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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目资源关联数据集构建与实现*

■ 常娥1，2 牛永骎1 孙文佳1

1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1189 2东南大学图书馆 南京 210096

摘要: ［目的 /意义］探讨构建与发布中文馆藏书目资源关联数据集的方法与路径，以推动其朝网络化、语
义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方法 /过程］在阐释以 ＲDA 和 BibFrame 为引导的国际编目领域全面转型基础上，从

中文书目资源关联组织模型设计、CNMAＲC 元素的自动拆分与转化等 4 个层面深入探讨中文书目资源关联数

据化转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并以国鼎图书室书目资源为例，构建发布中文书目资源关联数据集。［结果 /结
论］在利用 BCOM 模型进行资源关联组织基础上，提出中文书目资源关联数据集的构建与发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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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与意义

当前，万维网正由传统文件网络快速转向各类实

体与实体、概念与概念以及实体与概念之间互相连通

的数据网络。关联数据被公认为是万维网实现数据化

转变的最佳工具之一［1］。截止 2016 年 12 月 30 日，开

放数据网络中心( Datahub) 已收录数据集 1 142 个［2］，

形成了以维基百科数据集为核心的高度连通而又自治

的数据网络集群，其功能超越了学术研究范畴，覆盖了

生活的方方面面，包含地理信息、生命科学、各类文献

出版物、词表、元数据、政府信息、演员、导演、电影、音

乐以及饭店信息等众多领域数据。

图书情报界纷纷将馆藏书目数据、各种词表、元数

据方案等发布成关联数据集，以期在开放数据网络环

境中占有一席之地。继美国、英国、瑞典、德国、丹麦等

各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关联数据集发布后，世界最

大联 机 编 目 中 心 (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OCLC) 于 2012 年 6 月宣布将其编目数据宝藏 World-

Cat 发布成关联数据集［3］。2016 年，OCLC 和美国国会

图书馆( Library of Congress，LC) 同时宣布停止对机读

目录( Machine Ｒeadable Cataloging，MAＲC) 的支持，全

面转向 对 资 源 描 述 与 检 索 ( Ｒ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ＲDA) 数据的支持［4］。由此可见，图书馆领域

书目格式的转型与关联数据化进程已成为不可逆转之

时代潮流。图书馆作为各类文献信息的集散地，承载

了知识之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职能。置身于开放数据网

络时代，图书馆理应确立“大”资源组织观，成为开放

数据网络中的交通枢纽或核心节点。

近年来图书馆领域关联数据集发展迅速，但在开

放数据网络中总体占比仍然较少，其中中文图书情报

领域关联数据集则更少。相比于 DataHub 中诸如媒体

类、社交网络类、地理类和生命科学类等众多领域的开

放关联数据集而言，隶属于出版类的图书馆领域关联

数据集虽总体出入度排名不低［5］，但除了美国国会图

书 馆 主 题 词 ( 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LCSH) 、虚 拟 国 际 规 范 文 档 ( Virtual International Au-
thority File，VIAF) 等少数几个数据集被高度链接外［6］

( 链接入度大于 20) ，大部分数据集只是稀疏关联，链

接入度小于 10。总体而言，图书馆领域关联数据集均

以特定馆藏资源对象，缺乏整体的数据关联框架，各数

据集关联的范围和程度有限，有些仅是各自数据集内

部关联，与非图书馆领域数据集的联合度并不高［7］。

因此，图书馆距离成为开放数据网络中的交通枢纽或

核心节点还存在很大的努力空间。

我国图书情报学界对于关联数据的研究目前仍处

于跟踪研究阶段，中文编目资源如何变革与发展，以及

关联数据化发布等有关政策及具体实施的报道不多。

在开放数据网络时代，置身于国际编目体系全面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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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发展之中，国内图书馆不能一味地等待与观望，

需主动从各个层面与角度探索包括各类知识组织工具

在内的中文馆藏资源关联数据化构建与发布之方法与

策略，积极推动中文编目资源朝网络化、语义化和国际

化方向发展。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图书馆领域数十年积累起来的海量编目数据是不

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将书目资源发布为关联数据集可

采用两种方式: 其一为直接将 MAＲC 数据映射为资源

描述框架( Ｒ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ＲDF) 格式

进行发布，前期瑞典、英国、德国、丹麦等各国国家图书

馆发布的书目数据集均属于这一类型。该方法属于元

数据格式向 ＲDF 模式的简单映射，缺乏整体关联组织

模型控制，因而导致书目数据集链入度不高，缺乏影响

力。其二为在研究构建书目资源关联组织框架基础

上，将 MAＲC 数据转换为 ＲDF 格式进行发布。该方法

不仅可将书目数据发布为关联数据集，而且为馆藏资

源数据的整体关联与发现奠定了基础。近年来，新型

书目资源关联组织框架成为国内外图书情报领域重点

研究内容之一。

以 OCLC 和 LC 为首的国际编目领域成功推行了

新的内容标准 ＲDA 和 编 码 标 准 书 目 框 架 计 划 ( The
Bibliographic Framework Initiative，BibFrame) ，以支持传

