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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2010~2011 年度 

工作报告 
 

毛雅君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主任 

 

各位来宾、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

心 2011 年工作会议，很高兴能在此与业界同行进行一年

一度的沟通交流。 
2010~2011 年度，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进入了

一个跨越式发展期，新系统的启用为我们扫清了障碍，

我们正在经历由单一的数据服务向构建完善的文献资源

保障体系的转变；其次，在馆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从今年

1 月 1 日起中心面向分中心和成员馆完全免费开放书目

信息资源，切实履行公益性服务的理念，这样的变化是

令人振奋的。这一年多来，中心的工作得到了分中心、

成员馆和数据用户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无论是新系统的

测试和试运行，用户帐号的变更，还是馆藏收割和质量

监控员队伍的组建，大家都倾力配合，取得了卓有成效

的进展。下面，我将对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2010~2011 年度工作进行总结，并提出下一阶段工作的

重点。 
 

一、主要工作 
1、用户拓展 
截止到 2011 年 4 月，中心直接数据用户已累计达

1220 家，成员馆 766 家，14 个分中心。 
2、数据上传和下载 
2010 年全年接收成员馆上传数据 24 万余条，下载

量 213 万余条，山西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海南省图

书馆通过数据测评加入了上传馆队伍，沈阳市少年儿童

图书馆正在积极申请；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开始尝试上

传港台数据。 
由于免费政策的逐步推广，成员馆下载数据量稳步

提升，截止 2011 年 3 月底下载量已达 617,382 条，较 2010
年同期增长了 36%。 

3、馆藏收割及联合目录建设 
中心自去年 9 月向分中心和部分成员馆陆续下发馆

藏征集的公函，收到了大家的强烈支持，截止目前已接

收 36 家分中心和成员馆的反馈，汇集馆藏总量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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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 万条，经过中心的核查、修改，完成查重灌装 23
家，能成功实现向各馆 OPAC 跳转的 16 家，中心馆藏数

据库总量突破 1600 万条。 
4、数据质量控制 
修订了中文图书著录细则，并下发征求意见稿，在

汇总成员馆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召开了馆内的研讨会，对

待商榷的问题进行了确认，统一国家图书馆和联编中心

的编目细则，尽可能缩减差异。 
质量监控员队伍正式组建，中心对提交申请表的候

选人进行了集中培训和考核，最终拟聘任 26 名质量监控

员作为我们第一批数据质量控制小组的成员，履行相应

职责。 
5、业务培训 
成功策划和举办了 2010 年新系统培训班，共有来自

分中心、上传馆和数据用户的 66 位代表参加，培训为期

两天，内容包括 Aleph 联合编目系统的规范与功能、客

户端安装及基本操作、第三方 Z39.50 下载、Aleph 编目

模块的使用方法及热键操作、新系统 MARC 规范、系统

检索、索引与下载以及 Aleph 联合编目系统工作模式与

流程，最后进行了上机操作考核。 
6、系统切换 

新系统完成测试和试运行后，中心正式进行了新旧

系统的切换工作，从数据的整理、查重、灌装到用户帐

号的整理、重建和发放，虽然工作量繁重但最终都有条

不紊地顺利完成，同时借此机会中心梳理了数据状况，

对遗漏数据进行了统一增补，截止 2011 年 4 月中心书目

数据总量已突破了 880 万条。此外为了保证平稳过渡，

不对用户造成太大困扰，中心一度执行新旧系统并行的

策略，对两套系统进行同期维护。 
 

二、分中心工作 
2010 年度分中心在常规工作（发展用户、数据共建、

组织培训、业务咨询等）的基础上涌现出了许多探索创

新的举措，值得推荐和学习。 
辽宁省分中心对全省 9 家图书馆上传的 684,907 条

数据进行了多次整合处理，重点处理了由于各馆著录方

式不同造成的数据重复接收的问题，并在相同数据下添

加馆藏，建成了拥有数据 180 多万条的全省公共图书馆

联合目录数据库；为充分发挥地区联编中心的作用，2010
年辽宁省分中心将地区联合编目的共建共享工作从书目

数据的共建共享发展到文献内容的共建共享，通过集中

采购的方式为二级分中心购买 3 个电子资源的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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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共享方式，解决基层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匮乏

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黑龙江省所有县区图书馆统一使用 INTERLIB 平

台，在统一系统平台的基础上，所有成员馆的馆藏都通

过同一平台对外发布，旨在为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提供

条件；黑龙江省分中心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召开全省联

合编目 2010 年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省分中心和各成

员馆的职能，下发了省中心现行使用的《中文普通图书

著录规则》和《黑龙江省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规范》，对

全省中文图书著录和数字资源著录进行规范，统一使用。 
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为了保证少儿中心及时开展

少儿文献的原始编目、审校工作，一方面，继续直接与

国内 24 家少年儿童出版社保持直接图书供应关系，采用

“纲目订书”模式，在第一时间获得各出版社新书审校样

本；另一方面，自 2010 年 8 月起承担起国家图书馆少儿

文献样本审校编目工作，在确保数据质量的同时，不断

提高审校、提交当年少儿文献书目数据的时效性。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中心针对基层图书馆提出的要求

搭建联合编目沟通和交流合作平台的建议，与本馆网络

中心联合申报“广西公共图书馆联合编目网站”课题项

目，并于 2010 年 9 月签订课题合同，预计 2011 年底完

成网站制作。此外将该地区的联合编目工作与文化共享

工程各项活动结合起来开展，例如：在 2010 年 12 月举

办的“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培训班”上专门安排联合

编目软件与操作的培训，指导学员充分利用联编中心的

数据，节约成本。 
 

三、下一阶段工作重点 
新系统上线为联合编目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

面向业界的全面免费政策又为联编事业的拓展提供了政

策支持。下一阶段，联编工作面临着由单一的数据服务

向构建完善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转变，由立足国内用

户向持续加大海外市场拓展的转变，由主要面向业界服

务向同时为出版社、书商和广大读者提供全方位服务的

转变，而这些转变的基础则是联合目录的建立和系统功

能的完善开发。 
目前我们已完成 11 家分中心和 7 家成员馆 640 余万

馆藏信息的添加，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将馆藏收割的范围

拓展到骨干市级馆。至于系统功能的完善开发，新系统

的开放性和扩展性为我们提供了无限可能，我们设想联

合目录系统与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系统、数字资源分发

系统以及着手开发的国家图书馆呈缴平台连接，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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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提供从采访查询、编目到流通以及远程数字资源服务

的全流程体验，真正实现国家图书馆资源的整合发布，

构建全国范围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而目前最迫切的需

求是完成异构系统上传数据功能的开发，以实现成员馆

工作流程与联合编目系统的无缝连接。 
其次，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借国家图书馆即将在

驻外文化中心设立图书馆的契机，中心借由新系统的扩

展可以规划为文化中心图书馆提供完备的系统作业平

台，远程实现功能、数据、流程的集成管理，届时无需

在各地重复设立本地的图书馆集成系统即可完成基本的

服务功能。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广中文数据在国外的使

用，从用户的角度出发也可以考虑制作 MARC21 格式的

中文数据提供服务，从而实现同步汇集海外中文文献的

分布信息，为构建全球中文文献保障体系获取资源。 
第三，跨行业合作方面，中心从去年开始参加了版

本图书馆组织的“中国标准书号申领信息提交规范”专家

研讨会，积极参与出版信息规范，以期打通行业障碍，

提高数据的规范性和统一性。同时借由新系统的扩展性

可以与出版社和书商的物流管理系统实现连接，届时将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图书馆编目行业的传统工作模式，大

大提高联合编目中心在行业内的竞争力，提高整个图书

产业链的运行效率。我们目前计划在新系统中建立一个

采访库，把多渠道采集的 CIP 数据、出版社数据、书商

数据按统一标准集中汇总，及时更新，以供成员馆用户

查询使用。 
第四，质量监控员队伍。未来三年工作重点除围绕

新系统开展一系列业务拓展外，还需要在质量监控员的

培养上倾注心力，毕竟中心数据库的维护需要依靠全国

图书馆编目员的合力，数据库建设是联合目录的基石，

这支队伍的组建标志着中心校对模式的转型，为实现真

正意义的联合编目提供了人员保障。同时借由联合编目

平台，在业界推广规范数据的使用，对维护和完善规范

数据也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本次年会，我们衷心希望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尤其是对构建全国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和联合目录的拓展

工作献计献策，齐心协力，力争在下一年度使联合编目

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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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数据质量分析报告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总审校 
万爱雯 

 

全国联合编目中心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数据库的质量建设，主要采

取了以下措施：定期检查，反馈信息；加强业务辅导；年底评价性检查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都有赖于成员馆的积极配合与大力支持。今年在上传数据

错误反馈中做得比较好的成员馆有：安徽省图书馆、沈阳市图书馆、浙江

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黑龙江省

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

东莞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等，这些馆都定期提交了文本形式的质量反馈

报告。以上这些措施对数据库质量的控制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在这里

也特别要感谢各分中心、成员馆的通力合作，特别是从事具体工作的编目

人员。 

机读书目数据共享是通过机读书目数据在网络环境下的检索和交流实

现的，所以它的质量直接影响到书目数据共享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了加

大数据上传的力度与地域的广泛性，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图书馆能成为上传

数据的成员馆，使上传数据的范围能覆盖到全国各地。从去年年会后又有

山西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海南省图书馆相继加入到上传数据的队伍中，

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也正在积极申请中。 

此次年会后，我们的质量监控员制度也即将实施，希望这一举措能够

长期持久地坚持下去，也希望这些质量监控员能够真正担负起数据质量监

控的职责，成为数据库共建共享的中坚力量。 

    下面就各个成员馆反馈及校对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说明如下： 

一、著录的问题： 

1.  010##$a978-7-02-007439-6$b 精装$dCNY122.00(全 3 册) 

2001#$a 艳阳天$9yan yang tian$b 专著$f 浩然著 

215##$a3 册(582;450;526 页)$d22cm 

应删除 010 字段(全 3 册) 

 

2. 丛书的问题： 

a.凡属于丛编性质的图书，应著录在丛编项，通过 225 字段指示符 1 取

值的变化，分别表示与 46X 字段中记录的检索点形式是否相同或者是否作

检索点；当编目员判断丛编的汇集意义不大，在 46X 字段中没有检索点形

式时，225 字段指示符 1 取值为 1。 

对于成套的教材、教参、教辅类图书，不予汇集，记入 300 字段。 

例：国外计算机科学教材系列 

b. 461 字段用于实现对总集一层实体的连接；462 字段用于实现对分集

一层实体的连接。低层记录向上连接只能连接到与其最邻近的上一层。 

例： 

010##$a978-7-02-008308-4$dCNY28.00 

2001#$a 白马山庄杀人事件$9bai ma shan zhuang sha ren shi jian$b 专著

$f(日)东野圭吾著$g 袁斌译 

2252#$a99 推理文库$i 东野圭吾作品 

461#0$12001^$a99 推理文库 

462#0$12001^$a 东野圭吾作品 

 

正确： 

010##$a978-7-02-008308-4$dCNY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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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a 白马山庄杀人事件$9bai ma shan zhuang sha ren shi jian$b 专著

$f(日)东野圭吾著$g 袁斌译 

2252#$a99 推理文库$i 东野圭吾作品 

462#0$12001^$a 东野圭吾作品 

 

3. 关于 304 和 314 字段的问题： 

304 字段： 

题名与责任说明附注，对 200 字段的题名或责任说明的附注。 

314 字段： 

知识责任附注，对在编文献的知识责任的有关附注。 

例：2001#$a 七十二行演讲辞$e 教你出口成章$f 谢伦浩编著 

    314##$a 封面责任者题：谢论浩编著 

正确的形式应该：304 字段 

        304##$a 封面责任者题：谢论浩编著 

     

例：314##$a 封面责任者题：阿鲁科尔沁旗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 

注：未曾出现在 200 字段的责任者。 

当责任者未出现在规定信息源上时，如果编目员认为有必要在 7XX 做

检索点，可通过 314 字段对检索点进行附注说明。 

 

4.并列共同题名、并列分辑题名的问题： 

    ISBD(M)： 

    共同题名（Common title）：一组相关出版物除各自分辑题名之外的题

名，它用于表示这些出版物之间的关系，并与分辑题名一起识别某种出版

物。 

    从属题名（Dependent title）：一种题名不足以标识一种出版物时，需要

加上共同题名，或者主体出版物题名、主丛编题名。分辑题名、补编题名

和分丛编题名都是从属题名。 

    如果这两个概念清楚了，并列共同题名和并列分辑题名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在编文献的题名页仅出现并列共同题名或仅出现并列分辑题名时，在

304 字段做附注说明；出现在题名页以外的并列题名信息，在 312 字段做附

注说明，不在 510 字段做检索点。 

 

5.并列题名中出现错误的问题： 

并列题名中出现的印刷错误和拼写错误，按原题形式著录，之后将更

正的内容置于方括号内，前冠“i.e.”在 i.和 e.之间无空格，并将错误与更正

后的并列题名分别在 510 字段建立检索点。 

例： 

2001#$a沉思录$dThe Meditaions [i.e. Meditations]$e中英对照$f(古

罗马)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著$zeng 

5101#$aMeditations$zeng 

5101#$aMeditaions$zeng 

 

        2001#$a 新媒体的强制性传播研究$9xin mei ti de qiang zhi xing 

chuan bo yan jiu$f 陆地，高菲著 

        312##$a 封面英文题名：A study on compellably [i.e. compellable] 

communication in new media 

        5101#$aStudy on compellably communication in new media$zeng 

5101#$aStudy on compellable communication in new media$zeng               

               

6.著录方式的问题：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考试专用教材：《公共基础知识历年真题及专家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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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试卷》、《公共基础知识》、《申论与写作历年真题及专家命题预测试卷》、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历年真题及专家命题预测试卷》 

 

 原： 010##$a978-7-80724-783-8$dCNY58.00 

      2001#$a2010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考试专用教材$i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b 专著$f 易定宏编著 

       

 正确：010##$a978-7-80724-783-8$dCNY58.00 

      2001#$a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b 专著$f 易定宏编著 

   300##$a2010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考试专用教材 

 

原： 010##$a978-7-80724-783-8$dCNY58.00 

2001#$a2010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考试专用教材$92010 jun dui zhuan ye 

gan bu an zhi kao shi zhuan yong jiao cai$i 申论与写作历年真题及专家命题

预测试卷$b 专著$f 易定宏编著 

 

正确：010##$a978-7-80724-783-8$dCNY58.00 

2001#$a 申论与写作历年真题及专家命题预测试卷$b 专著$f 易定宏编著 

300##$a2010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考试专用教材 

 

原：010##$a978-7-5615-3567-7$dCNY25.00 

2001#$a 网络为王：网络时代的品牌建设策略$9wang luo wei wang： 

wang luo shi dai di pin pai jian she ce lue$b 专著$dINTERNET IS THE 

KING:THE BRAND STRATEGY IN NETWORK ERA$f 曹芳华, 张瑞编著

$zeng 

5100#$aInternet is the king:The brand strategy in network era$zeng 

5171#$a 网络时代的品牌建设策略$9wang lao shi dai de pin pai jian she 

ce lue 

正确：010##$a978-7-5615-3567-7$dCNY25.00 

2001#$a 网络为王$9wang luo wei wang$b 专著$e 网络时代的品牌建设策

略$dInternet is the king$ethe brand strategy in network era$f 曹芳华，张瑞编著

$zeng 

5101#$aInternet is the king$ethe brand strategy in network era$zeng 

5171#$a 网络时代的品牌建设策略$9wang lao shi dai de pin pai jian she ce 

lue 

 

