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2022 年度工作报告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欢迎大家参加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2022 年度线上工作会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十年间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十年也是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高速发展的

10 年。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工作也乘着国家经济建设腾飞的东风有

了长足的进步

第一：数据总量持续增长。随着我国在文化领域的繁荣发展，

实体资源的数量也与日俱增，目前中文书目数据达到 1130 万条，十

年间增长 96%；名称规范数据超过 200 万条，增长 71%。

第二：数据质量稳步提升。得益于全体质量监控员的共同努力，

以及中心在数据质量管理工作中的一系列举措，通过质量监控员、中

心审校员、成员馆反馈、计算机脚本程序助力等业务或管理方法实现

了年度数据审校比例的平衡，让中心元数据质量一直处于良性的发展

状态。

第三：用户数量稳步增长。对全国公共图书馆体系的覆盖基本完

成，分中心数量 32家，十年间增长 100%；成员馆数量接近 4000 家，

增长170%；年度用户下载量由560万增长到1500万，增长超过了165%。

第四：全国性中文文献联合目录体系初具规模。目前全国实体馆

藏揭示量由 2400 万，增长至 6600 余万，增长 175%。揭示的成员馆

数量由 45 个增长至 850 个，十年间增长了 17.9 倍。

第五：中心系统体系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联编中心以联合编目系

统为基础，从用户体验、业务拓展等不同角度进行拓展，先后完成了

全国馆藏采集平台，馆藏管理与服务平台，考试平台，注册平台，中

心网络的改版，国家书目等平台的开发。对联编系统进行改造，承担

了包括民国普查、革命历史文献、国家书目、意识形态等多个业务项



目的需求，完成了历史库、数据统计分析、用户权限管理、采访库等

多个业务职能的改进。

回顾过去的十年，取得的成绩殊为不易。这十年间，国际编目理

论不断进化，图书馆编目工作社会化的趋势逐渐形成，图书馆更多通

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对资源进行组织。本年度，联编中心始终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指示为抓手，贯彻落实国家图

书馆十四五规划中“加强知识资源组织加工，提升知识发现与获取能

力”的要求，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主要工作如下。

一、引入历史库等工具，开展元数据质量精细管理工作

作为书目数据共建共享平台，中心一贯重视元数据质量工作。自

2018 年开始，中心启用了审校工作的质量反馈机制，中心的审校员

和质量监控员在审校数据时，会手工记录数据错误的内容和原因，该

数据错误记录会反馈给各上传馆，以搭建与上传机构的数据质量反馈

渠道。在此基础上，2021 年，中心启动书目历史库的开发工作，实

现了对中心书目数据变动的程序跟踪。本年度，中心进一步细化历史

库功能，针对数据质量反馈需求进行功能细化，实际了对关键字段的

定位追踪功能。该项功能已于年中完成并投入使用。因此，今年 6月

开始质量监控员不需再手工记录审校错误，改由计算机统计分析，并

向上传机构反馈。同时得力于历史库功能的细化，中心开始尝试对馆

配商上传的书目数据质量进行量化评估，以期于更好的协助成员馆开

展社会化编目工作。

二、优化培训业务工作流程，推动中心培训工作的标准化发展

中心于2022年4月25-28日举办年度上传资格培训班,来自全国

30 个省及自治区的 195 位学员参加了本次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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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名学员