统编目数据的关联数据化转型，进而为馆藏资源数据

的深度聚合与知识发现提供服务［8－9］。世界各国的编

目实践千差万别，制定本地的 ＲDA 政策声明是实施统

一的 ＲDA 编目之前提。2010 年 10 月，美国国会图书

馆率先发布了 ＲDA 政策声明，并不断更新与完善，成

为其他国家制定本地 ＲDA 政 策 声 明 之 蓝 本［10］。随

后，澳大利亚、德国、奥地利、瑞士和英国相继公布了

ＲDA 政策声明。2015 年 5 月，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

系统 ( China Academ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

CALIS) 公布了 ＲDA 政策声明，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发

布了 ＲDA 政策声明的机构，但该声明局限于西文编目

范畴。作为一个国际编目内容标准，ＲDA 包含众多的

交替、可选、附加以及省略规则，以适用于全世界所有

国家。

无论世界各国的 ＲDA 政策声明及其实践如何本

土化，其核心元素都是以书目记录功能需求( Function-
al Ｒ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Ｒecords，FＲBＲ) 家族模

型( 包 括 FＲBＲ、规 范 数 据 功 能 需 求 ( Functional Ｒe-
quirements for Authority Data，FＲAD) 和主题规范数据

功能需求( Functional Ｒequirements for Subject Authority
Data，FＲSAD) ) 作为依托。FＲBＲ 模型的“作品( work)

－内容表达( expression) －载体表现( manifestation) －单

件( item) ”四层结构设计，不仅增加了该模型的复杂

性，而且使得普通编目人员难以理解，进而在其推进过

程中产生了阻力。有机构和学者认为作为 FＲBＲ 模型

忠实实践者的 ＲDA 元素过于复杂，对其推广和应用前

景十分担忧。2011 年 LC 设计并推出了仅包含“作品

( work) －实例 ( instance ) ”两层结构的新型书 目 框 架

BibFrame，并增加“规范 ( authority ) ”和“注释 ( annota-
tion) ”两个核心类对模型功能进行扩展。其中，规范

类功能在于对资源描述实施规范控制，注释类功能在

于容纳前三项核心类无法包含的描述项，例如包含点

评、下载、转引等各种新兴的网络元素，以及传统馆藏

信息等。

然而，BibFrame 工作组对于规范类和注释类的设

置一直争议不断。2014 年 BibFrame 词表基本稳定后，

LC 联合其他机构进行了一年多的实验，经过不断的实

践和论证，最终于 2015 年 10 月推出了 BibFrame 2．0 版

本，明确取消规范类和注释类，增加单件类( item) ，至

此奠定了 BibFrame 的“作品( work) －实例( instance) －

单件( item) ”三层模型结构。与前一版模型相比，Bib-
Frame 2．0 与 FＲBＲ 模型保持了高度一致性，但又不完

全相同。对于 BibFrame 的测试、讨论与研究仍在进行

着，距离实际应用还会有一段时间［11］。由此可见，书

目格式的转型任务非常艰巨，道路十分曲折。但学者

们相信 BibFrame 和 ＲDA 等标准经过不断协调与发展，

在经历一个比较漫长而渐进的完善过程中，终将完成

取代 MAＲC 格式的历史重任。

继 FＲBＲ、ＲDA 和 BibFrame 等标准推出后，近年国

内图书馆界针对馆藏资源组织与服务的未来发展进行

了持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在理论探索方面，国

内学者不仅系统引介了国外关联数据的概念、技术框

架［12］、发布与消费技术［13－14］、开放应用协议［15］、典型

数据集［16－17］，以及新型书目组织框架与新一代编目标

准等相关研究［18－19］，而且深刻揭示了万维网时代的规

范控制机制［20］，比较分析了 FＲBＲ 与 BibFrame 模型的

异同，阐释了 BibFrame 核心类演变的过程和原因［11］。

除引介国外新型书目组织框架 FＲBＲ 和 BibFrame 外，

国内学者亦经过多方探索构建了具有多维聚合功能的

开放式馆藏资源关联组织模型［21－23］。这一系列理论研

究不断加深了国内图书馆界对于关联数据、ＲDA、Bib-
Frame 等技术与标准的理解，进而推动了国内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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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关联数据重组馆藏资源开展知识服务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