7.关于汉语拼音的问题： 

汉语拼音子字段记录第一个正题名中的汉字的拼音形式，全部小写，

非汉字成分（如外文字母、阿拉伯数字、标点符号）保留原有形式。 

例：010##$a978-7-5301-2378-2$dCNY16.80 

2001#$a 墓室里的秘密$9mu shi li de bi mi$dAwesome archaeology$f(英)

尼克·阿诺德原著$g(英)克里夫·高达德绘$g 尚工译$zeng 

801#0$CN$b110017$c20100812 

错误：$9mu shi li de bi mi   

改正：$9mu shi li de mi mi 

 

010##$a978-7-5301-2389-8$dCNY16.80 

2001#$a 太空旅行记$9tai kong lv hang ji$dThe gobsmacking galaxy$f(英)

卡佳坦·波斯基特原著$g(英)丹尼奥·波斯盖特绘$g 李剑平译$zeng 

801#0$CN$b110017$c20100812 

错误：$9tai kong lv hang ji 

改正：$9tai kong lv xing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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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类标引的问题： 

 

1. 关于地名主题词“省、市”省略问题， 

例： 

     010##$a978-7-5463-1942-1$dCNY14.80 

     2001#$a 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9cheng de bi shu shan zhuang yu wai 

ba miao$b 专著$f 陈长文编著 

     6060#$a 宫苑$x 简介$y 承德市 

6060#$a 寺庙$x 简介$y 承德市 

均应该使用规范主题词：“承德” 

 

6 字段的省市的主题词的用法： 

（1）一般来说“省”、“市”（包括曾经是“县”改“市”的）省略，但省略

可能造成歧义的不予省略，如：黑龙江省、黄山市等。 

（2）县一般不省略。 

 

2.关于主题词：“长篇历史小说” 

主题规范词已有，不必再组配：长篇小说-历史小说。 

 

3.关于“当代”一词的用法： 

    “当代”一词是一个相对模糊和不稳定的概念，在《中图法》中，主题

词“当代”主要用于 I2 中国文学类，其他类目如果没有特别强调，建议继续

使用相对稳定、便于掌握的主题词“现代”。 

 

4.605 加书名号的问题：依据主题规范库中的形式标引，带书名号。 

 

5.600 个人名称主题的问题： 

    个人名称主题的规范形式没有$c(女)子字段。 

例：600#0$a 丁玲$f(1904-1986)$x 传记 （正确） 

    600#0$a 丁玲$c(女，$f1904-1986)$x 传记   （错误） 

 

6.关于“作品集”的问题： 

例：010##$a978-7-5086-2568-3$dCNY28.00 

2001#$a 去最幸福的四国找幸福$9qu zui xing fu de si guo zhao xing fu$b

专著$dThrive$efinding happiness the blue zones way$f(美)丹·比特纳著$g 韩

亮译$zeng 

6060#$a 游记$y 美国$z 现代$j 作品集 

6060#$a 游记$x 作品集$y 美国$z 现代（统一使用此种形式） 

 

两种文学体裁的作品集，分别做主题标引，分别入类，不入总类。 

三种文学体裁的作品集，也是分别做主题标引，入总类。 

三种文学体裁以上的作品集，主题标引与分类标引都做总、不做分。 

 

7.关于“试题”、“解题”、“习题集”、“丛书”的用法： 

    习题的汇集使用“习题集”，对试题、习题的解答，使用“题解”。“习题

集”、“题解”、“试题”、“丛书”都改用子字段$j，放在 6 字段的最后。 

 

三、规范的问题： 

 

1. 7 字段规范外国人原名要用全称：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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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a978-7-212-03932-5$dCNY12.00 

2001#$a 柳林风$9liu lin feng$b 专著$f(英)肯尼斯·格雷厄姆原著$g

吴文智，张月娇译 

原：  701#0$c(英)$a 格雷厄姆$c(Grahame, K) 

正确：701#0 $c(英)$a 格雷厄姆$c(Grahame, Kenneth$f1859-1932)$4 著 

     

2. 7 字段和 2 字段责任者不同的问题： 

例： 

010##$a978-7-5104-0265-4$dCNY28.00 

2001#$a 佛心$9fo xin$b 专著$f 赵晓霜著 

701#0$c(回)$a 何晓$c(女，$f1966-)$9he xiao$4 著 

   

010##$a978-7-5092-0537-2$dCNY48.00 

2001#$a 轰炸机发展史$9hong zha ji fa zhan shi$b 专著$f(英)克里斯·查恩

特著$g 白平华译 

701#0$c(英)$a 钱特$9qian te $c(Chant, Chris)$4 著 

 

7 字段是具有检索意义的名称规范形式，其名称形式应遵循著录规则中

标目法的规定，所以不一定与 200 字段中责任说明的著录形式一致。 

 

010##$a978-7-80251-621-2$dCNY19.80 

      2001#$a 鬼吹灯之牧野诡事$9gui chui deng zhi mu ye gui shi$b 专著$f

天下霸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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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a 天下霸唱，原名张牧野，天津人，代表作“鬼吹灯”系列。 

      701#0$a 天下霸唱$9tian xia ba chang$4 著 

      701#0$a 张牧野$9zhang mu ye$4 著 

正确： 

      010##$a978-7-80251-621-2$dCNY19.80 

      2001#$a 鬼吹灯之牧野诡事$9gui chui deng zhi mu ye gui shi$b 专著$f

天下霸唱著 

314##$a 天下霸唱，原名张牧野，天津人，代表作“鬼吹灯”系列。 

      701#0$a 天下霸唱$9tian xia ba chang$4 著 

 

3.如果外国责任者全是英文名称： 

701#1$a 外国人名称中原文姓的部分 

           $b 外国人名称中原文名字的部分 

例： 

     701#1$aM'Crie$bThomas 

     701#1$aHodgson$bGeoffrey M. 

 

4.所谓“罗马音”就是指日语假名的发音，每一个假名由相对应的罗马音进行

标注，以方便学习和阅读。 

在图书出版过程中经常有罗马化发音倒置的，如藤田康人(Yasuto 

Fujita)，但实际日本人的名字是不倒置的，所以在规范的时候还应该(Fujita 

Yasuto)。 

例 1. 

2001#$a 为什么口香糖应该天天吃?$b 海外中文图书$e 创造木糖醇销

售奇迹的多赢必胜法则$f 藤田康人(Yasuto Fujita)著$g 黄郁婷译 

例 2. 

川端康成（Yasunari Kawabata） 

关于这方面，国图没有具体的要求，一般是在规范记录的 400 中反映。 

 

四、关于“一般资料标识”的问题： 

 一个文献机构的目录如果按其反映文献的类型来分别组织单独建立目

录，一般在记录中可以不反映该文献的一般资料标识。但在一个反映各类

型文献目录的集成系统中，为了便于读者、用户辨别文献和计算机存贮与

检索，需要在其书目数据的记录上著录“一般资料标识”。 

联编中心自去年底上线 ALEPH 系统，有中文文献库、外文文献库、馆

藏信息库、名称规范库、主题规范库。目前 UCS 中文文献库的文献类型有：

专著（包括少年儿童出版物）、海外中文图书、期刊、报纸、博士论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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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论文、博士后报告、海外学位论文、海外中文期刊、海外中文报纸、电

子资源、缩微品、地方志、录音制品、录像制品、联合国资料、舆图、静

画资料、善本、新善本、精装精印、手稿、再造善本、普通古籍、拓片、

拓本、敦煌资料、民语文献、龟甲、兽骨等。 

一般资料标识的目的在于用概括性的术语在著录的开始说明出版物所

属的资料类别。一般资料标识直接著录于正题名之后，使用书目机构所选

择的语言和文字。 

“一般资料标识”的几种结构形式： 

正题名 [一般资料标识]  

正题名 [一般资料标识] : 其他题名信息 

正题名 [一般资料标识] = 并列题名 

正题名 [一般资料标识] / 责任说明 

正题名 [一般资料标识] = 并列题名 / 责任说明 

正题名 [一般资料标识] = 并列题名 : 其他题名信息 

正题名 [一般资料标识] : 其他题名信息 : 其他题名信息 / 责任说明 

正题名 [一般资料标识] : 其他题名信息 = 并列题名 : 并列其他题名

信息 / 责任说明 

正题名 [一般资料标识] : 其他题名信息 = 并列其他题名信息 

共同题名. 从属题名 [一般资料标识]  

共同题名. 从属题名标识 [一般资料标识]  

共同题名. 从属题名标识, 从属题名 [一般资料标识]  

共同题名. 从属题名 [一般资料标识] = 并列共同题名. 并列从属题名 

共同题名. 从属题名 [一般资料标识] / 责任说明 

共同题名 : 其他题名信息. 从属题名 [一般资料标识] / 责任说明 : 

其他题名信息 

目前有的成员馆上传港台数据，要求给$b 海外中文图书。上传港台的

数据注意添加屏蔽字段，对 OPAC 读者不显示。 

 

五、关于反馈数据需要注意的问题： 

1. 现在很多馆在做回溯数据库，下载的数据可能是以前的数据，目前规则

已经有所更改。所以注意规则之间的变化。例 215 字段：以前 2 册之间

的页数是逗号，目前是分号；510 字段等的变化。 

2. 在反馈中经常有提出 7字段和 2字段不同的问题：请注意报告中的说明。 

3. 反馈数据时注意认真、仔细，不能将正确的改成错误的：有些硬伤，如

题名、责任者、页数、卷册、价格等尤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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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情况 

细则原文 问题 提出意见馆 采纳结果 

p2 适用范围 2. 凡图书题名页和版权页使用外文，

不论图书的正文是中文，还是外文，均按照外文

图书编目，不作为中文图书编目。 

指全部使用外文吗？或者有一半中文呢？封

面呢？如果图书封面、题名页和版权页使用

中文而正文是外文应该作中文还是外文图书

来编目呢？ 

广西馆 
修改为：凡图书题名页和版权页全部

使用外文，则按照外文图书编目 

p8 三 d) 如遇中西文混排时，标点符号随前面的

语言文字。例：2001#$a 自动自发$f(美)阿尔伯特·哈
伯德(Elbert Hubbard)著 

此例 Elbert 前的圆括号前是中文字，用

的是半角，但依此规则应该使用全角吗？ 
浙江馆 

标点符号随前面的语言文字，但圆括

号规定除题名中出现外均使用单字

节，不空格。附注项的内容按中文的

语言习惯自由行文，包括标点符号 

p10 三、著录的详简级次 
为减少可能出现差异，建议说明详简级次的

使用规定，特别是国家书目、图书馆联合编

目中心的使用要求。 

天津馆、天津少

儿馆 
选择详细著录 

p26 (5) $b 子字段记录平装外的其它装帧形式(如：

塑精装、硬精装、软精装、豪华装等)、印刷年、

卷册等。 

软精装是否著录、对活页装最好有个明确定

义 
子字段记录除平装外的其它装帧形式 

首图、四川馆 
在编文献明确写有“软精装”时著录。

活页装：封面和书芯不作固定订联，

可以自由加入和取出书页的装帧形式 

p26 (6) $d 子字段记录获得方式/价格。获得方式用

简短词语书写，如赠送。价格用阿拉伯数字，保

留小数点后面两位，前置人民币货币代码 CNY，

其它货币代码见附录一(GB 12406-90 表示货币和

资金代码)。 
例：010  ##$a962-86555-0-7$b 精装$dCNY180.00, 
USD90.00, HKD370.00 

不同的货币价格中间是否应著录为半角逗

号，不同货币价格之间的逗号(半角)后有空格

吗？ 
有定价且为赠书，录为 $dCNY50.00(赠送) 
无定价且为赠送，录为 $d 无价格(赠送)以上

著录正确否？“赠送”两字要同时反映在 310
字段吗？ 

首图、广东馆、

浙江馆 

用半角逗号，不空格 
有定价不应该同时使用“赠书”，010
字段著录“赠书”，310 字段不予重复

著录 
当图书无价格，且信息源上写有“赠

送”或者“赠品”时，著录在 010 字

段，如果“赠送”是针对个体（如某

个图书馆），不予著录 
p26 （12）以非购买方式获得的图书,按其实际情

况著录。无标价的图书，著录为“无价格”。 
建议无标价图书，可不著录$d 

山东馆、首图、

浙江馆、广东馆
采纳，无标价图书，不著录$d 

p34 8.示例 
例 1：091  ##$a155083·1077$dCNY35.00 

统一书号中的点“·”“.”客观著录还是予以统

一 
首图、广东馆 

应该按照原有的标准形式著录：国标

规定统一书号中的“·”应为中圆点 
p46 （3）需要说明$b 子字段中代码的来源时，填 按 CNMARC 格式使用手册规定，国内两地联 广东馆 新的规则没有出台之前一律按原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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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2”子字段，当一部文献有多个“$b”需要说明

时，重复“$2”。（当使用 GB 2260 时，省略著录“$2”）
合出版，应不省略后面的$aCN 式著录，国内两地联合出版物，102

字段不重复$aCN 
p47 6．填写说明  （4）图表代码…例：105 
##$aacf###z###000yy   215##$a200 页，[5 页]图
版$c 彩图，肖像，折图$d30cm    

与“$c 图版(16 页)”做法的区别 山东馆 按照 ISBD 图版，著录在$a 子字段 

p50 106 子字段说明  本字段代码： 
d = 大型印刷品（大于 35cm） 
e = 报纸形式 
f = 盲文点字本 
g = 微型印刷品（小于 5cm） 

 
应明确是宽大于 35cm 
 
 
同上，明确是宽小于 5cm 

广东馆 未采纳，也应包括书脊的高度 

p52  2001#$a 正题名$b 一般文献类型标识$f 责任

说明$d 并列正题名$f 并列责任说明$z 并列正题名

语种 
有这种字段结构？ 浙江馆 

ISBD 中有此结构，目前均未使用，建

议不启用 

p55 (18) 例2：2001#$a七十二行演讲辞$e教你出口

成章$f谢伦浩编著 
314##$a封面著者题：谢论浩编著 

封面著者题应在 304 字段著录： 
304##$a 封面著者题：谢论浩编著 

浙江馆 采纳，改为 304 字段 

p55（18）规定信息源所载题名有误，应原样照录，

同时将正确题名著录在在 540 字段（编目员补充

题名）字段。如所载并列题名有误，将正确的形

式置于其后方括号中，前冠“i.e.”，括号前后各空

一格。 

有误题名与更正后题名均各在 510 字段反

映。应选用哪一著录格式为正确？ 
浙江馆 

误题名与更正后题名均在 510 字段反

映 
按照 ISBD 规定，在 i.和 e.之间无空格 

信息源的选取问题 
题名页上无责任者、其他题名信息，封面、

版权页上有责任者、其他题名信息等著录在

200 字段（国图目前做法） 
辽宁馆 

说明：题名页上无责任者、其他题名

信息，封面、版权页上有责任者、其

他题名信息等不著录在 200 字段，可

以在附注项说明，如有必要，在 5 字

段和 7 字段做检索点。（按照国标的规

定信息源著录） 
p57 （5）如果规定信息源上有另一种语言和（或）

文字形式的版本说明，记入$d 子字段。 
建议明确联编中心是否使用 首图 不著录 

p57 （7）版本说明属于题名或其他著录项目的组

成部分，并按有关规定著录后，本项不应重复著

示例后增加：有些图书在对其内容作较大改

动后再次出版是，应该是第 X 版，但由于该
广西馆 

未采纳 
205 字段规定信息源：题名页-版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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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书在出版过程中出版机构变更，或者是书名