免除培训费。2020 年遭遇疫情以来，由于中心的应对得当，参加上



传资格培训相较于以往线下培训平均人数逆势增长了超过 50%以上，

培训人数稳定在了 200 人左右。由于编目社会化的普及，当前参与中

心培训的人员中，来自图书馆和馆配服务商的学员人数比已经达到了

1：2。馆配商学员人员流动性大，会更严格的审视培训制度中可能存

在的不足，对培训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满足学员的要求，此

次培训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做了多处细节上的调整，进一步增加了

答疑时间和授课内容的访问时间；调整了成绩的公示周期。今年更新

了试题库，新增了约 400 道试题。拓展了题库的试题类型，新增了判

断题和填空题，该题库的改进将在明年培训中启用。培训中有学员提

出的证书中照片印章不易保留的问题，为此中心特申请并制作了专用

钢印，该钢印也将于明年的培训工作中与大家正式见面。此外在 11

月中心组织了本年度上传资格证书及质量监控员水平证书到期认证

考试，为 2017 年及以前获得上传资格证书的个人用户进行了证书认

证服务。证书有效期的到期认证服务将作为中心培训工作的一项长期

任务，逐步把编目工作的新进展和新标准添加进去，推动中心认证编

目员更好的跟踪编目领域新的知识和技能，以确保联编培训认证工作

能形成一个动态可持续的闭环体系。

三、配合第七次图书馆评估工作，宣传中心的用户服务，拓展书

目上传机构和成员馆。

在本年度第七次县以上级公共图书馆评估工作中，中心配合中图

学会的工作，在网站上开通了 2018 至 2021 年间各县以上级成员馆上

传下载书目和馆藏数据的证明功能。提高了用户的查询和开具证明的

效率，在该功能中，从安全角度考虑，中心首次使用了统一资源标识

符作为主要认证手段，提高了证明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同时通过本次

图书馆评估工作，让更多基层图书馆了解到联编中心的用户服务，本

年度新增用户 455 家，大幅拓展了中心的影响。其他分中心，如四川

省分中心、福建省分中心的用户数量也有了大幅的增长。



在上传资格用户的拓展工作中，中心今年与厦门外图，新华文轩

和安徽时代 3 家馆配服务商签约，还有 5家通过了审核，还在试上传

审核的阶段。截止目前中心已经与 8家馆配服务商签约接受书目数据

上传，接下来计划进一步有序扩大馆配服务商的数量，以期扩大中心

对馆配服务商数据质量的影响力。

四、开展 2016-2020 年国家书目数据完善及发布工作。

本年度，中心利用自身的数据积累，参与十三五期间即2016-2020

年国家书目数据的建设和完善工作。经对比确认数据更新方案，完成

了与国家图书馆的书目数据一致性对比工作，新增各类型书目和馆藏

数据 28,814 条，更新书目数据 160,497 条，新建馆藏 9,700 条。重

点补充少儿文献书目数据，新增少儿书目和馆藏数据 250,725 条。此

外还接收中国盲文图书馆上传的 2016-2020 年盲文书目，共计 2105

条。有效的保障了国家书目的发布工作。

五、分中心工作进展：

本年度，在疫情不断反弹的环境下，各分中心的业务工作都遇到

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分中心遭遇了连续多次的闭馆，有的分中心

的员工一直被居家或集中隔离，甚至有的分中心还有人员感染了新冠

病毒。面对疫情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各分中心发挥主观能动性，克

服各种困难，保证全国联编主要业务基本稳定运行，借此机会对各个

分中心的大力支持和辛苦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很多分中心都

能够将疫情防控与业务工作“两手抓，两促进”，积极践行采编工作

共建共享。

广东省分中心在上一年智能图灵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今年进一步

开发了智能图灵的升级版，并着手二期无纸化编目开发工作；还搭建

了广东省智能联合新书采选平台，邀请出版社入住，援建国家版本馆

广州分馆；

广西省分中心在广西自治区公共图书馆业务技能大赛图书编目



决赛，最终获得个人二等奖、集体一等奖的好成绩。

四川省分中心 2022 年 4 月修订了联编分中心的《章程》和《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与重庆市分中心共同合作搭建了川渝阅读一卡通