在实践应用方面，虽然目前关联数据中枢 Datahub

中收录的中文关联数据集极少，亦未见中国图书馆界

发布的书目或知识组织工具关联数据集，但相关实验

研究项目已经开展。上海图书馆于 2015 年底发布了

家谱关联数据集［24］，家谱知识本体采用了 BibFrame 技

术框架进行设计［25］。2016 年 3 月，上海图书馆又首家

率先推出家谱关联数据开放平台［26］，其中收录了家

谱、中国历史纪年表、地理名词表和机构名录等在内的

多种关联数据集，后期将陆续发布各种术语词表、规范

文档以及书目关联数据集。该平台提供各种数据的消

费接口供研究人员调用，以促进数据的开放获取、共享

和重用。

这一系列实践项目标志着我国图书馆界对于关联

数据的研究已经进入起步应用阶段。然而遗憾的是，

对于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书目格式转型研究仍然停留在

理论探索、培训交流和跟踪报道层面，鲜有实践研究项

目。作为我国图书馆界的“龙头”，国家图书馆一直在

密切关注 ＲDA，但还未发布 ＲDA 政策声明，ＲDA 也只

有在西文编目中有涉及，且多为套录数据，国内进行

ＲDA 原编的数量微乎其微［10］。经过 ＲDA 翻译工作组

多方努力，目前已成功出版中文版《资源描述与检索

( ＲDA) 》［27］，为后续研究与实践工作奠定了基础。

3 中文书目资源关联数据化转型之核心

问题

3．1 中文书目资源关联组织模型设计

以 MAＲC 为代表的传统封闭式、一维线性的书目

组织格式已无法适应开放数据时代的馆藏资源组织需

求，如何设计融合关联数据技术的新型馆藏资源组织

框架是国内外图书情报领域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目

前，国外图书馆界重点推出了 FＲBＲ 家族模型和 Bib-
Frame 模型。经过多年的讨论、实验测试与协调，这两

个模型已经从最初的竞争与分化状态，转变为统一与

融合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 BibFrame 2．0 版本在该模

型核心类部分做出的重要调整，彻底转变了 BibFrame

模型的思考模式与关注重点，淡化了 MAＲC 格式对于

BibFrame 词表的影响。论文《BibFrame 核心类演变分

析》［11］深入阐释了 BibFrame 模型取消了规范类和注释

类，并增设了单件类的历史背景与原因，笔者十分赞同

专家的观点，本文不再赘述。

在实际关联数据网络中，链接的除了真实世界对

象实体外，还包括概念、观点、原理、事实等各种数据类

资源。无论是 FＲBＲ 家族模型，还是 BibFrame 模型均

为完全数据化的细粒度馆藏资源组织预留了发展空

间，只不过当前研究重点停留在书目级的馆藏资源组

织与描述上，以致力于解决传统 MAＲC 书目格式的转

型问题。所以，现有 BibFrame 原编数据中的资源更多

的是指向某本书这一实体对象，书的名称或标签只作

为书的属性之一，书中知识内容采用属性标签进行粗

粒度的揭示与描述，例如 bf: Classification 和 bf: Topic。

如何将书中所有知识点抽取出来，进而进行描述与组

织，是未来馆 藏 资 源 组 织 框 架 的 研 究 重 点。能 否 在

FＲBＲ 或 BibFrame 框架中进行扩展，如何扩展，还是脱

离 FＲBＲ 或 BibFrame 模型重新构建组织模型，重新构

建后，如何与 FＲBＲ 或 BibFrame 模型进行对接等一系

列问题都十分值得探索。以 FＲBＲ 和 BibFrame 为代表

的新型馆藏资源组织模型无疑属于关联数据和知识本

体范畴。在本体模型的设计与研究中，概念和实例的

区分与选择是非常困难与纠结的，一直是本体研究的

重要问题，至今未见合适的选判标准。在实际的本体

应用中，往往依赖具体应用，来判断某个对象究竟是概

念还是实例。
3．2 CNMAＲC 元素的自动拆分与转化

早在关联数据技术提出之初，新 一 代 编 目 标 准

ＲDA 还未正式推出以前，瑞典国家图书馆于 2008 年率

先将瑞典联合目录发布为关联数据集，随后英国、德国

和丹麦等国家均发布了国家馆藏书目关联数据集。目

前，虽然在 DataHub 中收录有 ＲDA、BibFrame 等词表关

联数据集［28］，但图书馆领域已发布的书目关联数据集

绝大多数仍是未经 FＲBＲ 或 BibFrame 建模的 MAＲC

数据的直接 ＲDF 化格式转换。虽然 ＲDA 和 BibFrame

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渐进的完善过程，距离世界范

围内的全面实践与应用还有一段时间，但图书馆界领

域长期积累起来的编目资源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知识财

富，不可能舍弃。所以，将历史编目数据转变为 FＲBＲ

或 BibFrame 建 模 的 关 联 数 据，抑 或 是 直 接 发 布，将

MAＲC 格式转换成 ＲDF 格式，是不可逾越的研究任

务，亦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国外，ＲDA 官方站点( http: / /www．rda-jsc．org /，ht-
tp: / /www． rdatoolkit． org / ) 和 BibFrame 官 方 站 点 ( ht-
tp: / /www．bc．gov /BibFrame) 均已推出 MAＲC21 数据转

换为 ＲDA 或 BibFrame 格式的工具。由于中国机读目

录格式( China Machine-Ｒeadable Catalogue，CNMAＲC)

与 MAＲC21 两者在内容方面基本一致，但在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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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字段指示符赋值、子字段元素设置及赋值方面存

