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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A LRM的实体

LRM-E1 资源

LRM-E2 作
品

LRM-E3 内
容表达

LRM-E4 载
体表现

LRM-E5 单
件

LRM-E6 行
为者

LRM-E7 个
人

LRM-E8 集
体行为者

LRM-E9 命
名

LRM-E10 
地点

LRM-E11 
时间跨度

FRBR（10） FRAD（16） FRSAD（2） 合集（18）

第1组实体
作品（Work）  
内容表达（Expression）
载体表现（Manifestation）   
单件（Item） 

第2组实体
个人（Person）
团体（Corporate Body ）

第3组实体
概念（Concept）
物体（Object）
事件（Event）
地点（Place）

书目实体
作品（Work） 
内容表达（Expression）
载体表达（Manifestation） 
单件（Item） 
个人（Person）
家族（Family）
团体（Corporate Body ）
概念（Concept）
物体（Object）
事件（Event）
地点（Place）

规范实体
名称（Name）
标识符（Identifier）
受控检索点（Controlled 
Access Point）
规则（Rules）
机构（Agency）

主题（Thema）
（希玛）
主题表述（Nomen）
（诺门）

作品（Work） 
内容表达（Expression）
载体表达（Manifestation） 
单件（Item） 
个人（Person）
家族（Family）
团体（Corporate Body ）
概念（Concept）
物体（Object）
事件（Event）
地点（Place）
名称（Name）
标识符（Identifier）
受控检索点（Controlled 
Access Point）
规则（Rules）
机构（Agency）
主题（Thema）
主题表述（Nomen）

合并到新实体 彻底删除

IFLA LRM中的属性

实体 属性 数量

Res 类别、附注 2

Work 类别、代表性内容表达的属性 2

Expression 类别、数量、读者对象、使用权利、地图比例尺、语言、
调、表演媒介

8

Manifestation 类别、数量、读者对象、载体表现说明、检索条件、使用
权利

6

Item 馆藏地、使用权利 2

Agent 联系信息、活动领域、语言、 3

Person 职业/工作 1

Nomen 类别、命名串、体系、读者对象、使用环境、参考源、
语言、文字、文字转换

9

Place 类别、位置 2

Time-span 开始、结束 2

合计 37

IFLA LRM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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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FR家族，消除矛盾，归于统一

IFLA LRM

ICP

RDA

BIBFRAME 以网络为中心、随时随地相互关联持续更新优化

RDA Toolkit重构与再设计（ 3R项目）

脱胎于1961年巴黎《原则声明》

经过多年酝酿、修订

针对全新的编目环境和编目任务

国际图联图书馆概念模型

书目框架资源描述与检索

国际编目原则声明

AACR3 RDA Toolkit

更名RDA 3R项目

2004 2005 2010 2017

RDA的发展

RDA Toolkit beta 阶段性完成声明

英文稳定版 官方版切换

2018.6.13 2019.4.30 2019.10.15 2020.12.15

RDA的发展

• IFLA LRM的新思想需要在 RDA中

体现

• 尽可能对现有规则一般化处理，

更好地反映当前的数据管理实践

• 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

• 改进工作流程、优化用户体验

• 改进工作流程，更好地支持翻译

• 支持三个社区的发展战略 :

• 国际社区

• 文化遗产社区

• 关联数据社区

3R项目的目标

内容重构 界面重设计 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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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不同国家图书馆和编目社区的政

策声明。

包含RDA定义的13个实体、与每个实体

相关联的RDA数据元素以及记录每个数

据元素的规则。

政策

实体

包含不属于前三种类别的有用的文档

资源，如术语表、 RAD词汇表编码方案、

AACR2等。

根据特定的情境和背景对规则进行了

扩展，对涉及多个数据元素的情况进

行专门说明。

资源

指南

01 02

04 03

新RDA的结构框架：四大选项卡

内容变化

结构变化

• 体例编排的变化

• 编号规则的变化

• 规则弹性的变化

• 实体、属性、关系的变化

• 编制范围的变化

• 术语的变化

POST WORK 
PLANNING
Please enter the relevant text content here. 

Operation method: select all the text in this 

paragraph with the mouse, and enter the 

text directly to replace it. The text format will 

not change.

