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2020-2021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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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线上工作会议。

经历了 2020 年的疫情，全国联合编目工作在中心、分中心的共同努

力下，逐渐适应了在疫情压力下开展工作。在保证数据质量的前提

下，加强数据规则建设，尝试引入新的业务模式，探讨联编中心在

出版社、馆配商与图书馆之间新的定位。在这里对大家一直以来对

中心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我将对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2020-2021 年度的工作向

大家汇报，并提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供大家讨论。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开展联合编目工作，认真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一年来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

老专家回信号召，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借助联编中心在全国公共图

书馆资源建设和组织工作中的作用，发挥对全国图书馆行业意识形

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中心与全国分中心组建意识形态联络机制，

利用联合目录（实体馆藏）平台对可能存在意识形态风险文献的馆

藏馆发出提示，通过分中心触达全国公共图书馆网络。截至目前共

筛查数据 118197 条。此外，在资源组织工作中，为满足不同类型图

书馆用户进行文献分编和集中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需

要，联编中心于 11 月启用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委会推出的

《中图法》A 大类第二表（试用稿），未来随后计划开展为期一年的

试用，也欢迎各个分中心积极试用。接下来的议程中专门请到中图

法编委会常务副主编、研究员卜书庆老师具体介绍该项工作。 

二、以公益性服务理念为基础，常规工作稳步开展。从全国图



书馆实际需求出发，为全国实体资源建设和组织业务提供服务支持。 

1.数据建设方面：截止 2021 年 10 月底，联合编目中心共有书

目数据 1475 万余条，规范数据 202 万余条。本年度联合编目中心接

收成员馆上传数据 9.8 万条，馆藏数据继续高速增长 1200 万条，累

计达到了 6600 万条。成员馆下载书目数据近 1300 万。在用户拓展

方面，联合编目中心用户总量达到了 4223 家，相较去年增加了 226

家，其中图书馆用户 3585家。 

2.培训工作上：2021 年 6 月 21-24 日，中心举办上传资格培训，

受疫情影响，此次培训班仍旧采取在线培训和考试的形式。来自全

国 30 个省市及自治区的 224 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随着中心影响

力的持续扩大，本次培训再次创下了学员人数的历史新高。7 月 27-

30 日，中心与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举办上传资格在线培

训班，共有 85 名学员参加了培训。在延续去年培训模式的基础上，

今年将所有试题都重新核审，并划分了难易度和知识点。依托于中

心题库建设的完善，本年度首次启用随机抽题、一人一卷的考试模

式。进一步提升了考试的公平性和权威性。 

3.实体馆藏体系建设：在去年完成了全国实体馆藏平台的全部

系统工作基础上，针对馆藏数据建设目标的不同，设计了不同的馆

藏数据建设流程。本年度工作重点在细化部署方案，提升了馆藏数

据整合的效率和准确率，着重解决馆藏揭示错误等问题。进一步针

对不同级别的公共图书馆特点，优化馆藏采集逻辑，提高馆藏建设

效率。省级馆的馆藏建设的时效性由以往的一年左右，提高到一季

度甚至一个月以内。下午的分中心主任会上，将由中心馆藏体系运

维技术负责人胡砚介绍馆藏体系今年的具体工作。 

4.全国名称规范推广工作：完成了名称规范数据共享接口的开

发工作，打通了其他机构访问联编中心名称规范数据通路。在接口

的开发过程中，严格遵守一系列国际通用传输协议和数据交换标准。



在联合编目网站上发布了国标《信息与文献—CNMARC 的 XML 表示》

的 XML 样式，使用联合编目系统的权限管理功能实现了对接口的权

限管理，原则上实现了异构系统的名称规范控制。完成了对联编名

称规范库的改造。为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陈毅专题数据平台提供了名

称规范服务，尤为难得的是与复旦大学的 Aleph 500 系统也实现了

比较理想的名称规范挂接效果，可以在不同成员馆的 Aleph 500 系

统中实现名称规范挂接服务。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测试与其他

系统间的功能细节，按既定方案部署程序，重建联编整库索引。力

争让这项服务尽快正式落地。 

5. 新增盲文文献类型：2021 年 10 月 23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关于为

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

利的马拉喀什条约》的决定。《马拉喀什条约》是视障者阅读权利保

障全球版权立法协作创新的最新成果,其缔结是世界版权发展史和人

权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公共图书馆未来开展视障者服务是

一个重大利好消息。恰好今年联编中心有契机与中国盲文图书馆达

成合作，由该馆负责中心“盲文文献”的数据建设工作。因盲文馆

文献类型、数据编制标准与国家图书馆存在一定差异，为满足双方

的业务需求，尽量保留数据信息。中心计划启用 299 字段作为盲文

文献内容形式和媒介类型信息的字段。目前盲文馆正在基于新标准

对本馆数据进行回溯，并适时上传到联编中心。盲文文献数据类型

的拓展，不仅为各个分中心下一步开展相关服务提供文献信息参考，

而且提供了书目制作借鉴标准，欢迎各个分中心积极参与到相关工

作中来。 

三、分中心工作进展： 

2021 年各分中心在疫情常态化情况下，克服困难，在保障读者

服务的前提下，不断创新，很多分中心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广东、四川、山东、青海等分中心克服困难，在本年度开展了