变更，在其版权页上标明是第一版，同时在

书名页上标明是第 X 版。对这种情况，应将

“第 X 版”作为其他书名信息处理，不要录入

版本项。例：200  1#$a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e 第四版 

规定信息源版本说明有差异（无版本

说明、1 版和初版认定为无差异），按

照规定信息源选取顺序，优先选择题

名页，其余版本变化在附注项说明。

问题中的示例，应该在 205 著录 4 版，

200 不著录第四版 
p57 8 示例：2001#$aJava 大学基础教程（第六版）

$9Java da xue ji chu jiao cheng ( di liu ban)$b 专著

$dSmall Java how to program, Sixth 
Edition$f(美)H.M.Deitel，(美)P.J.Deitel 著$g 刘晓

莉，周璐，钱方等译$zeng 
（附注：据原书第 6 版译出） 

200 字段不应著录（第六版），而应在 305 字

段著录： 
305  ##$a 据原书第 6 版译出 

浙江馆 采纳，只著录在 305 字段 

p58 6.填写说明 
（2）图书出版地或发行地是指规定信息源所载出

版者或发行者所在的城市名称，记入$a 子字段，

其后不著录“市”字。同时载有出版地和发行地，只

著录出版地，不著录发行地。 

不局限于城市，如下页的（6）所举例子。 
台湾的行政区划较为特殊，尤其“市”、“县”
的概念与大陆不同。譬如“台北县”隶属于省

政府，县政府设在板桥市，而“台北市”是直

辖市，隶属于“行政院”。需要区分著录方法。

广东馆 
针对港台书有例外，著录时需要增加

“市”、“县” 

p59 (10)出版年或发行年著录于出版者或发行者之

后的$d 子字段，有出版年，不著录发行年，并省

略“年”字。用公元年表示的出版年一律用阿拉伯数

字著录，非公元纪年，依原样照录，在其后注明

相应的公元纪年，并置于方括号内。 
例 1：210 ##$a 广州$c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d1993
例 2：210##$a上海$c商务印书馆$d民国 8年[1919]

从例 2 看，公元纪年的著录省略“年”字，非

公元纪年保留“年”字。本条可否修改为：“用
公元年表示的出版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著

录，并省略“年”字。” 
（民国八年著录为“民国 8 年”未依原样照

录） 

天津馆、天津少

儿馆、辽宁馆 

修改为：非公元纪年客观著录出版年

或发行年，然后注明相应公元纪年并

置方括号内，如：民国八年[1919] 

p60 （16）规定信息源所载出版地、出版者、出

版年有误，将正确的著录在方括号内，并在附注

项说明。例：210  ##$a 北京$c 华[文]出版社$d1996
306##$a 出版社误题：华天出版社 
 

与《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的规定不同，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P40)规定：

规定信息源所载出版、发行者有误，依原样

照录，同时在附注项说明。例： ．—华天出

版社(附注：华文出版社，误题：华天出版社)

沈阳馆 
采纳，按规则著录。 
210 客观著录错误的出版者名称，306
附注说明正确的出版者名称 

p60 （17）210 字段中的出版者是个人时，统一表

述为：“著者自刊”或“编者自刊”。 
出版者为个人，210 字段直接著录个人姓名

更符合客观著录原则。可参见《新版中国机
沈阳馆 210 客观著录个人出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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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001 $a 我之日本观$b 专著$f 王朝佑著 
$a 北平$c 著者自刊$d1927 

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P186：例 6  ##$a 济

南$c 赵维垣$d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注：此

文献为古籍善本，出版者为个人。 

p60 (18) 出版社名称一般按照规定信息源上所载

形式著录，有全称，不使用简称。 
例：   210  ##$a 北京$c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d2009 

（国图只著“三联书店”） 
在实际应用中，三联书店是否改为全称

辽宁馆、首图 

210 字段规定信息源：版权页-题名页，

出版社名称一般按照规定信息源上所

载形式著录，有全称，不使用简称。

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不

省略成“三联书店” 
p62 (2)例 5 215  ##$aⅫ，156 叶 （载体形态项的页码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辽宁馆 采纳，著录阿拉伯数字 

p62 (3) 页数一般包括正文页数及正文前后的其他

页数。 

如有 2 册书，分别单独编码，可否著为：2
册（16，128；30，189 页）还是相加 2 册（144，
219 页） 

辽宁馆 
超过 3 段时，不著录小页码，只著录

正文页码 

 
215 字段，如果正文页数超过 3 段，将前后

部分相加置于[ ]中，目前页码数比照实际次

序添加，并没有统一 3 段之分 
首图 

正文页数不完整，客观著录书上标注

的页数，不再人工数页数相加著录 

p63 (10) 例 2：215  ##$a360 页$d26cm$e 制图习

题集（50 页；19×26cm） 
例 9：215  $a219 页$c 图$d26cm$e1 光盘$e1

词表（60 页,10×13cm） 

（这是全角） 
 
（这半角，不统一） 

四川馆 
标点符号规定随前著录，圆括号除外，

除在题名、附注项中出现其余用半角 

p63 例 9：307  $a 附光盘：ISBN 978-7-88675563-9 
ISRC CN-M46-09-0066-0；附词表：雅思听力分类

词汇经典 1000 词 
与 P.70 有矛盾。两个号之间是否需要逗号？ 广东馆 建议统一用空格 

p65 示例中 225 的指示符 
现在实际工作中是否严格执行？225 字段中

的$f 是否采用联编中心是否统一标准 
首图 

本字段的检索点形式记录连接款目块

的 46X 字段，通过 225 字段指示符 1
取值的变化，分别表示与 46X 字段中

记录的检索点形式是否相同或者是否

作检索点；丛编责任者著录在$f、$g
子字段，如果建立相应的丛编记录，

丛编责任者著录于丛编记录的 200 字

段，225 字段省略著录；凡属于丛编性

质的图书，应著录在丛编项，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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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参、教辅类记入 300 字段 
p65 (3)例 2 2252#$a 高阳作品$v1   
说明：原题编号为：壹 

应该照录 浙江馆 改用阿拉伯数字 

p65 (3) 例 4：2001#$a 柳暗花明$f 欧阳山著 
225 2#$a 一代风流$v3 原题为：一代风流 第三卷

与下页 8 例 1 矛盾。 广东馆 改用阿拉伯数字 

p69 306 8．示例 例 6：306  ##$a 中华版权代理总

公司授权出版 
306 字段应改为 305 字段 沈阳馆、浙江馆 采纳，应入 305 字段 

p71 8.示例  例 1：310  ##$a 著者自刊，赠送。 句尾要不要句号，应与例 3 统一。 广东馆 除 330 字段，其余附注一般不用句号 
p106 6．填写说明（9）例：200  1#$a 康有为 梁
启超与维新运动$f 广东省博物馆等编 
…606  0#$a 戊戌变法$x 史料 

“$x 史料”是否用“$j 史料” 
首图、浙江馆、

沈阳馆、辽宁

馆、广东馆 

按照“史料”在组配中的词义，选择

使用“$x”或“$j”，此例使用“$j 史
料” 

p107 8.示例例 2：200  1#$a 曾国藩秘传李鸿章$f
石斋主编 
600  #0$a 曾国藩$f(1811～1872)$x 生平事迹 
600  #0$a 李鸿章$f(1823～1901)$x 生平事迹 

600 字段起迄连接符号“～”应采用“-” 
无卒年，短横杠后要空格吗？ 
生年后使用不同的标点符号，应选用哪个？

浙江馆、沈阳

馆、辽宁馆、广

东馆 

使用-，无卒年的人名主题规范短横后

要空格 

p111、P112 6．填写原则(P111) 
（4）……例 1：200  1#$a 诗经心领 
605  ##$a《诗经》$x 诗歌研究 
例：200  1#$a 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的智慧 
605  ##$a 孙子兵法$j 通俗读物 

605 字段著录不统一，有的采用书名号，有

的不采用书名号；“格列佛游记”、“忍经”、
“劝忍百箴”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网络版)》
中无主题词，建议：605 字段的题名检索点

的字面形式不应出现“《 》”。 

天津馆、天津少

儿馆、沈阳馆、

辽宁馆、广东馆

按照词表使用书名号 

p114 例 2  200  1#$a 炫人类画报系列 
606  0#$a 名人$x 生平事迹$y 世界$z 现代$j 丛书

$x 丛书 辽宁馆、首图 
按照《中分表使用手册》修改，使用

$j 丛书 
p116 8．示例 
例 4：200  1#$a 高昌楼兰研究文集 
607  ##$a 高昌（历史地名）$x 考古发掘$j 文集 

主题词“高昌（历史地名） ”中的括号采用的

是全角，而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网络版)》
中，采用的则是半角括号 

沈阳馆 依主题词表著录是半角 

p117 6.填写说明（1）示例 
例：200  1#$a 肚皮舞翩跹$f 温可馨著/演示 

606 0#$a 健身运动$x 基本知识 

没有标准可循，我馆一直著录为“著、演示”，
由于“/”在著录标识符中已有相关含义，建议

用顿号。 
广东馆 选择客观著录 

p122 字段结构 
……701 #0$a 个人名称$c(名称附加和/或限定)$4
责任方式 

（是不是在 701 不用录外国人国别了？

古人（清以前的）时代录在哪？） 
四川馆 

在新规则未公布前按现行规则，国别、

朝代、性别和少数民族信息都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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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0$a 外国人姓氏$c(外国人名称其余部分)$4
责任方式 
701 #0$a 外国人姓氏$c(外国人名称其余部分$f 生
卒年)$4 责任方式 

p122 （2）本字段记录的个人名称取自名称规范

记录标目，因此$a、$b、$c、$d、$f、$g 的内容

应该和名称规范记录的 200 字段相一致，是规范

的检索点形式。 

如果题名页的责任者信息以网名形式出现，

书中另有作者真实姓名的信息，是否在 7 字

段按责任者的真实姓名著录并在 314 字段做

出说明 

广西馆 

依名称规范库的记录标目，按规范标

目的选取原则，首先选取“熟知”、常

用的，如果无法判断，则选择信息源

上出现的形式，如果网名是英文同时

又出现了本名，以本名作为名称标目 
p122 （3）个人名称以名或姓名直序方式著录，

如中国、日本人名和其他汉译外国人名。将西方

人名中的姓氏或相当于姓的成分作为款目要素，

701 字段的指示符均为“#0”,不启用$b 子字段，外

国人姓名原文作为附加成分著录于$c 子字段。 

不启用$b 子字段，只有中译名，又无处查原

文名时怎样著？省略原文名？ 
辽宁馆 

如果只有外国人名的原文，又不

做规范，采用 701#1$a$b 的形式 

p123 例 9：例 9：200  1#$a 新世纪大学英语系列

教材$i 听说教程$h 第 3 册$f 王海啸，李霄翔总主

编$g 李霄翔主编$g 侯旭[等]编著 
701#0$a 王海啸$f(1959.7- )$4 总主编 
701#0$a 李霄翔$4 总主编$4 主编 

同一责任者两种不同责任方式，现在是否都

采用重复$4 子字段表示 
首图 两种不同责任方式，7 字段采用重复$4 

p122  8．示例  例 2：200  1$a 致用英语$i 阅读

教程$h 上$f 刘黛琳总主编$g 宁毅主编 
701  #0$a 刘黛琳$c(女 教授) 

701 字段$c 子字段“(女 教授)”是否应著录

为：“(女，教授)” 
性别后有无全角逗号？(P.72 8 示例 例 4) 

沈阳馆、浙江馆
在新规则未公布前按现行规则，名称

规范“女”后有全角逗号 

p125 5．字段结构 71112$a 会议名称$d(届次 : $f
会议时间 : $e 会议地址) 
6.填写说明（2）例 2：71112$a 亚洲族谱学术研讨

会$d(第 3 届 :$f1987 :$e 台北） 
（书目记录会议名称规范检索点） 

此字段结构显示冒号前后各有一个半角空

格，下面的例子则与子字段$f 和$e 之间无空

格 
按 CNMARC 格式，届次简录为阿拉伯数字即

可 

浙江馆、广东馆

在新规则未公布前按现行规则，半角

冒号前面空格，后面不空格，且$d 只

有阿拉伯数字，如第 3 届著录为“3” 

p149 ……200  1#$a朱子家训$9zhu zi jia xun$b专
著$f(清)朱用纯[著]$g 唐仲山译注 
605##$a《朱子家训》$x 注释 

605 字段“朱子家训”《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网
络版)无此主题词 

沈阳馆 
“《朱子家训》”在主题词表中可

以查到，注意加书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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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系统展望

2011-5-11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2011年工作会议

国图的
标志

报告人：索晶

传统的联合编目系统

新上线的联合编目系统

联合编目系统工作的拓展
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加强数据的准确性，构建全国公
共图书馆文献保障体系；

改善普通读者的使用环境，提高用户的友好度；

深入挖掘已有数据，拓展对成员馆服务；

在线的图书馆集成系统——云计算平台；

在图书馆实现了计算机编目的基础上，利
用现有的计算机网络技术，通过通用的数
据传输协议传输书目数据，以实现一个地
区或一个行业中图书书目数据共建共享的
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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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书目数据库

书目数据库
书目数据库

成员馆

书目数据库
书目数据库
书商(数据用户)

联合编目系统

联合编目系
统

登录主机工作

C/S模式，例
ILS系统

70-80年代

90年代

2000年以后

Web2.0

语义网

开放存取

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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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编目系
统

书目数据库
书目数据库

成员馆

书目数据库
书目数据库
书商(数据用户)

馆藏数据库
名称与主题
规范数据库

联合编目系统

Web版联合目

录

书目数据库
书目数据库

普通读者

书目数据库

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加强数据的准确性，
构建全国公共图书馆文献保障体系

改善普通读者的使用环境，提高用户的友
好度

深入挖掘已有数据，拓展对成员馆服务

在线的图书馆集成系统——云计算平台

提高数据的时效性：
开通采访库(UCS02)库，该库内主要放置采访数
据：

采访库是一个相对于书商的联合目录库，除书目数
据外，还记录了是哪家书商上传的数据；

数据特点：质量相对于成品数据较低，但数据速度
快；

对于书商，提供了一个宣传的手段；对于图书馆，
多了一个采访的途径。

——技术实现难度：整体架构接近于目前联合编目平台，
但采访操作中，有大量批操作，对计算机硬件要求较高；
书商数据的质量略低，对查重策略的有新的要求

提高数据的时效性：
建立与上游的书业系统的连接

ONIX是Online Information exchange的缩写，意即：在线
信息交换。它是一种以电子形式获取、传输出版物产品
信息的国际标准，是一种描述、传递和交换丰富出版物
元数据的国际标准，是用于图书、连续出版物以及各种
媒体电子出版物信息的基础标准和贸易标准。

http://baike.baidu.com/view/3088305.htm
国内书业主要的数据交换格式：

中国出版物在线信息交换（CNONIX）图书产品信息格式

图书流通信息交换规则
Txt，Excel

——技术实现难度：ONIX技术在国内的应用基本没有，北京几家
大的书业软件公司基本还是各成一家的状态，所以具体技术实现
还需要调研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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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数据的时效性：