和川渝联合目录平台，打通了川渝两地图书馆的资源信息；

浙江省分中心参与建设了浙江省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浙

江省公共图书馆联合目录。

上海图书馆开通馆藏地方文献内部评测库；助力上海东馆建设，

配合 Folio 图书馆服务平台，完善书目数据映射工作。

此外，全国各分中心还普遍参与了中心的数据质量维护工作和题

库建设工作。时间关系就不再一一详述，大家可以通过各分中心报告

了解具体的内容。

六、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着力稳定当前联编的业务模式，保持上传与审校工作的平

衡，加强制度建设，保证联编业务平稳有序开展

近年来，随着图书馆业务环境的变化，中心的数据上传工作受到

了一定的影响，与去年相比下降了 7.3%。中心近年拓展的业务工作

也不再局限于书目数据方面，需要对业务范围进行重新定义。引入馆

配服务商参与数据共建后，由于公司化的运营模式，在数据共建工作

中的考核机制也在相应的制度和业务流程也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心的

培训机制为了适应近年的变化，也推出了一系列人性化的服务和优化。

以上种种调整，都还需要从制度上进行整合，以便实现中心工作的标

准化，让用户了解自身的权力和义务，更加高效的参与到中心的业务

中来，推动联编事业向下一个十年前进。

（二）参与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工作，构建下一代编目标准

化工具套件，引领全国编目工作的发展。

根据国家在文化领域十四五期间规划，智慧图书馆系统平台的建

设基础出炉，采编业务也迎来了一次重要飞跃的机遇。一方面，国际



编目领域近年来成果不断，面向未来的图书馆资源组织方法已经基本

形成；另一方面，国内图书馆还受限于系统软硬件条件和历史数据的

压力，只能沿着即有的业务路线逐步改进。“智慧化”的编目业务工

作需求在整合吸收国际编目标准基础上，结合国内具体环境提出的可

行的编目业务改进方法。利用名称规范库与书目数据库的关系，并计

划力争用五年的时间推出一套基于尽可能体现现代编目观念的编目

工具套件，以实现渐进式编目业务改良方案，以期通过工具套件为抓

手推动全国图书馆的资源组织工作与国际编目领域接轨，推动与其他

行业的元数据建立关联机制，以期实现让元数据走出图书馆，融入全

社会资源组织工作中的最终目的。

（三）积极应对编目社会化为图书馆采编工作带来的影响，与全

国分中心共同努力，加强对馆配服务商的管理，提高基层图书馆的采

编能力。

编目社会化对图书馆造成的影响主要涉及采访和编目两个方面，

如何利用好馆配服务商，制定足够合理可靠的管理手段和制度，并维

持一定监管力量，为本馆以及各分中心所辖范围内的其他中小型图书

馆做好业务支撑，是联编中心在下一个阶段需要考虑和解决的主要问

题。目前国内各分中心也在做着各自的努力，如广东、山东等地的分

中心与出版社联系，搭建了供本地区图书馆采访使用的采访库，部分

缓解了图书馆对馆配服务商订单书目的依赖。至于编目方面，中心目

前也处于探索阶段，本次推出的对数据质量量化评分的机制，也是更

多是从小型图书馆对质量水平参考直观角度考虑的。加强对馆配服务

商的业务管理，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标准答案。与馆配服务商的磨合

过程，注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试错过程。为了全国图书馆馆藏资源建

设和组织稳定高质量发展，需要分中心群策群力，共同参与到对馆配

服务商的管理中来，以期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

（四）挖掘馆藏数据价值，助力各分中心科学评价馆藏资源，提



高馆藏建设质量。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从 2010 年开始建设全国性质的联合目

录，2012 年联编中心启动了对全国各主要省级馆和部分副省级骨干

馆的书目馆藏数据征集工作，截至目前共灌装馆藏数据累计 6614 万

条，并且每年大约以千万级数量在递增。在实现文献一站式揭示的简

单应用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深度挖掘馆藏数据价值，助力各分中心进

行馆藏质量评估，帮助分中心考核书商供货能力，提高馆藏利用率，

评估文献采购经费服务效能等方面还需要大家一起完善需求，共同研

发新应用场景。今天下午的分中心主任会上会有一个专题的介绍和展

示。

各位同仁，在过去十年中，各个分中心和国家中心团结协作，共

同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满足我国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做出了贡献。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

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增强中

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每一项要求都是一项新挑战，联编人一直以来

都有迎接困难，战胜挑战的勇气、智慧与力量。让我们继续团结协作，

迎接调整，参与到智慧图书馆的建设中来，参与到联合编目新的十年

发展中来，为全国图书馆资源组织和建设工作，为文化强国的目标作

出自己的应用的贡献。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