省域范围内的培训工作。 

广东分中心上线了图书采分编智能作业系统——“采编图灵”。

该系统结合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重组采

分编工作流程。 

上海分中心参与了本馆 FOLIO 流通系统上线的元数据支持工作，

部署了一套虚拟化的联合编目系统，完成了修改痕迹数据处理脚本

的阶段性开发。 

重庆分中心开展“抗疫记忆 ‘渝’你相约”抗疫文献征集活动；

正式成立成渝地区公共图书馆联盟，并加强对敏感文献的把控。 

青海分中心起草《青海省图书馆中文普通图书编目手册》；建立

建全青海地方文献数据库和中文期刊数据库。 

2021 年各个分中心受疫情、经费等因素影响，很多分中心采编

工作方面都面临了或多或少的困难，但是各分中心都能确保常规工

作正常推进，时间关系就不再一一赘述，大家可以通过各分中心报

告共享经验。 

四、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一、配合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推动名称规范数据在全国

公共图书馆的使用； 

文旅部印发了《“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在规

划明确指出将推动实施智慧图书馆统一平台建设。智慧图书馆提出

“实现图书馆全业务架构和全业务流程的智慧化管理。并对生产的

知识内容进行语义组织与关联，形成全网集成的智慧化知识关联图

谱。”，采编部门负责图书馆业务流程中资源的生产和建设工作，

深度绑定了图书馆的业务主流程。同时资源揭示与知识组织又是编

目工作孜孜以求的目标。智慧图书馆的发展，必将为全国的图书馆

事业带来深刻变革。作为资源建设部门书目数据的语义化和模型化



已经在国际上和国内有着超过 20 年的研究历史，相关理论已经比较

成熟。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通过书目和名称规范库的联动实现国

际图联的图书馆参考模型，是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做法。为此中

心开发了名称规范库的共享功能，并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逐步在

名称规范库中构建并完善模型，为推动全国编目工作智慧化转型进

行探索。 

二、沟通出版社与馆配商，为全国图书馆做好资源元数据相关

服务工作。 

随着编目社会化的发展，一部分中小型公共图书馆把采访订单

和编目工作交由馆配商完成提供已经较为普遍了。直接从社会采购

服务，通过集成服务，有效提高了采访和编目工作的效率。但馆配

商追求商业收益，有选择的提供可供资源，也同时造成图书馆馆藏

资源和元数据质量的下降。为此，中心计划尝试与全国分中心合作，

与出版社沟通，帮助中小型图书馆获取采访书目数据；与馆配商合

作，通过接受全国主要馆配商数据的上传，认证全国馆配商的数据

质量，提升并监督馆配商数据质量，并逐步形成一个全国公共图书

馆元数据资源整合平台，进而提高各个馆的数据质量，共同解决全

国图书馆在采编工作遇到的问题。 

三、推进联合编目数据质量管理标准化工作，推动联合编目工

作的稳定发展。 

联合编目中心成立 20 余年，中心接受了全国近 50 家不同机构

的书目和馆藏数据上传，接受上传数据量超过 200 万条，为全国各

级文献机构提供了数亿次的数据下载。对外开展了 60 余次上传资格

培训，覆盖人群接近 3000 人。中心的服务得到了广大用户的支持，

主要的原因是，一直把书目数据质量作为中心工作的重中之重。除

了有一支稳定的审校和质量监控员队伍，中心也不断推出新的措施，

通过培训、审校、标准、政策等不同方法致力于数据质量的提高。



随着数据来源的不断扩大，数据量级的增长，尤其是馆配商的加入，

对中心数据质量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接下来中心计划从

维护元数据质量的角度上，重新修订相关的工作方法、标准和政策，

梳理和数据质量有关的多方角色定位，整合现有系统的处理、统计、

分析方案。保障联合编目工作持续、稳定的发展。 

此外，中心还计划在题库建设常态化、馆藏平台服务拓展、中

文数据 MARC21 化等多个角度上继续尝试探索，推动元数据资源的共

建共享。 

有人说智慧图书馆的到来，可能会让传统采编工作加速消亡，

但是我觉得智慧图书馆未来一定是技术引领，内容为王，信息资源

的发现和知识内容的整合的事业发展没有止境，联编的未来一定还

有更多工作要做，也一定要依赖各个分中心的支持与参与，中心愿

与大家携手共创更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