开发异构系统
新联合编目的异构系统基于Aleph 500系统的X-
Service服务，是使用HTTP作为通讯协议，使用
XML协议作为数据交换协议。

目的：
实现馆藏信息的实时添加；

成员馆可以直接在自己馆的系统上直接上传数据，满足了
广大成员馆的需求。

提高数据的时效性：
开发异构系统

其他中心推出的端口认证方式实现异构上载的优势
未来增加功能方便；

完全免费。

目前支持的功能：
书目数据上载；

馆藏数据上载；

馆藏数据剔除。

——技术实现难度：开发中，敬请关注。

提高数据的时效性：
馆藏剔除

通过HTTP协议定期访问成员馆OPAC，以直接获得

书目数据馆藏剔除信息。

与异构系统的馆藏剔除功能相结合 ，以向读者提供

更准确的馆藏信息

——技术实现难度：已实现 ，待完善。

加强数据的准确性：

意见库功能

原来的意见库设计在客户端内，受公司方的架构影
响，不能改变意见库的位置。

新的意见库初步意向是和OPAC结合，用户可以直
接在OPAC上对数据进行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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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加强数据的准确性，
构建全国公共图书馆文献保障体系

改善普通读者的使用环境，提高用户的友
好度

深入挖掘已有数据，拓展对成员馆服务

在线的图书馆集成系统——云计算平台

深度定制OPAC模板，调整OPAC的功能，

以更加符合联合编目的要求；

继续丰富OPAC的内容（文献目录；封面图
片；Google、豆瓣书评，网上书城的购买

链接等）；

各馆、各地方联合目录的馆藏信息查重，
灌装。

提高检索速度：增加硬件配置，调整系统配置方
案，改进索引机制，减少用户的等待时间，提高
Web端OPAC的使用效率；

改变检索途径：改变检索界面，引入类似购物网站
的二次检索界面；

引入类似于Google对页面分级的算法，对于图书的
优先程度进行划分，尽可能辅助普通用户检索；

调整馆藏列表的显示效果，引入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服务。

——技术实现难度：本部分涉及大量的计算机基础技
术，需要多部门配合实现。

联编中心网站（http://olcc.nlc.gov.cn）与中
心联合编目（http://ucs.nlc.gov.cn）的结合；

新联合编目系统使用教程模块的建设；

重新启用论坛来汇总整理用户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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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加强数据的准确性，
构建全国公共图书馆文献保障体系

改善普通读者的使用环境，提高用户的友
好度

深入挖掘已有数据，拓展对成员馆服务

在线的图书馆集成系统——云计算平台

在完善馆藏数据的基础上，拓展联合编目
服务的外沿，为用户提供增值服务

为成员馆用户提供独立的图书检索(OPAC)服
务；

馆藏分析服务

虚拟参考咨询服务

数字化文献的分发

通过在中心的联合目录http://ucs.nlc.gov.cn后
添加成员馆代码参数，以实现只检索某个
成员馆馆藏的数据。

注：在新联合编目系统的设计之初，成员馆代
码的设计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如果有需
要的话，也可以按行政区划实现某一个地区的
联合目录。

中心汇集了成员馆的馆藏信息，会根据成
员馆的要求，对相应的馆藏信息进行分析
处理。

提供除了成员馆本馆的信息外，还可以按
地域，按图书馆类型，按图书馆级别等进
行横向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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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地显示的位置——各馆的馆际互借和文献

传递

支持直接链接电子邮件，网站或参考咨询平台

国家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联盟平台

支持ISO ILL，搭建国际化参考咨询。

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建设海量分布式公共文化资源库群，搭建以各
级数字图书馆为节点的数字图书馆虚拟网，建
设优秀中华文化集中展示平台、开放式信息服
务平台和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国家图书馆目前保有大量的有纸质文献的
数字版，但这种数字版受版权限制，不可
以向各级公共图书馆直接提供，而是需要
确认公共图书馆本身已经收藏了该文献的
纸质版。

目前考虑通过联合目录来实现成员馆馆藏
信息的确认工作以实现文献数字版分发。

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加强数据的准确性，
构建全国公共图书馆文献保障体系

改善普通读者的使用环境，提高用户的友
好度

深入挖掘已有数据，拓展对成员馆服务

在线的图书馆集成系统——云计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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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服务、价格低廉；

可靠性高；

基于B/S模式，使用浏览器操作；

所有数据都在服务器端；

不需要购买服务器；

不需要购买图书馆集成系统；

不需要担心数据安全。

1和

联合编目系
统

书目数据库
书目数据库

成员馆

书目数据库
书目数据库
书商(数据用户)

馆藏数据库
名称与主题
规范数据库

Web版联合目

录

书目数据库
书目数据库

普通读者

书目数据库

书业系统

Z39.50

Z39.50

异 构 上 传 书 目

和 馆 藏 数 据

采访库

虚拟参考咨
询系统

数字化文献
的分发

联合编目系统

谢谢大家！！！

201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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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官方网站：
http://www.gapp.gov.cn/cms/html/21/464/List-1.html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献信息的采集、存储、处理方式和服务手段的不断

更新,用户对图书馆馆藏的需求和选择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特色组成了公共图书馆的地方特

色，重点学科教学科研等组成了高校图书馆的学科特色。根据图书馆类型的

不同，有针对性地建立特色化馆藏，有利于提高馆藏文献质量、有利于提高

服务水平、有利于缓解经费紧张的矛盾、有利于实现图书馆间文献资源的合

理布局。

武汉卷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其前身是武汉三新书业有

限公司馆藏信息部，馆藏信息部的成立是为了顺应目前的馆配市场由原先

的价格战（压折扣）、到馆配服务战（到馆加工）上升到目前的信息战这

一市场变革，只有通过馆藏信息分析，深入挖掘图书馆的实际需求，才能

提升馆配服务的专业性，使馆配服务再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经过近三年的积累与探索，卷藏公司利用丰富的馆藏信息资源及领先

的技术优势，目前已形成以馆藏分析平台为依托的信息咨询服务模式，通

过对图书馆馆藏数据的整合与分析，归纳同类图书馆的馆藏共性、整体馆

配市场的竞争格局，不同出版社的馆配分布等，并针对图书馆提供相应的

查缺补漏服务，对图书馆的馆藏优化及资源共享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27



卷藏数据库中目前已搜集的近190万种中文图书馆藏书目，均是完全不重复数

据（即ISBN号完全不同），故在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出版数据中选择每年初版图书

品种数与卷藏数据库比对，据此可了解卷藏数据库对出版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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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图书统计分析系统是集馆藏数据整理、馆藏统计查询、学科库等于一体的

专业化分析系统，能够不断满足针对图书馆的各项查询需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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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藏公司截止至2011年4月30，已为多所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及其他类型的图书

馆提供过馆藏分析报告及相关馆藏信息资料共计187份，均获得图书馆老师的肯定，以下为

部分进行过馆藏数据分析的图书馆名单：

从公共图书馆的地域分布来看，全国共有16个省份的公共馆数量在100所以上，其

中超过150所的有4个省，分别是河北省（164所）、四川省（156所）、山东省（150

所）、云南省（150所)。而全国公共馆数量低于10的省份仅有西藏自治区，另外，北

京市和上海市公共馆的数量也较少，这两地的图书馆以高校图书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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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区拥有的公共图书馆中，云南省、四川省三级以上的公共馆数量名列全国

前茅，均超过100所，紧随其后的江苏省和广东省也接近100所。上海市的公共馆数量仅

有29所，但29所均为三级以上图书馆。

各地拥有公共馆中，除了吉林省、辽宁省、贵州省、陕西省、山西省、青海省和西

藏自治区三级以上公共馆的数量在本省公共馆总量的50%以内外，其他省三级以上公共馆

的比例均在50%以上，其中上海市的29所公共馆全部为三级以上公共馆，另外，江苏省、

湖北省、宁夏、浙江省三级以上公共馆的比例也均在80%以上。

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是国家举办并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社会主义教育、

科学、文化事业重要机构，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全

国三大图书馆系统支柱之一，担负着传播科学信息、开展社会教育、保存

文化遗产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作用。而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全国图书馆

事业的核心，是综合性研究图书馆，是国家总书库，亦是全国书目中心、

图书馆信息网络中心，担负着全国图书馆业务的辅导，开展图书馆学研究

等重任。全国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建设与国家公共文化建设紧密相关，

更与公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密不可分。

六、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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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共馆作为省级公共图书馆，是该地区的中心馆，不仅馆藏资源丰

富、综合性强，读者范围广泛，还担负着地方版文献资源的建设与收藏。

本次分析针对某公共馆的馆藏数据，对其馆藏结构与馆藏特点进行分析，

并与同级别的公共馆进行馆藏对比分析，以为其中文图书的馆藏建设提供

一定的参考。

数据说明：某公共图书馆馆藏数据由该馆提供，原始提供馆藏数据为该馆部分馆藏数

据，共计198092条，经卷藏公司进行数据处理后剩余中文纸质图书书目数据164454

条，本次分析针对该馆馆藏中近10年出版图书进行统计，并重点分析了2010年版图书

的馆藏情况

某公共馆馆藏文献资源中，拥有中文纸质图书30余万种，其中2000年之后出版的图书

约占到44%，2008年开始，该馆对每年出版的图书的馆藏品种就超过2万种，其中2010年版

图书的馆藏品种达到2.4万种，占到该馆馆藏总品种的6.24%。

数据来源：以下数据来源于新闻出版总署官方网站上公布的“2000年--2009年全国新闻出

版业基本情况”，因2010年出版情况尚未公布，故报告中暂不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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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覆盖率=某公共馆馆藏每年出版图书品种数/全国年出版图书总品种数*100%

某公共馆每年馆藏图书品种数对当年全国出版图书品种数的覆盖率都有一定程度

的波动，但始终保持在10%以内。2003年、2004年的馆藏覆盖率分别只有3.81%和

4.19%，2008年最高馆藏覆盖率为9.88%。

某公共馆馆藏近10年出版图书中，2002年、2003年、2007年和2009年版的馆藏品种数与

上一年度相比较呈负增长，负增长率分别为2002年（18.58%）、2003年（24.51%）、2007年

（10.79%）、2009年（16.83%）。而2005年版和2008年版与上一年度的馆藏品种数与上一年度

相比较增长率均在60%以上。全国2000-2010年每年出版图书品种数与上一年度相比均呈正增

长，表明某公共馆每年馆藏图书品种数变化与全国出版情况并无直接关系。

以上在了解某公共馆对近10年来出版图书的馆藏情况，以及其与全国图

书出版的关系后，报告本部分重点针对该馆馆藏的2010年出版图书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同时还选取了其他几所省级图书馆（以下简称“省馆一”、 “省

馆二”、 “省馆三”、 “省馆四”、 “省馆五”、 “省馆六”、 “省馆

七”、 “省馆八”），同样截取其2010年版图书馆藏数据，将其与某公共馆

进行对比分析。

统计表明，各省级公

共图书馆之间馆藏2010年

出版图书的品种数差距较

大，9所图书馆中有5所的

馆藏量在1万种以内，另有

3所图书馆的馆藏量在

22000-26000种之间，而省

馆五馆藏2010年版图书的

品种数高达近4万种。某公

共馆以24236的品种数在9

所图书馆中处于中上等水

平，但是与省馆5仍有约

15000个品种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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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所图书馆馆藏2010年出版的22大类图书中，有7所图书馆馆藏I类图

书的品种比例在本馆馆藏22大类图书中排名第一，其中以省馆二的比例

最高，达到35.50%，某公共馆以25.26%的占比排名第二。另外两所图书

馆则是T类图书的馆藏品种占比最为突出，并且两馆R类图书的馆藏比例

明显高于其他图书馆。

整体来看，除文学类和工业技术类图书外，在各馆的馆藏占比都较

靠前的类别还有：经济类、历史地理类、政治法律类、哲学宗教类。某

公共馆这6类图书的馆藏品种数在总馆藏中的比例将近70%。

文学作品类图书馆藏品种比例=某公共馆馆藏文学作品类图书品种数/该图书馆馆藏文学

类图书总品种数*100%（文学理论类图书馆藏比例同此）

统计表明，各馆馆藏文学类图书中文学作品类图书的品种比例均在85%以上，最高甚至达

到95.1%，而某公共馆文学作品类图书的馆藏品种数在9所图书馆中以94.1%比例排名第二。9

所图书馆文学理论类图书的平均馆藏品种比例为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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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所省级公共图书馆馆藏2010年出版图书中，均以社科类图书为主导，最低馆藏品种

占比也有62.07%，而最高则达到了85.43%。9所图书馆中有3所社科类图书的品种比例在

60%-70%之间，4所图书馆在70%-80%之间，另外两所图书馆社科类馆藏比例在80%以上。

分析图书馆的馆配出版社情况，有助于图书馆了解本馆出版社选择倾向，本分

析报告针对以馆配品种数为依据进行馆配出版社排名，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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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省级图书馆馆配出版社排名

可以看出，化学工业出版社、机械工

业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人民邮电出

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出

版社在各馆的馆配品种占比都较为靠

前，并且比重较大。但这些社除了中

国经济出版社在省馆四排名第二，化

学工业出版社在省馆二排名第十三

外，其他出版社在省馆二和省馆四的

馆配品种占比均未进入前15名。主要

原因在于省馆二和省馆四馆藏图书中

偏重于社科类图书的馆藏，而这些出

版社侧重于自科类图书的出版，与省

馆二和省馆四的馆藏方向不符，故两

馆对这几家出版社出版图书馆藏较少。

所谓地方版图书，一般指的是除中央（国家）级和部委级出版机构以外

的各地方出版机构的出版物，为便于统计，本次分析中以出版地为划分依

据，将由北京出版的图书视为“京版”图书，由非北京出版的图书视为“地

方版”图书，港澳台以及国外出版的图书归为“其他”，以下将统计9所省馆

中“京版”图书与“地方版”图书的馆藏品种分布特点。

9所图书馆中，省馆四馆藏图书地方版特色明显，是唯一一所地方版图书馆藏品种比例高

于京版图书品种比例的。其他8所图书馆馆藏图书中均以京版图书占优势，京版图书的最高馆

藏品种比例可达到65.95%，而最低也占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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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系统地搜集本地出版物是省级公共图书馆的一大工作职能，以下将统计

9所省馆中入藏的本地版图书（指本省正式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的品种比例：

各图书馆在对本省出

版单位出版图书的馆藏上，

品种比例差异较大，最高可

达12.71%，而最低则不足1%。

而对于馆藏2010年版图书总

品种数超过2万种的图书

馆，本地出版单位出版图书

的馆藏品种比例均不高，其

中省馆六为3.51%，省馆七

（1.78%）、省馆五

（1.44%），而某公共馆仅

有0.92%。

某公共馆本省共有13个出版社，本处针对各出版社2010年图书出版情况进行统计，

并统计出了某公共馆对的馆藏情况，以了解某公共馆对各出版社的该藏覆盖率情况

某公共馆对本省13个出版社出版的共计1270种图书的品种覆盖率仅有

17.55%，而针对具体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而言，出版社1出版图书品种数最

为丰富，某公共馆对其的馆藏覆盖率亦最高（除出版社13外，该出版社仅出

版了1种图书，导致某公共馆对其的馆藏覆盖率为100%），对出版品种数排

名第二的出版社二，某公共馆的的馆藏品种覆盖率仅有3.98%。

馆藏覆盖率=馆藏某出版社2010年出版图书品种数/该出版社2010年出版图书

总品种数*100%。

分析报告本部分针对某公共馆馆藏2010年出版图书情况，将其

已馆藏书目与同级别的8所省级公共图书馆进行书目比对，比对出了

其他图书馆有馆藏而本馆尚未馆藏的书目，以下列出了8所图书馆中

有5所及5所以上图书馆有馆藏，但某公共馆尚未馆藏的图书书目，图

书馆老师可以依据该组书目进行采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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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ISBN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分类号 已馆藏图书馆