在差异，这使得在两者之间建立映射既存在可能性，同

时又面临挑战。国内学者已就关联数据中 CNMAＲC

到 MAＲC21 的映射以及 CNMAＲC 到 ＲDF 的映射问题

进行了研究［29－30］，并借助国外已有的 MAＲC21 数据转

换工具，着手研制 CNMAＲC 数据转换为 BibFrame 的工

具和平台［25］。作为国内首家成功推出关联数据技术

开放数据的图书馆案例，上海图书馆在其家谱关联数

据集发布过程中，认为将已有的家谱书目元数据映射

和转换成 BibFrame 框架下的 ＲDF 数据是最大的困难，

同时还需要克服数据不一致的问题。

在中文馆藏资源关联数据集构建与发布的过程

中，针对历史编目数据的处理，主要涉及编目各元素项

的自动拆分和转换映射两个环节。对于第一个环节，

由于编目数据采用了元数据编码方式，其本身具有非

常清晰的逻辑结构，借助软件开发工具，将其分解成单

个的元素项完全可实现，难度不大。对于第二个环节，

主要是将拆分打撒后的独立元数据项一一转换映射成

新型馆藏资源关联组织模型的类和属性关系。在历史

编目元素项与新型馆藏资源关联组织模型转换与映射

的过程中，会存在无法对应的情形，需要对原有的编目

元素项进行修改、增补或删除等操作。无论是 MAＲC

格式的转换，还是 CNMAＲC 格式的转换都遵循这样的

步骤，即需要完全解构并按照新型馆藏资源关联组织

框架重组历史编目元数据项。

鉴 于 国 外 图 书 馆 界 研 究 先 行 一 步，已 完 成 了

MAＲC21 格式到 ＲDA 和 BibFrame 格式的转换与映射，

因此国内在研究 CNMAＲC 数据如何进行转换映射的

过程中，可以直接按照新型书目组织框架进行转换与

映射，对于有争议而不太清晰的元数据项的转换，可以

参考 MAＲC21 的转换方法，但无需将所有 CNMAＲC 转

换成 MAＲC21，然后再映射成 ＲDA 或 BibFrame 格式。
3．3 书目资源 UＲI 的确定与生成

统 一 资 源 标 识 符 ( Uniform Ｒesource Identifier，
UＲI) 和资源描述框架 ＲDF 是关联数据的两大核心技

术。然而，学者 们 的 研 究 重 点 往 往 集 中 在 关 联 数 据

ＲDF 三元组及其关联模型的构建与生成上，对于资源

UＲI 标识的确定与生成的讨论不够深入。UＲI 是包含

关联数据在内的互联网领域的重要基础技术之一，是

在网络虚拟空间标识和定位事物的基本方式。UＲI 是

统一资源定位符( Uniform Ｒesource Location，UＲL) 的上

位概念，它不仅可以标识真实世界中的网页、声音、动
画、文件、视频等各种实体事物，还可以标识概念、名

称、事件、术语、时间等各种虚拟事物，统一将它们作为

网络资源进行标识，进而使其可以被管理、存储、跟踪

和调用。

如果从 UＲI 组成来看，它是由一组按照特定语法

规范构成的字符串，提供了一种简单且可扩展的标识

网络资源的方法［31］。由于 UＲI 地址在网络世界中的

统一性与唯一性，经其标识的资源地址，不仅可获得关

于被标识资源的有用信息，而且可关联到一组其他相

关资源，因为同一机构在发布网络数据时会采用统一

的 UＲI 设计原则和模式。法国、英国、美国以及澳大利

亚等各国政府和图书馆在构建发布关联数据集时，在

遵循 Cool UＲI 的基本原则和统一模式基础上［32］，从域

名结构、构成模式、命名约定等不同角度，制定了各自

的 UＲI 设计原则和模式［33－35］。总体来看，国外 UＲI 设

计模式主要包含了数据集 UＲI、本体 UＲI、词汇集 UＲI

等不同类型。上海图书馆在遵循无变量、稳定性、使用

HTTP UＲI、可读性和国际化的设计原则基础上，制定

了 UＲI 设计模式，包含数据集 UＲI、本体 UＲI、规范词

表 UＲI、取值词表 UＲI、非信息资源 UＲI 和信息资源

UＲI 这 6 种类型［36］。

由于 UＲI 的使用是全网域的，被标识资源种类繁

多，信息资源和非信息资源、实体资源和概念资源等交

叉融合，因此从形式上对不同类型资源的 UＲI 标识进

行规范，以保证 UＲI 标识的永久性、稳定性和唯一性是

十分迫切需要的。但 UＲI 的确立与生成研究仅止于此

还不够，还需要针对某种馆藏资源关联组织模型，更加

细致深入地探讨 UＲI 标识选判标准，原因在于: 在馆藏

资源关联组织模型中，各类型资源数据是融合的。换

言之，实体数据和概念数据共存，UＲI 链接的资源可能

是真实世界的对象，也可能是概念类的各种名称，因此

需要判断何为实体资源的名称，何为概念类的名称。

这一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容易引发纠结，属于前

文所讨论的本体模型中的概念与实例的区分问题。对

于实体资源的名称，宜将其作为资源数据的属性值加

以表达，无需赋以 UＲI 标识，而对于概念类的名称，则

适合作为概念资源加以描述，需要赋以 UＲI 标识。

有鉴于此，深入研究 ＲDF 三元组中资源项的选判

标准，进而按照不同资源类型的 UＲI 设计规范生成

UＲI 标识串，是馆藏资源关联数据集构建中不容忽视

的研究任务。以当前重点讨论的 BibFrame 和 FＲBＲ 模

型为例，在“作品”“实例”“单件”“内容表达”“载体表

现”类中均设有 UＲI，其中“作品”代表的是独特的知识

或艺术创造，“内容表达”代表的是作品知识以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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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音乐或舞蹈、声音、图像、实物或移动等形式及其

