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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工作报告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主任 王洋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 

欢迎大家参加 2023年度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工作会议。

经历了三年的疫情，终于在线下相聚。过去一年对中心所有人来

说都是振奋的。它标志着从疫情下的业务模式中走出来，迎接新

常态的开始。在这一年中，中心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积极拓

展新的合作模式，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通过技术革新优化业务

流程，加强与分中心和各级用户的联系和交流，了解用户需求，

改进中心的服务工作。 

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分享本中心在过去一年里的主要工作和

成就。这包括在意识形态建设、数据构建、用户服务、业务创新

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同时，我也会介绍中心接下来制定的发展规

划。 

一、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落实元

数据共建共享工作中意识形态责任制 

中心在过去一年里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老专家回

信的号召，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充分

利用中心在全国公共图书馆资源建设和组织工作中的关键地位，



- 2 - 

 

严格落实元数据共建共享工作中意识形态责任制。这一年中，在

意识形态工作上取得了显著进展，相比于 2022 年，2023 年的意

识形态工作处理数据量下降了 37.4%。这一变化的背后，一方面

得益于全国出版机构在出版质量审查环节的严格把关；另一方面

也体现了包括国图在内的分中心和上传馆在资源建设工作中对

意识形态的深入理解和高度重视。 

通过不断提升团队的专业能力和意识形态敏感度，我们有效

减少了后续处理工作量。这种努力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更重要

的是，确保了书目数据的准确性与合规性，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

化思想，加强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的具体体现。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加强对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工

作的重视。借助中心实体资源馆藏平台的功能，通过完善与省级

分中心建立的意识形态联络人机制，向全国公共图书馆分享可能

包含意识形态风险的文献提示。 

二、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建设我国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

设和组织工作的基础设施 

（一）基础数据建设方面 

截止 2023 年 11 月底，中心共有书目数据 1636 万条，规范

数据 209 万条。本年度接受用户上传书目数据 6.8 万余条。馆藏

平台现有馆藏总量约 6672 万条。为全国用户提供书目数据下载

首次超过 1500 万条，达到了 1560 万条。在用户拓展方面，联合

编目中心用户总量达到了 4913家，相较上一年度增加了 23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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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图书馆用户 4172 家。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在基础服务领域

取得了稳步的增长。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为广大用户提供更加高效、

便捷的服务，让联合编目平台发展成为全国图书馆元数据资源的

基础设施。 

（二）用户培训方面 

5 月 23—26 日，为期 4 天的 2023 年度全国联合编目中心上

传资格培训班在山东省烟台市举办。本次培训是 2020 年以来首

次采用线下培训、线下考试的方式。考试依然在中心题库抽题，

并首次在试题中引入填空题，丰富了试题类型。另外，今年的考

试中心首次采用答题卡的形式答题，提高阅卷及分数统计效率。

来自全国 30 个省市及自治区的 96 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为推

动质量监控员工作的开展，本次培训为参与中心数据审校工作成

员馆的 6 名学员免除培训费。 

（三）改进用户体验方面 

根据用户反馈，为了更好的揭示中心的书目数据，将 091 字

段和 092 字段的检索点加入 ISBN 检索项中，实现了用户在 ISBN

号字段中检索统一书刊号和订购号的检索。调整索引点以后，可

以在其他图书馆系统里通过 Z39.50 协议实现检索。 

在盲文数据方面，按照与中国盲文图书馆沟通后的业务方案，

对现有盲文数据进行了规范化和标准化工作，以提高数据的准确

性和可用性。启用盲文图书、盲文期刊等文献类型，优化主题标



- 4 - 

 

引；根据用户反馈和历史变更，更新了部分盲文数据中的出版者

信息，改为“中国盲文出版社”。 

（四）国家书目工作 

本年度，中心利用自身的数据积累，完成了与国家图书馆

2010 至 2020 年间书目数据的同步和完善工作。新增了各类文献

类型的书目和馆藏数据，共计 181,334 条，并完善了其中 26,586

条简编数据信息；更新了 424,963 条书目数据；增补了 6012 条

大陆地区书目.同时加强意识形态审核，审校了台湾、香港和澳

门地区的 6000 条书目数据；将 1712 条国内出版的外文书目数据

转换为中文书目数据格式，提高了数据的一体化程度。 

三、创新工作——以实际需求为出发点，探索实体资源建设

服务新路径 

（一）推进名称规范共享业务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在推广国家图书馆名称规范数据方面

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我们的主要工作和成就包括： 

1.业务宣传与推广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名称规范，我们先后与广州市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机构进行了深入的洽谈和合

作，讨论了名称规范在这些图书馆部署实施名称规范共享服务的

可行性，并协助拟定实施所涉及的预算等支出。 

2.国内系统软件的适配 

我们与广州图创和深圳 ILAS 两家公司的技术负责人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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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讨，讨论了将名称规范服务整合到两家公司图书馆集成系

统中的技术可行性。这一探讨的目的是推动国内图书馆集成系统

软件的支持，从而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名称规范控制工作的实施

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 

3.名称规范共享模式的探索 

我们还与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作为名称规范工作

的合作伙伴，分别讨论并制定了两种不同的名称规范共享实现模

式。这两种模式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受控方式，以适应两馆的具体

业务需求。针对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用户的不同需求，我们

进一步制定了两套书目数据同步方案，确保了各自领域的数据同

步工作能够满足不同的数据标准要求。 

4.名称规范挂接工作的创新 

在过去一年中，中心在协助用户挂接名称规范工作中也取得

了一些进展。利用中心的技术积累，为不同来源的书目数据测试

了合适的查重项，并大幅优化了名称规范数据与书目数据的挂接

效率。使得原本需要大约一个月完成的数据同步工作缩短至两个

工作日以内。基于该项成果，中心与复旦大学图书馆进行了两次

成功的数据挂接测试，并在年末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完成了一

次试验性数据挂接测试，均取得了对方的认可。该项业务的成功

不仅展示了中心在业务工作上的积累，也解决了接下来中心面向

国内大中型图书馆推广名称规范业务的难点之一。 

（二）探索提供书目数据完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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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的真实需求，我们启动了针对成员馆的书目数据完