1 9787530652626 酒趣妙饮 姜铁军.姜书航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 TS971-49 7所图书馆

2 9787216064293 改革开放30年的湖北体育 李建明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0 G812.763 6所图书馆

3 9787010085906 《清史稿·乐志》研究 陈万鼐著 人民出版社 2010 J609.249 6所图书馆

4 9787214061027 破解幸福密码 毕淑敏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R161.1 6所图书馆

5 9787543046795 不老书 (日)藤田纮一郎 武汉出版社 2010 R161 6所图书馆

6 9787214060891 宝贝.宝贝 周国平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I267.1 6所图书馆

7 9787121101564 电工上岗·鉴定必读 刘光源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0 TM-49 6所图书馆

8 9787811186109 孔繁任“卖”品牌 孔繁任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0 C934 6所图书馆

9 9787811186116 舒明武心新相印 舒明武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0 C934 6所图书馆

10 9787530655726 文房器物100讲 王育灵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 K875.4 6所图书馆

11 9787811186123 张大旗语言点化 张大旗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0 C934 6所图书馆

12 9787205066857 2009中国最佳诗歌 主编王蒙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0 I227 6所图书馆

13 9787030260154 对策论导论 谢政编著 科学出版社 2010 O225 5所图书馆

14 9787209051385 股市脾气 周焕涛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 F832.51 5所图书馆

15 9787501191536 王光美私人相册 罗海岩编著 新华出版社 2010 K827=76 5所图书馆

16 9787801287342 孔子大智慧全集 吕叔春编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0 B222.2 5所图书馆

17 9787503942334 共和国现任部长访谈录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编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I253 5所图书馆

18 9787010088501 
《老子》文本与道儒关系演
变研究

刘晗著 人民出版社 2010 B223.15 5所图书馆

19 9787562035947 国家与法的理论 M.H.马尔琴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D90 5所图书馆

20 9787209050876 设计东京2.0 吴东龙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 J534 5所图书馆

序号 ISBN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分类号 已馆藏图书馆

21 9787220079900 读懂陈云 林庭芳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K827=7 5所图书馆

22 9787111280033 冲天炉技术手册
《冲天炉技术手册》编委

会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TG232.1 5所图书馆

23 9787509315873 劳动合同纠纷实用法律手册
《常见纠纷法律手册》编

写组编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D922.525 5所图书馆

24 9789881981523 另一个世界 付欣雨著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0 I227 5所图书馆

25 9787561772775 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 刘小枫选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B712.59 5所图书馆

26 9787010084039 社会信息学导论 李宗荣.田爱景著 人民出版社 2010 C91 5所图书馆

27 9787538728996 中国历代党争 王桐龄原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 K206 5所图书馆

28 9787811186093 大林俱乐部主张 大林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0 C934 5所图书馆

29 9787214054944 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 刘心武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I207.411 5所图书馆

30 9787114080449 交通安全概论 主编雷正保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0 U491 5所图书馆

31 9787504148582 常用教育法律法规
教育部全国教育普法领导

小组办公室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0 D922.169 5所图书馆

32 9787563923083 赵匡胤 尧子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I247.5 5所图书馆

33 9787560740232 超短线崛起 (加)杰夫·郭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F830.9 5所图书馆

34 9787509712061 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 主编王长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F11 5所图书馆

35 9787543045897 调查背后 陈桂棣.春桃著 武汉出版社 2010 D668 5所图书馆

36 9787530651704 石雅 章鸿钊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 P619.28 5所图书馆

37 9787807613657 光绪湘潭县志 (清)陈嘉榆.王闿运等修纂 岳麓书社 2010 K298.44 5所图书馆

38 9787506461894 女装品鉴 时涛.宋岩编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0 TS976.4 5所图书馆

39 9787563924363 解读杜拉拉升职诀窍 张尚国编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B848.4 5所图书馆

40 9787535760074 教你足球 陈晓琦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G843 5所图书馆

序号 ISBN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分类号 已馆藏图书馆

41 9787010087702 2010年全国两会记者会专辑 本社编 人民出版社 2010 D622 5所图书馆

42 9787509711996 
“六十四卦”中的人生哲理
与谋略

孙映逵.杨亦鸣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B21 5所图书馆

43 9787530655887 回望红尘 史国良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 B949.92 5所图书馆

44 9787307076723 国际经济法 主编左海聪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D996-43 5所图书馆

45 9787020076000 第十三个圣徒
(加)A·帕夫金柯
夫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711.45 5所图书馆

46 9787010084862 修炼当下的快乐 唐晓龙著 人民出版社 2010 B848.4-49 5所图书馆

47 9787111278481 减速器设计与实用数据速查 张展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TH132.46 5所图书馆

48 9787561776780 麦道夫其人其事 (英)亚当·伯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D971.24 5所图书馆

49 9787561347713 小姨多鹤 严歌苓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I247.5 5所图书馆

50 9787313063403 现代扎染艺术 余涛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J523.2 5所图书馆

51 9787116066236 徐霞客研究.第20辑
中国地质学会徐
霞客研究分会.江
阴市人民政府编

地质出版社 2010 K825.84 5所图书馆

52 9787101070408 戒律学论集 释印顺著 中华书局 2010 B945-53 5所图书馆

53 9787111277354 挖掘机实用维修手册
张凤山.张春华主
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TU621.07 5所图书馆

54 9787501799213 股民速查手册 严宏编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F830.9 5所图书馆

55 9787300120683 粉丝力量大 张嫱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B933 5所图书馆

56 9787801708939 新亚洲半球
(新加坡)马凯硕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0 D73 5所图书馆

57 9787543862074 湖南咨议局文献汇编 杨鹏程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D691.2 5所图书馆

58 9787563924707 成就一生的好人脉 杨先放编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C912.1-49 5所图书馆

59 9787530652367 陆游传 朱东润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 K825.6 5所图书馆

60 9787509712153 秩序与自由 安继民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B22 5所图书馆

序号 ISBN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分类号 已馆藏图书馆

61 9787506463713 周毅实用食雕精华 周毅主编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0 TS972.114 5所图书馆

62 9787542631954 心理与生活 (奥)阿德勒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0 B848 5所图书馆

63 9787544247054 第十层地狱
(英)朱迪·皮考特
(JodiPicoult)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0 I712.45 5所图书馆

64 9787811186086 陈放创意天下 陈放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0 C934 5所图书馆

65 9787505726710 我将不朽 安昌河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0 I247.5 5所图书馆

66 9787509713013 老北京的记忆 张善培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K291 5所图书馆

67 9787801873057 世界上最神奇的24堂课大全集
(美)查尔斯·哈奈
尔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B848.4 5所图书馆

68 9787208089853 智利社会保障制度 李曜.史丹丹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D778.47 5所图书馆

69 9787222064997 富豪俱乐部 天佑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I247.57 5所图书馆

70 9787509134078 保健药酒配方1000首 马汴梁主编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0 R289.5 5所图书馆

71 9787121112324 买房的革命 童大焕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0 F29 5所图书馆

72 9787206066023 秦始皇嬴政传 黄中业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0 K827=33 5所图书馆

73 9787802476691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精解

杨立新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D923 5所图书馆

74 9787807613411 湖南氏族迁徙源流 湖南图书馆编 岳麓书社 2010 K820.9 5所图书馆

75 9787229023867 吸血鬼大全
(美)J·戈登·麦
尔登著

重庆出版社 2010 B933-49 5所图书馆

76 9787030263636 
黄土高原土壤水分植被承载力
研究

邵明安...[等]著 科学出版社 2010 S152.7 5所图书馆

77 9787111283140 闭路电视
(美)JoeCieszynsk
i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TN949.1 5所图书馆

78 9787010087634 
中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研究

李晓西等著 人民出版社 2010 F126.2 5所图书馆

79 9787802513174 等待一双脚为我停留 (澳)蔡成 金城出版社 2010 B821-49 5所图书馆

80 9787811136883 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 朱汉民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0 B244.05 5所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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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ISBN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分类号 已馆藏图书馆

81 9787807456186 新中国宪法行政法60年 吴天昊等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 D921.02 5所图书馆

82 9787509711941 周易卦解 秦敬修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B221.5 5所图书馆

83 9787509712344 战国说客双雄 姜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B228.05 5所图书馆

84 9787506038799 扫除力 (日)舛田光洋著 东方出版社 2010 B848.4 5所图书馆

85 9787030263346 中国城镇化及其资源环境基础 姚士谋...[等]著 科学出版社 2010 F299.21 5所图书馆

86 9787563923113 刘秀大传 尧子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I247.5 5所图书馆

87 9787010088679 南宋科技思想史研究 吕变庭著 人民出版社 2010 N092 5所图书馆

88 9787101070446 净土学论集 (释)印顺著 中华书局 2010 B946.8-53 5所图书馆

89 9787122066855 实用冲模结构设计手册 张正修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 TG38-62 5所图书馆

90 9787122069634 黄酒生产200问 傅祖康.杨国军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 TS262.4 5所图书馆

91 9787807613329 石村诗文集 (明)郭金台撰 岳麓书社 2010 I214.81 5所图书馆

92 9787208092426 转型时代的帝国研究 饶淑莹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D033 5所图书馆

93 9787229025434 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 张鸣著 重庆出版社 2010 C955.2 5所图书馆

94 9787802542464 道坚法师随笔 道坚法师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 B948 5所图书馆

95 9787805793627 廖平评传 黄开国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 B261.5 5所图书馆

96 9787802196605 咸丰皇帝 喻大华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0 K827=52 5所图书馆

97 9787111283041 奥迪车系电路图集 谭本忠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U463.62 5所图书馆

98 9787122080783 花养女人幸福一生 吴大真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 R247.1 5所图书馆

99 9787111277965 挖掘机实用维修手册 张凤山.张春华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TU621.07 5所图书馆

100 9787300118086 晚清政治革命新论 郭世佑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D092.52 5所图书馆

序号 ISBN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分类号 已馆藏图书馆

101 9787313061867 人才环境论 陈京辉.赵志升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C96 5所图书馆

102 9787500429043 发展社会学 张琢.马福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C911 5所图书馆

103 9787503855306 禽鸟造型集锦 徐华铛编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0 J211.27 5所图书馆

104 9787111282921 小庭院细部创意 郭宏峰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TU986.2 5所图书馆

105 9787219068212 生命的脚印 梁怀兆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 K825.42 5所图书馆

106 9787802111837 中国空军纪事 罗胸怀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I253 5所图书馆

107 9787535443120 燃烧的男孩 李枫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 I247.5 5所图书馆

108 9787506745789 中医现代刮痧教程 孔垂成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0 R244.4 5所图书馆

109 9787030261304 
黄河流域史前聚落与城址研
究

张新斌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10 K928.5 5所图书馆

110 9787563922765 女人要学会放弃 译菡编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B848.4 5所图书馆

111 9787530655184 朱颜别趣 赵芳芳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 I267 5所图书馆

112 9787532137879 刺客史 戈春源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D691.99 5所图书馆

113 9787506464123 烹饪调味实用手册 陈洪华.李祥睿主编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0 TS972.112 5所图书馆

114 9787544244565 所罗门之歌 (美)托妮·莫里森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0 I712.45 5所图书馆

115 9787530651780 紫禁城建筑纹样 刘秋霖...[等]编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 TU238 5所图书馆

116 9787811136852 王船山研究著作述要 朱迪光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0 B249.2 5所图书馆

117 9787219068076 周易姓名大典 子洋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 K810.2 5所图书馆

118 9787506559980 我在铁军 徐洪刚著 解放军出版社 2010 K825.2 5所图书馆

119 9787030262035 
黄土高原土石混合介质土壤
水分研究

邵明安...[等]著 科学出版社 2010 S152.7 5所图书馆

120 9787563922673 历史那些人人生那些事 史世海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B821-49 5所图书馆

序号 ISBN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分类号 已馆藏图书馆

121 9787010088587 中共六大轶事 李蓉著 人民出版社 2010 D220 5所图书馆

122 9787122067036 现代热处理手册 才鸿年.马建平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 TG15-62 5所图书馆

123 9787530649220 风水的村庄 刘华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 B992.4 5所图书馆

124 9787111285229 思与悟 主编丁伟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TB47 5所图书馆

125 9787501797837 嫁人就嫁灰太狼 白山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C913.1 5所图书馆

以上为8所图书馆中至少有5所图书馆5馆藏但是某公共馆尚未馆藏的图书书目

某公共馆作为省级公共图书馆，在近10年出版的中文图书的馆藏上，每年的馆

藏品种数波动较大，对全国每年出版图书的馆藏覆盖也保持在10%以内。但是与同级

别的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较该馆馆藏2010年版图书的品种数处于中上水平。与其他

公共馆一样，该馆馆藏图书中以社科类图书为主，其中以文学类图书的比重最大，

而文学类图书中90%以上为文学作品类图书。在对馆配出版社的选择上，机械出版社、

化学工业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为该馆的主要馆配出版社。从京版

与地方版图书的馆藏上来看，省级公共图书馆普遍以京版图书为主体，该图书馆也

不例外，但本省出版社馆配图书的品种数所占比例却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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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年《中图法》全国联编年会讲座年《中图法》全国联编年会讲座

《《中图法中图法》》第五版及第五版及《《中分表中分表》》WebWeb版版
•• 卜书庆卜书庆（研究馆员（研究馆员 《中图法》副主编）《中图法》副主编）

•• 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中图法》编委会办公室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中图法》编委会办公室

• E-mail:bushq@nlc.gov.cn

提提 纲纲

一.《中图法》网络环境下的发展
1. 《中图法》（CLC、CCT）的日常更新维护

2. 《中分表》（CCT  Web版）

二.《中图法》修订思路及知识体系存在的

问题

三.《中图法》第五版简况、特点及启用建

议

一.《中图法》网络环境下的发展

1.《中图法》的历史

是我国图书馆界共同努力、在广泛吸取国内外分

类法的编制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一部目前
广为使用的综合性分类法。

（ 1）1975-1999：
第一版-第四版、《中国分类主题词表》(1994)

（2）2000-2010：网络环境下的发展

第四版的电子版;《中分表》电子版;Web版;第五版

京师图书馆时期1909-1929 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1929-1949)

形成平装书、普通线装书、善本书
的不同分类体系
刘国钧先生的《中国图书分类法》
000-999
《中文普通线装书分类表》15大类
经史子集丛部：五部体系

北京图书馆时期（1949-1999）
中外文图书统一的分类体

系和主题词一体标引体系
《中小型表》(1956-1957)
《大型法》(1959-1966)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1971-1975
《汉语主题词表》1975-1980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1986-1994
《中图法》第四版（1996-1999年

机读化、电子化、网络化、
互操作化
《中图法》及《中分表》的机
读数据库及其管理系统
CLC视窗电子版(1999-2001)
CCT第二版视窗电子版2001-
2005）
CCT网络版（2008-2009）
CLC第五版（2006-2010）