组合来表达的方式，两者的 UＲI 指向的都是一种虚拟

的概念类资源，而“载体表现”和“实例”虽然代表的是

作品内容呈现的物理体现，但由于代表作品物理实体

样例或实例的“单件”类的存在，所以“载体表现”和

“实例”的 UＲI 指向的仍是一种虚拟的概念类资源，而

“单件”的 UＲI 指向的则是实体馆藏资源，即图书馆中

存在的可得见、摸得着的实体文献资源。

无论是 BibFrame 模型，还是 FＲBＲ 模型，“单件”

除了指实体馆藏资源，从书目框架模型的整体架构来

看，它还包含了馆藏文献的复本资源概念，即一模一样

的两本书。且不论古籍文献资源，由于现代书籍完全

是工业化产品，因此在其出版印刷过程中，会存在大量

的完全一样的书籍，两本或多本完全一样的书籍会同

时被某个图书馆购买并拥有。传统 MAＲC 文献编目

中，一般采用索书号区分复本资源以方便排架和查找，

但如果转向 ＲDA 编目，这一问题该如何处理呢? 若采

用相同的 UＲI 标识“单件”则无法区分复本资源，若采

用不同 UＲI 标识“单件”，则又意味着本来一致的复本

资源变成了不同的资源。由于工业化产品存在大量复

制品的原因，这一问题除了存在于馆藏资源关联组织

领域外，在其他领域亦会出现，具有普遍性，亟待解决。

但对于人或机构的关联化描述，则不会存在类似问题，

因为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也会被看作为是两个不同的个

体，由于克隆技术是被禁止的，所以克隆人不在考虑范

围内，由于机构是由人组成的，所以两个完全相同的机

构也不会存在。

此外，虽然 BibFrame 和 FＲBＲ 模型都考虑到了书

籍版本问题，但由于该问题非常复杂，存在着“同一种

文献”“同一版本文献”以及“同一种文献的不同版本”

等各种不同版本情形［37］，如何在 ＲDA 编目数据中进

行区分以融合同一种书的各种不同版本或进行文献版

本关系发现，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中书目资源

UＲI 的确立与生成是关键之所在。
3．4 内容标准与开放获取协议

馆藏资源数据一旦在数据网络中公开，不可避免

地将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图书馆如何制定开放数据许

可协议以促进馆藏资源数据的有效传播与利用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图书馆界作为开放数据运动的拥护者，

在开放数据网络中贡献了数以亿计的 ＲDF 三元组以

及各种组合关系。为了更好地让开放关联数据服务于

公众，除美国、英国等各国政府部分制定了详细的开放

数据获取协议外，以德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和欧

洲数位图书馆等为代表的国际图书馆领域均制定了各

自的开放数据获取协议。

国内学者对于开放数据领域的研究较多，但对于

开放数据许可协议的研究则较少，主要集中在国外各

种开放数据获取协议的定义、内容说明、基本特点以及

不同协议间的区别上，如知识共享( Creative Commons，
CC) 、开放数据共用( Open Data Commons，ODC) 、开放

政府许可协议( Open Government License，OGL) 等常用

协议的介绍和比较，但大多未进行深入探讨，尤其是针

对国内图书馆界在开放数据许可协议的制定与使用方

面所呈现的独特性研究不够系统和深入［38］。另外，目

前国内图书馆界发布的开放关联数据集屈指可数，直

接导致了开放数据的获取协议和内容标准关注度不

够。

知识共享家族协议是目前参引最多的开放数据许

可协议，此类协议的核心在于明确了数据提供者与使

用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同时明确了数据的共享范围、使
用权限等问题，并考虑了数据隐私问题。在数据提供

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中，重点考虑的是数据版

权冲突与收益问题。当数据的冠名、收益或其他相关

知识产权发生时，图书馆需要考虑如何减少版权冲突

和避免损失。一般而言，图书馆不支持带有商业性质

的数据拷贝、复制、编辑加工等一系列行为，而对非商

业性的研究则可以进行数据拷贝与复制。开放数据许

可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而是基于使用者自觉遵守的

规则约定。因此，除了制定开放数据许可协议外，图书

馆还会考虑通过只支持浏览、禁止复制等技术手段减

少版权冲突，对于科研目的的数据使用，则通过实名认

证申请下载的方式来进行使用。

4 中文书目资源关联数据集构建与发布

实证———以国鼎图书室藏书为例

4．1 中文书目资源关联数据集的发布流程

综 上 所 述，新 型 中 文 书 目 资 源 关 联 组 织 框 架、
CNMAＲC 元素自动拆分与转换，以及书目资源 UＲI 确

定与生成等是将中文书目资源发布为关联数据集的核

心之所在。本研究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下，在 FＲBＲ /
FＲAD/FＲSAD 三者集成与扩展的综合概念框架之上，