实体、属性、关系

 定义超类实体“RDA实体”（RDA 

Entity）而非“Res”

 与RDA传统实践相衔接，新版 RDA保

留了“家族”和“团体”两个实体，

共计13个实体

 新版RDA中，与实体相联系的属性

和关系被明确称为“元素”

 在新模型的基础上， RDA根据自身

需要定义和增加了大量附加的属性

 对新模型中的关系进一步细化，并

通过“元素参考”版块指明关系元

素的定义域和值域，以及表达关系

的标签

编制范围的变化

  原版RDA中关于概念、物体、事件

等与主题相关的“待补充”章节被

删除，新版RDA不包含具体的主题

编目规则

   新版RDA包含主题书目关系，并

提供了相应的关系元素

术语的变化

 IFLA LRM的新术语，如代表

性内容表达的属性、载体表

现说明、合集、定义域、值

域等

 旧概念被赋予的新名称

 明确了记录方法的 “四路径”

新版RDA“撕裂”原有章节，采用下拉菜

单的方式呈现内容。

新版RDA奉行“一切可选”的原则，除非

RDA规定了“最低描述”的内容，进一步

增大了规则的弹性。

新版RDA取消了条款编号，根据需要，引

入了引文编号。

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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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FR家族，消除矛盾，归于统一

IFLA LRM

ICP

RDA

BIBFRAME 以网络为中心、随时随地相互关联持续更新优化

RDA Toolkit重构与再设计（ 3R项目）

脱胎于1961年巴黎《原则声明》

经过多年酝酿、修订

针对全新的编目环境和编目任务

国际图联图书馆概念模型

书目框架资源描述与检索

国际编目原则声明

BIBFRAME

01 02
通过资源描述框架（ RDF）表述 发布为关联数据

资源描述框架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RDF

• 用于表达关于万维网上的资源的信息的语言

• 一个RDF文件包含多个资源描述，而一个资源描述是由多

个语句构成

• 一个语句是由资源、属性类型、属性值构成的三元体，

表示资源具有的一个属性。

• 主+谓+宾

关联数据
Linked Data

• 是与其他数据相互链接的结构化数据，因此通过语义查询

• 使用URI为资源命名

• 使用HTTP URI使资源名称可以被查询

• 使用RDF为资源提供有用的信息

• 包含到其他URI的链接，以便发现更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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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启动

了书目框架计划。长远而言，该行动旨

在转变现有观念，重新设计一个 以网络

为中心、随时随地相互关联 的全新书目

环境。

建立模型的宗旨

BIBFRAME不仅仅是目前图书馆界通用的

MARC格式的替代者，而是作为网络化世

界的一部分，是未来文献著录的基础 。

其目的是集成并参与到更广泛的信息世

界，同时满足包括图书馆在内的类似信

息保存机构的具体要求。

新模型的目标

1. 厘清概念性内容及其载体表现之间

的区别； 2. 聚焦对于信息实体的明确

识别；3. 揭示并利用实体内部及实体

之间的关系。关注点将从获取和记录图

书馆资源的描述性细节，转移到识别和

建立资源内部及资源间的关系上

模型关注的方面

模型必须适应于各种内容模型与具体的

实现，同时保证图书馆间的数据交换。

它也应支持包括图书馆界新出现的元数

据规则和内容标准 ，比如RDA。因此，

书目框架模型必须 既能扩大又能缩小书

目数据交换的格式集

模型的适应性和可扩展性

模型变化

BIBFRAME 1.0模型

模型变化 模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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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属性变化