善服务项目。利用我们多年建设实体资源馆藏平台的丰富经验，

中心专门设计并实施了一套高效的查重逻辑和程序。该程序快速

将成员馆的书目数据与中心的数据进行对比，有效地为成员馆提

供识别出的匹配书目数据。由成员馆自行决定是否直接替换匹配

上的书目数据，以及如何处理重复数据。 

这项服务不仅体现了中心对中小型成员馆历史数据回溯工

作的支持，也是我们在数据管理和资源共享方面持续创新的重要

举措。通过这种服务，我们不仅提升了成员馆书目数据的质量，

也加强了整个图书馆网络的资源整合与协同效率。此外，此举进

一步巩固了我们在图书馆领域内的合作关系，为未来更多的合作

与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探索商业用户数据质量评价方案 

在过去数年的不懈努力下，我们中心联合全国分中心和骨干

成员馆，逐步建立了针对书目数据的监控机制。通过精心选取和

比对字段，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针对书目数据质量的评价机制。

为了提高馆配商上传数据的质量，我们开始尝试运用历史库功能，

对馆配商的数据质量进行打分，并以量化指标来评价其数据质量。 

今年，我们对这套评价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新优化的

体系以上传数据质量为基准，并综合考虑上传数量和时效性等因

素，对上传机构进行全面的量化评价。目的是为了公正客观地反

映各上传机构的整体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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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分中心主任会议上，我们希望就这套机制的设计和考

量与大家进行深入讨论。我们的目标是使商业用户上传数据质量

的管理更加透明化和数据化，从而推动中心数据整体质量的持续

提升。 

四、分中心工作进展 

在全国各分中心的不懈努力下，我们在 2023 年度在多个关

键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一）资源建设方面 

浙江省分中心改进了馆藏发展政策和文献采访条例，以更好

地适应图书馆的发展需求。湖北省分中心修订了规章制度，并制

定了新的编目著录细则，有效提升了编目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江

西省分中心与江西省财政厅合作，制定了图书资料购置费支出标

准，规范了文献资料的采购过程。江苏省分中心推动了“陶风采”

服务，提高了图书选择和购买的效率。重庆市分中心则建立了首

家“重庆影视资料库”数据库，这是对地区文化资源的重要整合。 

（二）业务培训方面 

各省级分中心积极开展了多项业务培训活动。广东省分中心

为清远市图书馆员提供了跟岗业务培训，四川省分中心在遂宁和

达州举办了培训课程，而黑龙江省分中心则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

编目业务培训。贵州省分中心举办了书目数据质量培训班，甘肃

省分中心则专注于特色编目业务培训。 

（三）特色活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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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分中心参与制作了明盲文对照少儿读物，为盲文文献

服务提供了新的业务思路。广西壮族自治区分中心协助举办了广

西公共图书馆业务技能大赛。山东省分中心参与了奎虚图书奖评

选工作，安徽省分中心进行了“服务外包环境下的采编工作调查”，

而吉林省分中心在世界读书日组织了“吉图荐书”活动。 

（四）系统建设方面 

广东省分中心成功上线了无纸化编目系统和自动分拣系统。

陕西省图书馆更换成 UILAS 系统，重新组织了联合目录建设。贵

州省分中心完成了联合编目客户端系统和集群统一检索系统的

建设。内蒙古分中心负责的全区联编系统预计将于 2024 年正式

启用。 

2023 年各分中心在面对挑战中表现出了极大的韧性和创新

能力。在克服了之前年份经费和资源的限制后，分中心们不仅成

功保持了常规工作的稳步推进，还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和创新。每个分中心的具体成就和经验都记录在各自的报告中，

联编中心办公司已经汇编成册,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共享成功经

验。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以覆盖全国图书馆主要馆配服务商为目标，继续加大

推进商业用户拓展力度 

中心将继续扩大商业用户的覆盖范围，特别是聚焦于全国主

要的馆配服务商。希望通过加强与这些关键服务商的合作，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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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与各成员馆服务的相关性，扩大中心服务的广度和影响力，

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完善面向全国商业用户数据质量监管流程，

通过数据质量评价机制，约束商业用户数据建设的质量。这不仅

将增强我们服务的吸引力，也将促进整个图书馆系统的高效运作

和用户满意度的提升。 

（二）建立国家书目业务流的完整方案 

中心正在着手梳理国家书目业务流程方案。这个方案将基于

编目业务流程一体化的思想，优化编目加工的权限体系。以提高

国家书目的数据更新效率，从而确保信息资源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未来通过这一方案的实施，我们期待提升整个国家书目系统的运

作效率，让数据质量符合最高标准。 

（三）名称规范推广和关联数据标准化 

与合作图书馆就已经协商的合作模式进行实际操作，确保名

称规范的有效推广。此外，我们计划测试基于 Z39.50 系列标准

的名称规范共享服务方案。这项测试旨在标准化和简化名称规范

的共享过程，提高各成员机构间名称规范的一致性和数据共享的

效率。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期望进一步加强名称规范的实用性和

普及率。 

各位同仁，党的二十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伟大号召声声在耳。追风

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未来一年，让中心继续团结协作，

同心聚力,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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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和实践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为推动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做

出新的贡献。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