通过引入包含研究背景、材料方法、模型假设、实验数

据、结果讨论等学术元数据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由

“资源层－中间层－知识层”三层架构的图书馆资源底

层通用的整体数据关联模型( Bottom Common Organiza-
tion Model of the Whole Library Knowledge Ｒ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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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M) ［7］。以 BCOM 模型为基础，根据中文书目资源

发布为关联数据集所遵循的一般步骤和方法，笔者尝

试提出中文书目资源关联数据集构建与发布流程，具

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文书目资源关联数据集发布流程

首先，CNMAＲC 数据项拆分与提取。这一步关键

任务包含两个方面: 其一是将特定格式的 CNMAＲC 数

据转换为易于人工解读的 EXCEL 或文本数据，便于后

期数据清洗和整理，一般借助自动 CNMAＲC 字段分析

程序完成; 其二是将拆分所得元数据项分为实体类资

源、概念类资源和其他元数据三类。

实体类资源指具有物理实体依托的资源类，对应

于 BCOM 模型的资源层，是实际存在的图书、论文、人、

机构等; 概念类资源指具有实质含义的知识概念名词，

一般没有实体依托，对应于 BCOM 模型的知识层，一般

由 CNMAＲC 数据的关键词元数据项获得; 其他元数据

项指除前两类资源项之外的书目元 数 据 项，对 应 于

BCOM 模型的中间层，包括名称、出 版 时 间、ISBN 号

等。

其次，资源 UＲI 命名。考虑到在 BCOM 模型中资

源具有不同的类型，在制定资源 UＲI 生成模式时，除了

使其具有永久性、稳定性和唯一性外，还需要增加 UＲI

的可识别性，即在 UＲI 域名构成中加入特定区分字段，

以区分实体类资源和概念类资源。此外，针对图书资

源而言，图书复本采用同一 UＲI 标识，而同一种图书的

不同版本则采用不同 UＲI 标识。

再次，资源 ＲDF 化描述与 BCOM 模型化组织。这

一步的任务可分解为两个层面: 一是采用“资源－属性

－值”方式对实体资源进行属性描述，以完成 BCOM 模

型中间层映射，并联通资源层和知识层; 二是利用“资

源－关系－资源”方式对实体资源和概念资源分别进行

关联组织，以完成 BCOM 模型资源层和知识层映射。

由于 BCOM 模型旨在提供馆藏资源底层数据整体关联

的通用框架，因此诸如属性元素选择、资源与概念关系

构建等模型的具体化还有赖于实际应用。

考虑到书目数据集与其他数据集的融合性，可优

先选择已注册的各种词汇表进行资源属性与关系描

述，例如 DC、SKOS、OWL、BibFrame 等。此外，为了更

好地揭示学术论文的主题内容，BCOM 模型设计了包

含研究背景、材料方法、模型假设、实验数据和结果讨

论等在内的学术元数据，并且在资源层利用文献间的

引用关系对实体资源进行拓展。通过查阅关联开放词

表( Linked Open Vocabularies，LOV) 网站发现目前文献

间的引用关系以及学术元数据还无相关注册词汇表可

借鉴，因此本研究注册发布了 BCOM 模型词汇表，其中

引文关系定义为 bcom: citedBy。

最后，数据集发布与检索。目前创建与发布关联

数据集主要有静态发布、批量存储发布和调用时生成

这 3 种方式。考虑到中文书目数据量较大且存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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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建议选择调用时生成 ＲDF 文件这一较为灵活的