国家图书馆时期（1999-2009）

四库分类体系的完善：建立
善本书分类体系
废除四库分类体系研究，创
中外“新书”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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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初版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初版
两卷六分册:
• 第一卷：“分类号－主题词对应表”，包含了《中图法》、

《资料法》所有类目和对应的叙词款目、对应的注释。

• 一个体系分类表型的主题词范畴索引。
• 第二卷：“主题词－分类号对应表”从主题词到分类号，从

标题到分类号的对照索引体系。按其字顺排列，其后列出
对应的分类号。主题词款目结构与《汉表》大体相同。

• 一部主题词型的《中图法》类目相关索引。

• CCT于1996年荣获由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五部门联合颁发的"国家
优秀科技信息成果"二等奖。于1999年10月又荣获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二等奖。

• 《中图法》第四版
• 1996年分工修订-1999年出版。

• 《中图法》第四版合并用于类分资料的类目
，并与类分图书的类目以“+”标识进行了区

分，正式改名为《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
称不变。

• 《中图法》第四版全面补充新主题、扩充类
目体系，使分类法跟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
。同时规范类目，完善参照系统、注释系统
，调整类目体系，增修复分表，明显加强类
目的扩容性和分类的准确性。

《《中图法中图法》》网络环境下的发展网络环境下的发展

需求因素：需求因素：

各用户层次需求；各用户层次需求；标引、检索（分类目录）、知识学习等功能；标引、检索（分类目录）、知识学习等功能；

社会化、通俗化、多语种化；社会化、通俗化、多语种化；

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应用需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应用需求；跨库检索、跨资源检跨库检索、跨资源检
索，知识挖掘索，知识挖掘

资源形式、资源内容的变化需求；资源形式、资源内容的变化需求；各介质资源，各主题单元，各介质资源，各主题单元，
网络资源网络资源

知识组织系统发展因素：知识组织系统发展因素：KOS/NKOSKOS/NKOS
知识组织系统呈现出多类型、多结构、多元化形式的发展趋势，知识组织系统呈现出多类型、多结构、多元化形式的发展趋势，
如主要用于文献组织和人工或机助方式构建的分类表、标题表、如主要用于文献组织和人工或机助方式构建的分类表、标题表、
主题规范文档、叙词表等，主要用于网络或数字化信息组织和半主题规范文档、叙词表等，主要用于网络或数字化信息组织和半

自动、自动化方式构建的本体（自动、自动化方式构建的本体（OntologyOntology）、大众分类法）、大众分类法
（（FolksonomyFolksonomy）等，主要用于资源整合和可视化服务的主题网关）等，主要用于资源整合和可视化服务的主题网关
（（Subject Information GatewaySubject Information Gateway）、概念地图（）、概念地图（Concept MapConcept Map））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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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999--2005:2005:机读化、电子化研究时期机读化、电子化研究时期

•• 机读格式的研究；电子产品的研发机读格式的研究；电子产品的研发
•• 19961996年开始研创年开始研创《《中分表中分表》》主题词机读数据库主题词机读数据库

•• 19991999年开始研创年开始研创《《中分表中分表》》分类机读数据库分类机读数据库

•• USMARC Classification Format USMARC Classification Format （（19911991年研制）年研制）

•• UNIMARC  Classification Format(2000UNIMARC  Classification Format(2000年年11月发布月发布))
•• UNIMARC Format for Authorities UNIMARC Format for Authorities （（19911991--20012001））

•• CLCMARC (1996CLCMARC (1996--2002)2002)
•• 20012001年出版年出版《《中图法中图法》》第四版第四版((电子版电子版))；；
•• 《《中分表中分表》》的修订的修订

•• 20052005年出版年出版《《中分表中分表》》视窗电子版；视窗电子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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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5--20092009：网络化、可视化、自动化研究：网络化、可视化、自动化研究
时期时期

•• 一体化管理系统的研发；一体化管理系统的研发；

•• 网络化产品：网络化产品：

•• 《《中分表中分表》》WebWeb（（功能功能）；）；

•• 网络在线咨询服务网络在线咨询服务；；

•• 网络日常维护网络日常维护

•• 《《中图法中图法》》第四版的修订第四版的修订

• Web版(http://cct.nlc.gov.cn)

• 用于知识、概念查询；分类与主题互动浏览

• 用于标引：分类号、主题词

• 用于OPAC检索：系统设置，个人设置

• 用户参与修订维护(评注\统计库)
• 实时更新

• 免费用户和收费用户

WebWeb版具体提供如下服务：版具体提供如下服务：
11）提供各类知识内容、主题词、分类号的在线浏览、）提供各类知识内容、主题词、分类号的在线浏览、

互动显示和多途径检索服务。互动显示和多途径检索服务。

22）为广大读者和参考咨询人员提供文献检索服务，）为广大读者和参考咨询人员提供文献检索服务，
可与多个可与多个Web OPACWeb OPAC（（联机公共检索目录）连联机公共检索目录）连

接，提供文献信息内容的多库实时检索和学科导航接，提供文献信息内容的多库实时检索和学科导航
服服

33）为分类标引用户提供利用分类号和主题词标引发）为分类标引用户提供利用分类号和主题词标引发

送服务，把所需分类号或主题词快速发送到剪贴板送服务，把所需分类号或主题词快速发送到剪贴板
中，供标引系统使用。中，供标引系统使用。

44）为广大读者等各类用户提供评论注释服务，针对）为广大读者等各类用户提供评论注释服务，针对

知识款目或主题词或类目从任何角度添加评注，方知识款目或主题词或类目从任何角度添加评注，方
便用户建立个人书签，以及我们快速了解读者及用便用户建立个人书签，以及我们快速了解读者及用
户使用信息，提高户使用信息，提高CCTCCT的数据质量，更好地开展知的数据质量，更好地开展知

识 务

• 5）为图书馆业界提供CCT第二版和数据实时
更新服务，利用其网络更新系统、检索词统计
系统和评注系统可实时更新CCT的数据，缩
短CCT维护修订周期，在CCT第二版基础上
Web版已增补7000多条学科主题、个人名称、
地理名称、机构名称等概念款目，并更新了所
有数据的关系系统。

• 6）其他特殊服务等。
详细内容见“《中国分类主题词表》Web版

首页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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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LC、CCT的日常更新维护
2.1版本更新频率：8-9年/版：75年；80年；90年；99年

5年准备，94年；2005年。2010年。

2.2日常更新：1992-1999年：
1）《中图法》修订简报；2）《国家图书馆学刊》“中图法修订”栏目

解决来源于分类实践中的问题，总计4版增删改勘误类目100多个。

3）2000开始建《中图法》网站“修订增订勘误”专栏：
http://clc.nlc.gov.cn/

4）2006年网络在线咨询服务，修订试用信息→修订正式发布（3-
6月）

5）Web版：实时更新

6）电子版光盘升级

2.3 CCT 维护系统,即时修订。演示

•• 1.1.修订考虑因素修订考虑因素
••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四版更名为（第四版更名为《《中国图书中国图书

馆分类法馆分类法》》，简称，简称《《中图法中图法》》）初版于）初版于19751975年，它反年，它反

映了当时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体系和水平映了当时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体系和水平
以及人们对知识世界的认识观。虽经数版修订，但有些以及人们对知识世界的认识观。虽经数版修订，但有些
““先天不足先天不足””的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图法中图法》》
第四版于第四版于19991999年出版，距今也十年，其使用的信息环年出版，距今也十年，其使用的信息环

境、技术环境、社会环境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修订境、技术环境、社会环境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修订《《中中
图法图法》》第四版，适时出版第五版是必要的，满足以下特第四版，适时出版第五版是必要的，满足以下特
性需要：性需要：

二二..《《中图法中图法》》修订思路及知识体系存在的问题修订思路及知识体系存在的问题

1.11.1适用性适用性
根据我国现代经济发展特点，第三产业迅速发根据我国现代经济发展特点，第三产业迅速发

展，有关交通运输业、通信业、商业、生产和生活展，有关交通运输业、通信业、商业、生产和生活
服务业（包括金融、房地产、公共设施、娱乐业等服务业（包括金融、房地产、公共设施、娱乐业等
）、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的服务业、社会）、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的服务业、社会
福利业、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管理部门等方面内容福利业、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管理部门等方面内容
的文献大量涌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内容特征及类型的文献大量涌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内容特征及类型
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中图法中图法》》第四版所包罗的知第四版所包罗的知
识内容和知识体系已经与文献信息资源的内容有较识内容和知识体系已经与文献信息资源的内容有较
大差距，一些类目必须彻底修订，才能解决知识结大差距，一些类目必须彻底修订，才能解决知识结
构、类目体系的问题。构、类目体系的问题。

1.21.2应用性应用性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分类法的应用方式、应用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分类法的应用方式、应用

环境、应用范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网络环环境、应用范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网络环
境下、国外分类法的发展经验已经证明：分类法已境下、国外分类法的发展经验已经证明：分类法已
不再是以图书馆分类排架为主要功能的分类工具，不再是以图书馆分类排架为主要功能的分类工具，
它已成为分类检索、知识组织、学科信息门户、它已成为分类检索、知识组织、学科信息门户、
终用户的使用工具，分类检索的使用方法也不仅仅终用户的使用工具，分类检索的使用方法也不仅仅
停留在类号的唯一检索途径的使用方法上。因此，停留在类号的唯一检索途径的使用方法上。因此，
《《中图法中图法》》第五版的类目体系必须考虑网络技术的第五版的类目体系必须考虑网络技术的
应用形式和检索系统的应用方法，这已成为修订应用形式和检索系统的应用方法，这已成为修订 的的

必然。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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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周期性周期性

依据分类法编制原则即依据分类法编制原则即““与知识发展保持同与知识发展保持同

步原则步原则””，按国际分类法修订惯例，换版修订周，按国际分类法修订惯例，换版修订周
期一般为期一般为66--77年，同时还配有每季的网络版，每年，同时还配有每季的网络版，每

月定期发布增补公报、更新信息等。月定期发布增补公报、更新信息等。《《中图法中图法》》
日常维护技术和机制还不够成熟，第四版的修订日常维护技术和机制还不够成熟，第四版的修订
周期已延时，所以必须加快修订的步伐，以满足周期已延时，所以必须加快修订的步伐，以满足
用户的使用需要。用户的使用需要。

1.41.4紧迫性紧迫性
在网络环境下，在网络环境下，《《中图法中图法》》对中国网络信息对中国网络信息

资源的组织能力还很薄弱，与国外传统分类法相资源的组织能力还很薄弱，与国外传统分类法相
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中图法中图法》》与现行编制的与现行编制的
各种用于网络信息组织的分类工具相比，它具有各种用于网络信息组织的分类工具相比，它具有
不可替代的优势和潜力，因此，它适用于网络信不可替代的优势和潜力，因此，它适用于网络信
息组织方面的修订也是紧迫的。通过第五版的编息组织方面的修订也是紧迫的。通过第五版的编
制，可为制，可为《《中图法中图法》》网络信息组织的类目体系奠网络信息组织的类目体系奠
定基础。定基础。

2.2.《《中图法中图法》》知识体系存在的问题知识体系存在的问题

2.12.1历史遗留问题历史遗留问题
•• 《《中图法中图法》》编制的思想性原则与科学性、实用编制的思想性原则与科学性、实用
性原则产生了矛盾，基本部类的设置和部分类性原则产生了矛盾，基本部类的设置和部分类
目体系的划分标准与现实的学科体系、文献信目体系的划分标准与现实的学科体系、文献信
息资源内容属性有冲突。息资源内容属性有冲突。

•• 如如AA类的设置已影响到类的设置已影响到《《中图法中图法》》在港澳台地区和一些不具备在港澳台地区和一些不具备
特藏性质的信息组织机构的推广使用；特藏性质的信息组织机构的推广使用；

•• 再如在哲学、政治、法律、经济、历史等类以再如在哲学、政治、法律、经济、历史等类以““……主义主义””、、
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等主观性很强的内容特征作为类等主观性很强的内容特征作为类
目划分标准或类目设置，在现实文献分类中已基本没有意义目划分标准或类目设置，在现实文献分类中已基本没有意义
。。

•• C08C08、、N08N08、、--08 08 

••2.22.2类目体系滞后问题类目体系滞后问题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发展，人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发展，人
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各专题文化研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各专题文化研
究和消费者对衣食住行的需求方面的文献日趋多样究和消费者对衣食住行的需求方面的文献日趋多样
化和复杂化，工业与材料、电子、网络、生态、生化和复杂化，工业与材料、电子、网络、生态、生
活等不同技术门类日益普遍化地交叉、渗透和融活等不同技术门类日益普遍化地交叉、渗透和融
合，学科整合的趋势日见明显。因此，合，学科整合的趋势日见明显。因此，《《中图法中图法》》
某些类目的设置和展开与现行知识体系有些不适应、某些类目的设置和展开与现行知识体系有些不适应、
反映不全面。反映不全面。

••FF、、K89K89、、G112G112、、TS97TS97等类。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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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视文化

• · 安全文化

• · 服饰文化

• · 会计文化

• · 家庭文化

• · 居住文化

• · 旅游文化

• · 企业文化

• · 商业文化

• · · 广告文化

• · · 市场文化

• · · 消费文化

• · 摄影文化

• · 审美文化

• · 体育文化

• · 图书馆文化

• · 校园文化

• · 医院文化

• · 音乐文化

• · 政治文化

• · 组织文化

• · 傩文化

• · 电影文化

2.32.3类目概念与命名问题类目概念与命名问题
(1)(1)类目概念过时、类名陈旧、类名限定过窄、类目概念过时、类名陈旧、类名限定过窄、
缺乏容纳性问题；缺乏容纳性问题；

F241F241 劳动力（劳动力与人力资源）劳动力（劳动力与人力资源）

(2)(2)通俗化的、生活化的、娱乐性的、非学术通俗化的、生活化的、娱乐性的、非学术
或学科属性不强的主题内容，时效性很强，或学科属性不强的主题内容，时效性很强，
其类名通俗化问题；其类名通俗化问题；

TS941.12TS941.12服装心理学、服装社会学（服装心理学、服装社会学（服饰服饰
文化文化））

《《中图法中图法》》在反映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在反映社会、经济、文化、生活、
历史、娱乐等方面的类目设置多为传统学科历史、娱乐等方面的类目设置多为传统学科
划分及学术化的类名。划分及学术化的类名。

2.42.4类级深度控制问题类级深度控制问题

•• 作为文献信息分类法，与知识分类不完全相同，类作为文献信息分类法，与知识分类不完全相同，类
目划分深度不强求完全平衡，类目设置需有文献信目划分深度不强求完全平衡，类目设置需有文献信
息保障，否则影响分类浏览与分类检索及一站式导息保障，否则影响分类浏览与分类检索及一站式导
航。航。

•• 2.52.5类目规范化问题类目规范化问题

•• 同主题类名的规范化；同性质类目划分标准规范同主题类名的规范化；同性质类目划分标准规范
化；类目描述的结构化；相关参见的规范化化；类目描述的结构化；相关参见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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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法中图法》》从从20072007年年1010月起，着手其修订工作。月起，着手其修订工作。
利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调研，分析了无文献保障和文利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调研，分析了无文献保障和文
献过于集中的类目编列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各类体献过于集中的类目编列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各类体
系与学科领域发展的滞后性问题，分析了国外主要系与学科领域发展的滞后性问题，分析了国外主要
分类法修订的特点、技术、主要类目的变化以及网分类法修订的特点、技术、主要类目的变化以及网
络应用的方法和实践。络应用的方法和实践。