项目 BIBFRAME 1.0 BIBFRAME 2.0 BIBFRAME 2.1 变化情况 变化原因

类 53 176 193 +140 属性改为类
新增与属性对应的类
删除类
改名类……

属性 289 197 209 -80

合计 342 373 402 +60

类（首字母大写）

属性（首字母小写）

BIBFRAME先导项
目
BIBFRAME Pilot

第一阶段

2015.9.8—2016.3.31

44位编目员

创建了2000多条BIBFRAME原始记录

为BIBFRAME本体的开发提供了重要信
息

为编辑器功能的改进提供了信息

采用1.0 词表和1.0 版编辑器

书籍、连续出版物、地图、动态图像、
静态图像、音乐

转换MARC记录
使用MARC21和BIBFRAME两种格式进行
编目

BIBFRAME先导项
目
BIBFRAME Pilot

第二阶段

2017.6—

60位编目员，后增至

120名

真实的BIBFRAME编目环境

双重编目
• 先BIBFRAME，后MARC

强化“Thinking  in RDA”理念

采用BIBFRAME 2 .0 词表

2019年开始与SAMHÆNG公司合作开发
Marva编辑器
2021年开始试运行

MARC记录已转换为BIBFRAME记录
（2018.3）
• 1900万作品记录
• 2400万实例记录
• 2260万单件记录

LC宣布
BIBFRAME 100
计划

2021
100%编目员
（350名）使用
BIBFRAME

100

每周100%时间，
即一周5天

100

2021年底实现

原计划

争取2022年底
实现

现计划

BIBFRAME 100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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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国

家图书

馆

德国国家

图书馆

LD4P
Share-

VDE

其他BIBFRAME 项目

建立涵盖图书馆元数据创建、共享和重用全过程的

完整工作模型

LD4P

以关联数据发布图书馆联合目录

Share-VDE

名称规范数据关联数据化

PCC任务组： MARC中的URI

德国国家图书馆

Libris XL ：首个实际使用的基于关联数据的系统

瑞典国家图书馆

德国国家图书馆：
德国名称规范文档（ GND）的建设和关联数据化应用

来源：王兴兰. BIBFRAME的发展及其在国内外图书馆的应用 [J]. 图书馆杂
志, 2022, 41(03): 79-87.

瑞典国家图书馆： 率先发布全国联合目录为关联数据

安妮·艾尔诺：

《悠悠岁月》

瑞典语版

瑞典国家图书馆： 率先发布全国联合目录为关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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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国家图书馆： 率先发布全国联合目录为关联数据 Share-VDE：采用BIBFRAME框架的关联数据发现项目

https://www.svde.org/

Share-VDE：采用BIBFRAME框架的关联数据发现项目 Share-VDE：采用BIBFRAME框架的关联数据发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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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VDE：采用BIBFRAME框架的关联数据发现项目

MARC之下的数据关联化

“PART THREE”
MARC老矣
尚能用否

01 02
当前阶段不具备切换至 BIBFRAME的条件 UNIMARC针对RDA作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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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MARC书目记录格式为 FRBR化显示所作的修订

576 名称/首选检索点 - 识别作品

577 名称/首选检索点 - 识别内容表达

该字段包含名称 /首选题名条目，用于标识载体表现中所

体现的作品。 字段 506 可以链接到描述该作品的记录

当没有与题名关联的名称时，应使用字段  506 而不是 

576

该字段适用于符合 FRBR 模型的目录，用于描述载体表现

的记录。在此类目录中， 506、507 、576、 577 取代500

字段

在书目记录中加入规范记录

576 名称/首选检索点 - 识别作品

红楼梦 石头记

576 11$3中文名称规范记录 $c(清)$a曹雪芹$f(1715/1724~1763/1764).$t 红楼梦

576 11$3中文名称规范记录 $c(清)$a曹雪芹$f(1715/1724~1763/1764).$t 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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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字段包含名称 /首选检索点，用于标识作品的特定内容

表达，该内容体现在记录中描述的载体表现中。字段  577 

可以链接到描述该表达式的记录

当没有与表达式标题关联的名称时，应使用字段 507 而不

是577

该字段适用于符合  FRBR 模型的目录，用于描述载体表现

的记录。在此类目录中， 506、507 、576、 577 取代500

字段

在书目记录中加入规范记录

577 名称/首选检索点 - 识别内容表

达

576 11$3中文名称规范记录 $c(清)$a曹雪芹$f(1715/1724~1763/1764).$t 红楼梦 576 11$3中文名称规范记录 $c(清)$a曹雪芹$f(1715/1724~1763/1764).$t 红楼梦

577 11$3中文名称规范记录 $c(清)$a曹雪芹$f(1715/1724~1763/1764).$t 红楼梦$m汉语 577 11$3中文名称规范记录 $c(清)$a曹雪芹$f(1715/1724~1763/1764).$t 红楼梦$m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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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BR化显示

BIBFRAME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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