发布方式，常用工具包括 Drpual、D2Ｒ、Virtuoso、Triple

等工具。开放获取协议方面，建议参引知识共享家族

协议，同时采用禁止复制、支持实名认证下载等技术手

段保护数据版权。
4．2 国鼎图书室书目关联数据集的构建与发布

李国鼎先生( 1910．1．28－2001．5．31) 长期从事台湾

经济发展工作，贡献卓著，被誉为“台湾经济快速发展

的建筑师”和“台湾科技之父”。东南大学图书馆专设

国鼎图书室以收藏国鼎先生生平所著所有图书和文

稿，其他学人研究国鼎先生所产生的各种资料，包括照

片、视频等，以及经济方面的台版期刊、图书等。国鼎

图书室珍藏丰富，无论是对研究国鼎先生本人，还是研

究台湾经济与社会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

目前，国鼎图书室仅对部分图书资料进行了编目

与揭示，主要包括民国时期台湾金融方面的统计资料、

政策资料、李国鼎本人所著专著，以及后人撰写的国鼎

传记类资料等，其他文献资料未做加工整理。囿于传

统资源编目技术的樊篱，已入编的图书资料仅限于校

内用户查阅和使用，这极大影响了国鼎图书室特藏资

源的传播与利用，降低了其在业界的影响力。笔者以

在编国鼎图书室书目资源为基础，按照上文所述中文

书目资源数据集构建与发布流程，发布了国鼎图书室

书目资源关联数据集，以促进国鼎图书室特藏资源的

传播与利用。

本研究借助 MySQL 数据库，主要创建了图书表

( book) 、论文表( paper) 和概念表( concept) 这 3 个资源

类表，利用 D2Ｒ 平台发布了国鼎图书室书目资源数据

集。在数据发布平台选择方面，考虑到后期数据量较

大且存在更新问题，因而选择了支持调用时生成 ＲDF

文件的 D2Ｒ 平台。原因在于，相比于 Drpual、Virtuoso

和 Triple 等工具，D2Ｒ 提供了独立而专门的映射语言

及表达规则，可支持关系数据库显性或隐性数据关联

关系的提取和表达，从而完成复杂关系结构的灵活映

射，因此其 ＲDF 语义映射和转换能力更为突出［39］。

为了充分利用 BCOM 模型对国鼎图书室书目资源

进行关联化组织，笔者利用文献间的引用关系对资源

类进行拓展，即利用 CNKI 数据库查找出国鼎图书室

图书资料被引用的信息，并记录施引论文信息，构建

paper 资源表，从而丰富了资源层数据。由于图书资源

是本文研究重点，而非论文资源，因此中间层不包含研

究背景、材料方法等学术元数据描述，主要借助书名、

作者、出版时间和关键词等 6 项书目元数据对图书资

源进行描述。知识层主要由图书资源的主题概念组

成，重点揭示主题概念间各种逻辑关系，包括等级、等
同、相关和并列这 4 种基本类型。国鼎图书室书目资

源关联组织模型详见图 1。为了区分实体资源和概念

资源，笔者根据上海图书馆提出的 UＲI 设计原则，制定

UＲI 设计模式，且在 UＲI 域名中加入特定区分字以区

分不同资源类，即用“… /Object /…”标识实体类资源，

用“… /Concept /…”标识概念类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和出版社可简化为图书类资

源的属性值进行简单揭示，也可以作为资源类，放在

BCOM 模型资源层进行详细描述。例如，作者类资源

可通过名称、出生年龄、性别、职业等进行描述; 出版社

可通过名称、地点、创办时间等进行描述。笔者采用了

第一种方案，即将作者和出版社简化为资源属性值，主

要考虑到国鼎图书馆藏书范围有限，涉及的作者和出

版社有限，因此进行了简化处理。

在词汇表选择方面，考虑到国鼎图书室书目关联

数据集与其他数据集的融合性，优先选择了已注册的

各种属性词汇表进行资源属性描述，例如，在 BCOM 模

型中间层尽可能采用 DC 词汇表进行描述，在知识层

则采用 SKOS 和 OWL 词汇表进行描述。
4．3 国鼎图书室关联数据集的检索与利用

国鼎图书室书目资源数据集包括图书资源 139

个，论文资源 217 个，概念资源 119 个，ＲDF 三元组共

1 260 个，发布首页面如图 2 所示。该数据集以 BCOM

模型为基本关联组织框架，因此图书、论文和概念资源

表三者相互连通，可以选择任意资源类表作为浏览检

索起点。选择图书类资源，点击某本书的超链接可看

到该书详细的 ＲDF 化描述信息，以及被其他文献引用

和包含主题概念的情况。选择论文或主题概念类资

源，则可以了解某论文引用了国鼎图书室中的哪些图

书或某主题概念存在于国鼎图书室的哪些图书之中。

例如，以图书类资源表为检索入口，点击图 2 中的

book 链接，然后选择点击链接 http: / / localhost: 2020 /
resource /book /100，可获得该书详细的 ＲDF 描述信息

( 见图 3) 。由图 3 可知，该书由李国鼎先生所著，书名

为《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由东南大学出版社于

1993 年出版，并且包含两个主题概念，被 22 篇其他文

献所引用。

点击相关引文链接即可进一步获得某施引文献引

用了国鼎图书室的哪些图书资料。例如，点击图 3 中

的引 文 链 接 http: / / localhost: 2020 / resource /paper /126
( 《试析 1949 年后国民党的治台政策及其变迁》，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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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鼎图书室特藏数据集发布页面

图 3 图书类资源示例

著) ，发现该文献不仅引用了《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经

验》( http: / / localhost: 2020 / resource /book /100 ) ，而 且

引用了国鼎图书室的另外两本著作，分别为《台湾的经

济计 划 及 其 实 施》( http: / / localhost: 2020 / resource /
book /86) 和《台湾经济发展背后的政策演变: 修订本》
( http: / / localhost: 2020 / resource /book /95) ，详见图 4。

图 4 关联引文资源示例

点击相关主题概念链接即可进一步获得该主题概

念存在于国鼎图书室的哪些图书之中。例如，点击图

3 中 的 概 念 链 接 http: / / localhost: 2020 / resource /con-
cept /48( 经济发展) ，发现该主题概念不仅存在于《台

湾经 济 高 速 发 展 的 经 验》( http: / / localhost: 2020 / re-
source /book /100) 一书中，还存在于《二〇〇六年海峡

两岸经济科技发展趁势研讨会纪要》( http: / / localhost:
2020 / resource /book /24) 、《加 工 出 口 区 与 经 济 发 展》
( http: / / localhost: 2020 / resource /book /33) 、《经济政策