•• 1.1.指导思想：指导思想：

（（11）以知识、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文献出版的实际）以知识、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文献出版的实际
情况为基础，将科学性、实用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情况为基础，将科学性、实用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强调分类法的实用性和工具性。以文献生产、文献强调分类法的实用性和工具性。以文献生产、文献
分类、文献用户、检索环境的实际状况和需求为基分类、文献用户、检索环境的实际状况和需求为基
础进行修订。础进行修订。

三三..《《中图法中图法》》第五版特点第五版特点

（（22）结合网络、电子环境下分类法使用）结合网络、电子环境下分类法使用

特点和前景进行相应修订。电子版、网特点和前景进行相应修订。电子版、网
络版形式的出现，深刻改变了分类法的络版形式的出现，深刻改变了分类法的
应用方式，以编制分类检索工具和文献应用方式，以编制分类检索工具和文献
分类检索为分类检索为《《中图法中图法》》的基本功能，兼的基本功能，兼
顾文献分类排架的需要来进行修订。顾文献分类排架的需要来进行修订。

•• （（33））《《中图法中图法》》的修订，必须坚持以类的修订，必须坚持以类

分综合性图书资料为主，适当兼顾网络分综合性图书资料为主，适当兼顾网络
信息、专业单位信息组织的需要。处理信息、专业单位信息组织的需要。处理
好稳定性主题与动态性主题的关系、集好稳定性主题与动态性主题的关系、集
中与分散的关系。中与分散的关系。

•• (4)(4)标记系统的修订必须满足分类法类目标记系统的修订必须满足分类法类目

体系编制和发展的需要，保持较好结构体系编制和发展的需要，保持较好结构
性，力求简明、易懂、易记、易用、易性，力求简明、易懂、易记、易用、易
于扩充。于扩充。

。。

2.2.修订重点修订重点
20072007年年1010月月--20092009年年1212月分工修订与集中审核：全国委员分工修订→主月分工修订与集中审核：全国委员分工修订→主

副编为主的综合审定小组集中系统审核→征求反馈意见→综合审定小组集中副编为主的综合审定小组集中系统审核→征求反馈意见→综合审定小组集中

处理意见→短期试用→处理试用意见→处理意见→短期试用→处理试用意见→2010.52010.5全体委员审定，修改→全体委员审定，修改→88月左月左

右正式出版右正式出版。。

利用各种修订分类法的技术与方法。如设置类组、扩展类名、增改注释、参利用各种修订分类法的技术与方法。如设置类组、扩展类名、增改注释、参

见类目、交替类目见类目、交替类目、、多重列类法、沿革注释法、局部结构调整等方法修订，多重列类法、沿革注释法、局部结构调整等方法修订，

解决类目体系存在的问题，尽量减少修订对文献改编的影响，保障用户从旧解决类目体系存在的问题，尽量减少修订对文献改编的影响，保障用户从旧

版平稳过渡到新版。充分利用和参考已有的成果。如版平稳过渡到新版。充分利用和参考已有的成果。如《《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新增概念、新增概念、DDC22DDC22、、《《中文新闻信息分类与代码中文新闻信息分类与代码》》、、《《学科分类与代码学科分类与代码》》、、

《《国民经行业分类与代码国民经行业分类与代码》》等。等。

第五版的修订幅度较大，新增第五版的修订幅度较大，新增16311631个类目，停用或直接删除约个类目，停用或直接删除约

25002500个类目，直接修改类约个类目，直接修改类约52005200多个，共计多个，共计5163051630个（四版：个（四版：

5271052710个），个），其特点有以下几点：其特点有以下几点：

2.12.1涉及图书改号类涉及图书改号类140140多个多个,,启用建议启用建议。。

2.22.2修订重点修订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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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A大类特别考虑的类大类特别考虑的类
通过注释提供了集中与分散的处理办法。通过注释提供了集中与分散的处理办法。

AA大类文献若不愿集中，可按文献性质及内容大类文献若不愿集中，可按文献性质及内容
的学科属性归入相关各类。综合性著作可分别的学科属性归入相关各类。综合性著作可分别
归入归入DD有关各类。有关各类。

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综合性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综合性著作
及其研究可入及其研究可入D33/37D33/37的的““--00””；；毛泽东、邓小平的综毛泽东、邓小平的综
合性著作及其研究可入合性著作及其研究可入D2D2--00；；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研究，专论、专题汇编及其研究入有关各类。例：马研究，专论、专题汇编及其研究入有关各类。例：马
列主义研究入列主义研究入D0D0--00；；毛泽东思想研究入毛泽东思想研究入D610.0D610.0，，邓小邓小
平理论研究入平理论研究入D610.1D610.1；；邓小平论文艺入邓小平论文艺入I0I0；；毛泽东传毛泽东传
入入K827=73K827=73。。

（（22）重点修订类与大幅度调整的类）重点修订类与大幅度调整的类
•• ““FF经济经济””类、类、““TPTP计算技术、计算机技术计算技术、计算机技术””
类、类、““UU交通运输交通运输””类为重点修订类，三个类为重点修订类，三个

大类的共同特点为体系陈旧过时。大类的共同特点为体系陈旧过时。

•• 如如FF类中类中F0F0经济学、经济学、F2F2经济计划与管理、经济计划与管理、
F25F25物资经济、物资经济、F28F28基本建设经济、基本建设经济、F3F3农农

业经济（农村、土地、房地产经济等问题）、业经济（农村、土地、房地产经济等问题）、
F49F49信息产业经济、信息产业经济、F6F6邮电经济、邮电经济、 F79F79服服
务业、务业、F59F59旅游经济等类问题存在较多，也旅游经济等类问题存在较多，也
同时与较多类发生关系。同时与较多类发生关系。

FF类：类：增删改类目数最大，其中新增类目增删改类目数最大，其中新增类目230230多多
个个 ，修改类名、增补注释、理顺体系，明确使用，修改类名、增补注释、理顺体系，明确使用
方法共约有方法共约有500500个类，对无文献保障或过时或重复个类，对无文献保障或过时或重复
或主题不明确的类目删除停用，约或主题不明确的类目删除停用，约140140个类。个类。

增补新主题增补新主题（（F0F0--0808等）等）

增加下位类增加下位类,,对原类目体系扩充加细对原类目体系扩充加细.(.(如如 :F271:F271企业体制、企业体制、

F49F49信息产业经济、信息产业经济、F590.7F590.7各类型旅游、各类型旅游、F590.65F590.65旅游企业、旅游企业、F719F719商业服商业服
务业、务业、F832.2F832.2银行业务、银行业务、F840.6F840.6各种类型保险等各种类型保险等).).

修改上位类类名，调整下位类修改上位类类名，调整下位类 ,,扩充原类目体扩充原类目体
系系.(.(如如:F25:F25物流经济、物流经济、F241F241劳动力与人力资源、劳动力与人力资源、F272F272企业管理（总论）、企业管理（总论）、

F293F293城市土地经济、房地产经济、城市土地经济、房地产经济、F713.36F713.36电子商务等电子商务等))。。

TPTP类类：增删改幅度最大。第四版列举约：增删改幅度最大。第四版列举约623623个类个类

目，五版新增目，五版新增8989个类，新增比率为个类，新增比率为14%14%，在各类，在各类
新 增 率 中 最 高 。 如新 增 率 中 最 高 。 如 TP317.6TP317.6 游 戏 软 件 、游 戏 软 件 、
TP317.5TP317.5多媒体软件、多媒体软件、TP311.55TP311.55软件测试。软件测试。

修改类目修改类目100100个，修改比率个，修改比率16%,16%,仅次于仅次于FF、、GG类。包括类。包括
类名、注释和类目体系的调整。如类名、注释和类目体系的调整。如TP317.4TP317.4图形图图形图
像处理软件、像处理软件、TP316.8TP316.8网络操作系统（服务器操作网络操作系统（服务器操作
系统）、系统）、TP311TP311程序设计、数据库、软件工程，增程序设计、数据库、软件工程，增
加加TP316TP316的注释：手机操作系统等等的注释：手机操作系统等等;;

删除删除5353个类目个类目,,删除率删除率8%8%，仅次于，仅次于TSTS、、TFTF、、TGTG、、
TDTD，，因为类目划分过细，技术更新，所设类目已因为类目划分过细，技术更新，所设类目已
过时或与新技术和设备不符过时或与新技术和设备不符,,如非电子计算机各类如非电子计算机各类
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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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类：类：该技术门类因为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与近十年我国该技术门类因为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与近十年我国
交通运输体制转轨密切相关，与交通运输工具、设备、道路交通运输体制转轨密切相关，与交通运输工具、设备、道路
快速发展相关。因此，该类修订和删除幅度也较大，分别在快速发展相关。因此，该类修订和删除幅度也较大，分别在
4%4%和和5%5%以上。以上。调整理顺发展速度快、文献量较大的调整理顺发展速度快、文献量较大的U231U231地地
下铁路体系，原仅供资料分类使用下位类改为图书分类的用下铁路体系，原仅供资料分类使用下位类改为图书分类的用
类，删除停用类，删除停用{{U231+.92}U231+.92}地铁运营、管理及运营管理自动地铁运营、管理及运营管理自动
化化 ;;特种铁路运输与普通铁路运输划分体系一致，明确特种铁路运输与普通铁路运输划分体系一致，明确
U231/239.9U231/239.9特种铁路的使用方法，如地铁旅客运输入特种铁路的使用方法，如地铁旅客运输入
U293.6U293.6，，地铁管理运输自动化入地铁管理运输自动化入U29U29--3939，，地铁运营管理地铁运营管理
入入 F530.7F530.7，，铁路客运专线、高速列车的旅客运输入铁路客运专线、高速列车的旅客运输入
U293.5U293.5，，专论城市轻轨电车旅客运输入专论城市轻轨电车旅客运输入U492.4+33, U492.4+33, 总总
论城市轨道交通运输、轻轨运输、城市新交通系统入论城市轨道交通运输、轻轨运输、城市新交通系统入U12U12
城市交通运输。城市交通运输。

明确交通运输技术（路、工具、运输）及运输经济的关系明确交通运输技术（路、工具、运输）及运输经济的关系

““DD政治、法律政治、法律””、、““GG文化、科学、教育、体文化、科学、教育、体
育育””、、““TSTS轻工业、手工业、生活服务业轻工业、手工业、生活服务业””等等
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计算机技术相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计算机技术相
关的大类为局部调整大类。关的大类为局部调整大类。

DD类：局部调整量较大，从增改数量看，仅次类：局部调整量较大，从增改数量看，仅次
于于FF类。类。

首先修改完善局部体系，如首先修改完善局部体系，如D035D035国家行政管理列类国家行政管理列类
体系增补了体系增补了D035D035--00行政学、公共管理学，行政学、公共管理学，D035D035--
33公共管理与政府管理方法（包括政府信息公开、公共管理与政府管理方法（包括政府信息公开、
电子政务理论等），电子政务理论等），D035.29D035.29公共安全管理（包公共安全管理（包

括公共安全问题、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括公共安全问题、公共危机（应急）管理）。

其次，调整理顺法律类体系，增补注释，增补其次，调整理顺法律类体系，增补注释，增补
新类。理顺新类。理顺D90D90法学理论和法学理论和D91D91应用法学的应用法学的

体系，兼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为满足新体系，兼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为满足新
类型的法归类问题，增设和修改了大量类，类型的法归类问题，增设和修改了大量类，
如新增如新增D912.7D912.7人权法、人权法、D912.8D912.8传媒法、信传媒法、信
息法、息法、D912.3D912.3土地法、房地产法、土地法、房地产法、D923.7D923.7
侵权法等类，如侵权法等类，如D924.33D924.3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罪、经济秩序罪、D924.34D924.3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罪、民主权利罪、D924.392D924.392贪污贿赂罪等等。贪污贿赂罪等等。

GG类：类：局部调整量较大，从增改数量和增删改比率局部调整量较大，从增改数量和增删改比率

看，仅次于看，仅次于DD类。该类主要包括三部分的调整：类。该类主要包括三部分的调整：

首先理顺首先理顺G2G2信息与知识传播类的体系，完善信息与知识传播类的体系，完善G20G20信息与传播信息与传播
理论类的体系，增设理论类的体系，增设G209G209传播事业；传播事业；

其次，合并其次，合并G25G25、、G35G35图书馆学情报学体系，并修改图书馆学情报学体系，并修改G25G25类类
名为名为““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把，把G350/359G350/359的全部体系合的全部体系合
并到并到G250/259G250/259类目体系中并调整扩充类名，增补注释，同类目体系中并调整扩充类名，增补注释，同
时增设同位类时增设同位类G254.9G254.9信息检索，包括四版信息检索，包括四版G252.7G252.7文献检文献检
索、索、G354G354情报检索、情报检索、G254.32G254.32目录体系、目录体系、G254.33G254.33各种各种
目录组织法、目录组织法、G353.21G353.21索引编制，索引编制，G356.6G356.6机械化、自动化机械化、自动化

编索引以及智能检索系统、搜索引擎等组织、构建及检索方编索引以及智能检索系统、搜索引擎等组织、构建及检索方
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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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补充完善教育、体育类的体系，如对再次，补充完善教育、体育类的体系，如对
残障人等特殊人群的特殊教育、体育运动及残障人等特殊人群的特殊教育、体育运动及
相应组织机构。相应组织机构。如情绪与行为障碍儿童教育、瑜伽健身、军如情绪与行为障碍儿童教育、瑜伽健身、军

事体育等。除此之外，对事体育等。除此之外，对G89G89文娱性体育活动类做了较大的调整，停文娱性体育活动类做了较大的调整，停
用了用了{G894}{G894}私人收藏，改入私人收藏，改入G268.8G268.8私人博物馆和私人博物馆和G262G262博物馆藏品博物馆藏品
的采集、征集、鉴定有关各类，并相应对的采集、征集、鉴定有关各类，并相应对G262G262增补下位类。增补下位类。

TSTS类类：：是局部调整较大的类，删除停用类的数量 多，共是局部调整较大的类，删除停用类的数量 多，共

740740个类，主要合并使用频率过低或过时或过细的类目，个类，主要合并使用频率过低或过时或过细的类目，

有些图书用类转为资料用类。其次，修改了大类类名，为有些图书用类转为资料用类。其次，修改了大类类名，为
TSTS轻工业、手工业、生活服务业，对生活服务业类突出轻工业、手工业、生活服务业，对生活服务业类突出

列类，并调整完善和补充其体系。列类，并调整完善和补充其体系。

（（33）增加复分标记、）增加复分标记、““一般性问题一般性问题””的禁用标记的禁用标记

第五版为增强类目复分助记性、降低复分难度，对这些类下无第五版为增强类目复分助记性、降低复分难度，对这些类下无
直接复分仿分注释而又需复分的类目的类名后增加了复分标直接复分仿分注释而又需复分的类目的类名后增加了复分标
记，并区别记，并区别88个通用附表、专类复分或仿分的复分标记，标个通用附表、专类复分或仿分的复分标记，标

记符分别对应为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与记符分别对应为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与《《中国分类主题词中国分类主题词
表表》》主题词对应类号的复分标记一致。主题词对应类号的复分标记一致。