与 经 济 发 展》( http: / / localhost: 2020 / resource /book /
43) 、《台 湾 的 现 代 农 业》( http: / / localhost: 2020 / re-
source /book /92) 等 7 本著作中。如图 5 所示:

图 5 图书主题概念示例

D2Ｒ 平台不仅支持数据集的 浏 览 检 索，亦 支 持

SPAＲQL 查询检索。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图书资源作

为浏览检索入口，展示了国鼎图书室书目资源整体关

联组织与利用状况，其他资源类检索入口和 SPAＲQL

查询将不再赘述。

5 结语

置身于开放数据网络与国际编目改革浪潮中，我

国图书馆界需紧跟国外实践研究步伐，积极探索中文

编目资源关联数据集构建与发布之方法，以推动其朝

网络化、语义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本文在讨论中文

书目资源关联模型设计、CNMAＲC 数据自动拆分与提

取、书目资源 UＲI 确定以及内容标准与开放获取协议

的基础上，以国鼎图书室特藏资源为例，探索了构建与

发布中文馆藏书目资源关联数据集的方法和路径。囿

于研究时间和精力，本文着重探索了国鼎特藏室中图

书类资源及其相关概念类资源的关联组织问题，今后

的研究工作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拓展和整合更多的资

源类，包括作者类、出版类、时间类、地点类等相关类资

源。此外，国鼎特藏室除了包含图书外，还包含期刊、

论文、照片、手绘稿、图片、音像等各种形式的资源，如

何将所有形式的特藏资源及其相关概念统一进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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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化加工，以构建出更加丰富多元的国鼎特藏关联

数据集亦是本研究未来之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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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 significance］ Libraries in China should actively research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inked data based on Chinese bibliographic resources in order to promote its network，seman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
tion． ［Method /process］The paper discussed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cataloging field led by ＲDA and BibFrame．
Then，it analyzed the core proble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nked data of Chinese bibliographic resources from four as-
pects such as data association model design，CNMAＲC elements transformation etc． Taking the bibliographic resources of
GuoDing Library as an example，a Chinese bibliographic resource linked data set was published． ［Ｒesult /conclusion］

The paper proposes the process of the design of linked data based on Chinese bibliographic resources with the bottom com-
mon organization model ( BCOM) of the whole library knowledge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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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上海竞争生态论坛征文及会议通知( 第一轮)

一、会议背景与主题

为推进中国新型智库建设，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在

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决策部署，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智库与政界、学界和媒界等多领域之间的交

流互动，“第三届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上海竞

争生态论坛”将于 2017 年 11 月 11 日( 周六) 在上海大学召开。
公平竞争是创新的重要动力，本次会议主题为“中国新型智库建

设与竞争政策创新”，共同研讨在大数据背景下，智库如何通过

竞争政策创新等服务国家重大需求，进一步推动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的研究和实施，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生态环境。
二、主要议题与征文

本次研讨会议题与征文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一) 中国新型智库与体制机制创新

1．中国新型智库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新型智库体制与竞争机制分析

3．中国智库布局与竞争生态活力

( 二) 智库建设内涵与竞争政策创新

1．市场体系建设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2．政府职能转变与市场资源配置

3．价格监管与反垄断智库建设

( 三) 公平竞争与科学决策支撑创新

1．公平竞争的经济、管理、法学分析

2．政府职能转变与市场资源配置

3．新型智库研究与清除市场壁垒

( 四) 中国智库建设与新型决策方法

1．大数据背景下新型智库研究方法

2．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智库决策方法

3．中国新型智库研究内容的评价方法

( 五) 文献情报服务与智库服务

1．文献情报能力与智库能力

2．大数据平台与智库建设

3．情报分析产品与智库服务

三、会议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 2017 年 11 月 11 日( 周六) ，11 月 10 日报到，12
日离会。

会议地点: 上海大学

四、会议组织

支持单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监局

主办单位: 上海大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承办单位: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上海大学竞争生态研究中

心、《智库理论与实践》编辑部

五、会议费用

会期一天，免收会议费，需事先报名注册登记，额满为止。
与会人员差旅食宿费用自理。

六、报名截止时间

欢迎携文参会，优秀论文在《智库理论与实践》优先发表。
征文截止时间: 2017 年 9 月 30 日，参会报名截止时间: 2017 年

10 月 11 日。
投稿方式: 投稿请登录《智库理论与实践》网站投稿系统

( www．thinktank．ac．cn) ，点击“作者投稿”后按提示操作，稿件格

式等请参照网站“投稿模板”。应征论文须是有关智库领域的原

创性研究成果或实践总结，未曾公开发表过。
七、会议联系

参会联系人:

上海大学竞争生态研究中心: 刘明明、李佳倩、郑洁

电话: 021－66137933，18817668909，18817772545，

18817772614
邮箱: 18817668909@ 163．com，cherryjq@ 126．com，

872277967@ qq．com
征文联系人: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智库理论与实践》编辑

部: 唐果媛

电话: 010－82620643
邮箱: thinktank@ mail．las．ac．cn

上海大学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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