对对 ““一般性问题一般性问题””类只起仿分概括说明作用，不用于类分文类只起仿分概括说明作用，不用于类分文
献，需归入献，需归入““一般性问题一般性问题””类的直接上位类。为此，第五版对类的直接上位类。为此，第五版对
““一般性问题一般性问题””类规范统一类规范统一,,对不具有此特点的类修改类名对不具有此特点的类修改类名,,对对
符合此特点的符合此特点的““一般性问题一般性问题””类类,,在其类名后增加了不用类分在其类名后增加了不用类分
文献的标记文献的标记,,即标记符为ⓧ，以便提示分类人员，避免误标即标记符为ⓧ，以便提示分类人员，避免误标

引并造成与其上位类分类不一致问题。引并造成与其上位类分类不一致问题。

其他：增删改注释或字体标记。其他：增删改注释或字体标记。

•• （（44））完善类目的参见注释，补充类目反向参照完善类目的参见注释，补充类目反向参照

•• 《《中图法中图法》》的类目相关参照是按类人工分别注释，因此存在的类目相关参照是按类人工分别注释，因此存在
很多关联缺陷，第五版借助很多关联缺陷，第五版借助““《《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维护的维护
管理系统管理系统””，首先规范参见注释，区分，首先规范参见注释，区分““参见参见””与与““见注见注””，其，其

次补充需要建立反向参见的注释，删除修改无参见类的注释次补充需要建立反向参见的注释，删除修改无参见类的注释
。增强了类目相关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有利于准确分类和加。增强了类目相关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有利于准确分类和加
强文献检索的推荐作用。强文献检索的推荐作用。

•• （（55）合并使用频率过低的类目）合并使用频率过低的类目

•• 结合我国大型的、有代表性的数据库：结合我国大型的、有代表性的数据库：““国家图书馆书目数国家图书馆书目数
据库据库””、、““同方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同方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万方期刊硕士论文万方期刊硕士论文
数据库数据库””等的类目使用频率统计数据，对使用频率为等的类目使用频率统计数据，对使用频率为00或过或过

低的类目合并或取消仿分复分注释或停用，对陈旧或错误的低的类目合并或取消仿分复分注释或停用，对陈旧或错误的
类目停用处理。第五版共停用类目停用处理。第五版共停用23002300多个类，停用或删除或多个类，停用或删除或
改用类主要集中在改用类主要集中在TSTS、、TDTD、、TFTF、、TGTG、、UU、、TNTN、、FF、、
G35G35等类，停用类增加沿革注释，一般停用或删除类在其等类，停用类增加沿革注释，一般停用或删除类在其

相应上位类同时补充含义注释。相应上位类同时补充含义注释。

•• （（66）完善附表类型，补充共性问题，解决依附表）完善附表类型，补充共性问题，解决依附表

复分问题复分问题

•• 为方便主表对各类型环境和各类人员复分使用，补为方便主表对各类型环境和各类人员复分使用，补
充充““环境、人员表环境、人员表””并与并与““八、通用时间、地点表八、通用时间、地点表””合合
并，同时在主表部分类下增加该复分注释，如并，同时在主表部分类下增加该复分注释，如
““C912.15C912.15各类型人的人际关系各类型人的人际关系””类下增加了依该表类下增加了依该表

复分的注释。复分的注释。

•• 对对88个附表相应补充新主题，增设新类目或注释或个附表相应补充新主题，增设新类目或注释或

修改类名扩大外延。修改类名扩大外延。

•• 对世界和中国地区表以及世界种族民族表、国际时对世界和中国地区表以及世界种族民族表、国际时
代与中国时代表与代与中国时代表与KK历史、地理类做同步修订，增历史、地理类做同步修订，增

补修改类目，调整类目体系。补修改类目，调整类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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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区、时代、民族等区分符号明确使用方法，在对地区、时代、民族等区分符号明确使用方法，在
主表需连续使用附表复分的类目，一般都明确注主表需连续使用附表复分的类目，一般都明确注
释出要求使用复分区分符，避免注释连续复分的释出要求使用复分区分符，避免注释连续复分的
类由于跨越缺省复分引起加多个零的问题。类由于跨越缺省复分引起加多个零的问题。

•• （（77）系统性修订）系统性修订
•• 《《中图法中图法》》第五版除对第四版重点类和存在的主要问题针第五版除对第四版重点类和存在的主要问题针

对性地修订外，还全面系统地分析各大类的设置不足并加对性地修订外，还全面系统地分析各大类的设置不足并加
以修改。系统性修订主要有以下两点：以修改。系统性修订主要有以下两点：

•• 修改类名修改类名,,增强类目的容纳性增强类目的容纳性(1057(1057个）；个）；

•• 例：例：B824.2B824.2社会交往公德社会交往公德〈〈44版类名：友谊与同志关系版类名：友谊与同志关系〉〉
C912.64C912.64群体心理群体心理〈〈44版类名：群众心理版类名：群众心理〉〉

•• 增改注释增改注释,,控制类目划分深度，必要时增新类控制类目划分深度，必要时增新类

•• 通过增加类目注释，更新术语、改进注释来容纳新主题、疑通过增加类目注释，更新术语、改进注释来容纳新主题、疑
难或常见主题内容，说明类目涵义或类目之间的关系，增强难或常见主题内容，说明类目涵义或类目之间的关系，增强
类目理解和使用说明。对发展变化快、含义模糊、文献量不类目理解和使用说明。对发展变化快、含义模糊、文献量不
够多的主题控制类目细分和增类，增改注释。对较成熟、稳够多的主题控制类目细分和增类，增改注释。对较成熟、稳
定的新主题，有一定文献保障则增设新类。如：定的新主题，有一定文献保障则增设新类。如：

•• BB类：在类：在B844B844发展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类心理学人类心理学))类下增注释类下增注释::不同人不同人
群的心理咨询与辅导入此。新增群的心理咨询与辅导入此。新增B849.1B849.1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心理咨询与心理辅

导类，并增注释：总论入此。专论入有关各类。例：不同人导类，并增注释：总论入此。专论入有关各类。例：不同人
群的心理咨询与辅导入群的心理咨询与辅导入B844B844有关各类；不同环境的心理咨有关各类；不同环境的心理咨
询与辅导入询与辅导入B845.6B845.6有关各类；心理治疗与心理卫生入有关各类；心理治疗与心理卫生入
R395R395有关各类；学生心理咨询与辅导入有关各类；学生心理咨询与辅导入G444G444。。

3.3.发布多版本发布多版本

•• 20102010年年88月左右出版印刷版。根据第月左右出版印刷版。根据第55版的版的
基本版将陆续推出基本版将陆续推出WebWeb版、期刊版、电子版版、期刊版、电子版

（光盘版，（光盘版，含含机器辅助复分功能机器辅助复分功能）、简本、儿）、简本、儿
童版、搜索引擎版（网络信息组织版）、童版、搜索引擎版（网络信息组织版）、
《《中分表中分表》》 WebWeb更新版及使用手册。更新版及使用手册。

总之，通过局部调整和重点修订，使总之，通过局部调整和重点修订，使《《中图法中图法》》
第五版文献分类体系与学科发展、知识发展第五版文献分类体系与学科发展、知识发展
体系保持同步，增强类目体系的分类规律体系保持同步，增强类目体系的分类规律
性，类表的实用性有了很大提高，降低类表性，类表的实用性有了很大提高，降低类表
使用难度和控制类目划分深度。使用难度和控制类目划分深度。

第五版增加了复分等使用标记及类目通用复分第五版增加了复分等使用标记及类目通用复分
形式，完善类目的相互参见注释，增强了体形式，完善类目的相互参见注释，增强了体
系分类法对主题多属性功能的揭示以及辅助系分类法对主题多属性功能的揭示以及辅助
复分和相关检索功能。复分和相关检索功能。

《《中图法中图法》》第五版更具时代特色，多版本更能第五版更具时代特色，多版本更能
满足网络环境下综合性信息资源的标引和检满足网络环境下综合性信息资源的标引和检
索要求。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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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2011 年工作会议（湖南·长沙）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对图书

馆的要求，实现我国图书馆工作自动化、文献信

息化、传输网络化、服务社会化，促进全国联合

编目事业的发展，积极推进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着为全社会文献信息机构服务的

宗旨，切实履行公益性服务理念，通过统一规划、

统一标准、逐步推进、合作建设、协调管理，推

动全国联合编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进程，通过

网络化的服务手段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下

坚实的基础。 
第三条 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有效的组织和管

理各系统、各类型图书馆联合编目工作，运用现

代图书馆的理念和技术手段将各级各类图书馆丰

富的书目数据资源和人力资源整合起来，以国家

图书馆为中心，实现书目数据资源共建共享，降

低用户的编目成本，提高编目工作质量。 
 

第二章 全国中心 
第四条 全国中心（全称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

中心）为公益性组织，行政隶属于国家图书馆。

下设协调委员会、质量控制小组、书目数据中心、

技术中心以及用户服务和拓展中心。 
第五条 负责发展用户，扩大全国中心的影响

力。 
第六条 负责制定相关数据库标准，数据质量

监控标准及中心数据库维护。 
第七条 负责全国中心联合编目网络系统的

软硬件开发、维护和正常运行。 
第八条 负责对成员馆编目工作进行业务指

导、提供业务咨询和技术支持，并定期组织考核

和业务人员培训。 
第九条 负责成员馆之间的编目工作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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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分中心 
第十条 分中心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

行业系统内起领导或核心作用的图书馆或文献信

息收藏单位。 
第十一条 分中心权利义务 
（1）扩大全国中心在本区域、本行业系统图

书馆或文献信息收藏单位的影响，指导本区域、

本行业系统用户使用联合目录平台。 
（2）接受全国中心对其业务指导、技术支持

以及年度考核。 
（3）积极配合全国中心做好本区域、本行业

系统的图书馆或文献信息收藏单位数据质量监控

工作、业务指导、咨询工作，以及相关业务培训

工作。 
（4）免费共享全国中心提供的各种文献数据

和规范数据。 
（5）汇集本区域、本行业系统各类文献馆藏

信息向全国中心提交，待时机成熟可只负责本馆

各类文献馆藏信息的实时提交。 
（6）收集本区域、本行业系统图书馆或文献

信息收藏单位对全国中心的意见和建议，为全国

中心的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7）协助全国中心组织和筹备年度工作会议

和业务研讨会等。 
第十二条 申请流程 
（1）用户加入全国中心以自愿加入为原则。 
（2）用户须具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

行业系统领导或核心作用。原则上公共图书馆以

省级图书馆为分中心。 
（3）用户签署分中心协议书，即成为分中心。 

 
第四章 成员馆 

第十三条 成员馆为国内公共图书馆、高校图

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各类专业图书馆、军

队图书馆、中小学校图书馆及部分机关及企事业

单位资料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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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成员馆权利义务 
（1）接受全国中心和（或）分中心对其业务

指导、技术支持。 
（2）免费共享全国中心提供的各种文献数据

和规范数据。 
（3）接受全国中心上传书目数据资质考核，

负责向中心上传本馆书目数据。 
（4）负责向分中心提交本馆馆藏数据。待时

机成熟可直接向全国中心提交本馆各类文献馆藏

信息。 
第十五条 申请流程 
（1）用户加入全国中心以自愿加入为原则。 
（2）用户签署成员馆协议书，即成为成员馆。 

 
第五章 商业用户 

    第十六条 商业用户包括各类书商、书店、出

版社等营利性机构。 
    第十七条 申请流程 

    （1）用户加入全国中心以自愿为原则。 
    （2）用户签署数据用户协议书，并支付一定

预付款，可成为商业用户。 
    （3）商业用户获得上传书目数据资质并支付

费用，可开通上传书目数据功能。 
 

第六章 附则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行。本管理

办法解释权属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附件 1．全国联合编目中心组织机构 
附件 2．分中心协议书 
附件 3．成员馆协议书 
附件 4．商业用户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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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全国联合编目中心组织机构 

全国联合编目中心组织机构 
 
（一）协调委员会 
1．协调委员会是全国联合编目中心的咨询机

构。 
2．协调委员会由分中心主管领导组成，对全

国中心负责。 
3．协调委员会的职责与任务 
（1）协调联合有关各方，拓展业务范围，建

设联合目录数据库； 
（2）对全国中心的发展战略和服务政策及其

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3）积极宣传中心的各项政策，为联合编目

业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4）沟通用户信息，收集所在地用户对全国

中心发展战略的意见和建议，为更好地制定中心

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4．协调委员会的工作模式 
（1）委员会会议通常每年举行一次，由全国

中心召集，须 2/3 以上成员出席。协调委员会成

员不能亲自出席会议可以委派人选参会。 
（2）委员会提交的议案需出席会议的成员半

数以上（含半数）通过正式备案，提交全国中心

上级主管部门（国家图书馆）馆务会批准生效。 
（3）根据需要，协调委员会不定期召开特别

会议。 
（二）质量控制小组 
1．质量控制小组是数据库建设的参与者和监

控机构。 
2．质量控制小组由国家图书馆、分中心和成

员馆中的资深编目员组成，该小组成员称为质量

监控员，由全国中心聘任。 
3．质量监控员产生方式： 
（1）由全国中心推荐，经该成员所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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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2）由全国中心指定分中心推荐，并得到全

国中心的批准。 
推荐候选人通过全国中心的考核后方可聘用。 

4．质量监控员条件 
（1）从事编目工作和编目校对工作的一线业

务骨干，一般具有五年以上的编目实践经验。 
（2）具有扎实的编目业务基础和较高计算机

操作水平。 
（3）具有较强的参与数据库建设的意识，并

有一定的时间参与全国中心的数据处理工作。 
5．质量监控员将视全国中心发展的规模、进

度以及用户参与能力等因素，实行不定期更换或

增减。聘任期满后由全国中心根据质量监控员工

作情况决定是否续聘。 
6．质量控制小组的职责与任务 
（1）参加有关数据质量控制的日常维护，例

如：数据审校、数据整合，定期向全国中心报告

数据质量检查情况等。 
（2）参加全国中心的其它相关业务活动，例

如：数据质量评估，提供数据质量奖惩和上传资

质审查的参考依据。 
（3）协助全国中心参与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有

关业务培训工作。 
（4）接受成员馆和数据用户有关联合编目业

务的咨询。 
（5）可以根据需要和个人特长，参与全国中

心部分课题的研究工作。 
7．质量控制小组工作模式 
（1）由全国中心派专人负责质量监控员的成

员登记、值班安排、工作报告汇总等。 
（2）发现错误及时修改中心数据库，并向成

员馆反馈修改意见；每月汇总数据修改报告，并

在全国中心网站上及时发布。 
（3）每周一至周五轮流值班，负责全国中心

网站论坛的答疑，对提出的数据问题及时修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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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 
（4）每半年交叉测评一次成员馆的数据质

量，年底综合考核成员馆上传资质。 
（三）书目数据中心 
书目数据中心负责组织管理全国中心数据库

的维护工作，制定相关业务标准规范，并提供个

性化数据的批处理及发送服务。 
（四）技术中心 
技术中心负责全国中心服务器和联合编目系

统的维护、升级以及用户帐号的管理，同时提供

业务技术咨询。 
（五）用户服务和拓展中心 
用户服务和拓展中心负责建立用户档案，负

责用户调查和市场拓展工作，以及全国中心年会

和培训的筹备组织工作，同时承担部分业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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