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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目標 

一、計畫背景 

目錄是圖書館服務的基礎，完備的目錄系統提供圖書館採訪、典藏、流通、閱覽及參考

服務。有了精確詳實的目錄才能有良好的圖書館服務，而完備目錄的建置則完全有賴於圖書

館編目人員的專業知能與品質管控。因此，圖書館與時俱進之編目專業教育訓練，以及編目

人員賴以進行文獻資料整理之標準規範，益顯關鍵。 

編目專業人才之養成，是經由長時間的培育訓練、實務經驗累積而來。然而完備目錄的

建置仍需遵循資訊組織規範，再者國際資訊組織規範近年大幅轉變與翻新，國內鑒於書目國

際化的考量，中文資訊組織相關規範與技術服務必須迎頭趕上，期能與國際同步或與時俱進。 

網路是全球最普遍應用的資料管理與整合平台，承載與傳遞數不盡的巨量資訊。Tim 

Berners-Lee於 1998年更提出「語意網」（Semantic Web），即資料的網路（Web of Data），

為機器可理解（Machine-Understandable）的資訊，進而促成電腦間的協同工作（Berners-

Lee, 2000）。 

圖書館的書目資料因應「語意網」（Semantic Web）時代來臨，如何走向開放化、語意化

與關聯化，發展書目與權威鏈結資源，成為國內圖書館當今重要課題，未來的圖書館，將會

是把圖書館館藏資源推向網路世界的新世代，讓讀者或目錄使用者自單一的點進行資料查詢，

即可悠遊網路書海。 

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以下簡稱 LC）宣布於 2021 年實施 BIBFRAME 

100 計劃，BIBFRAME被預期是未來網路環境之書目描述的基礎，經此將 MARC格式轉換為鏈結

資料模式，目的在於均衡揭示各實體及實體與實體間之關係。 

未來圖書館的書目及權威資料，將無可避免地朝向鏈結資料環境及語意網時代邁進，有

關 New RDA之詞彙中譯工作，對於國內圖書館及其編目館員，尤其重要。 

（一）書目資料建置品質影響各類館藏資源的利用 

近年由於圖書資料出版品越趨多元化及組織編制相關編目人力有限，本館透過各種途徑

努力徵集而來的館藏，經年累月留有待編之各種特殊類型資源。然而圖書資料必須完成編目

始可供讀者透過線上目錄查詢與借閱，況且書目的最終目的在於服務讀者，圖書館經由採購、

交換或贈送而入藏的圖書文獻，須透過系統化的組織整理，方能被查檢、辨識、選擇、獲取

及利用，因此需加速執行本館待編館藏資源的分類編目等資訊組織作業。 

書目控制與精進不僅決定書目品質之良窳，還直接影響到書目提供閱覽服務的正確性與

時效性。如何配合國際資訊組織發展趨勢，提升圖書館書目品質，向來是圖書館資訊組織作

業的重點工作。為完善處理編整本館待編館藏資源，宥於本館組織編制相關編目人力，有必

要藉由委外人力協助處理中、日、韓、西文等館藏各類型資源之登錄建檔、分類編目、權威

控制、相關鏈結資源加值、複本處理、紀錄審核、編後加工等資訊組織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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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DA 詞彙中譯拓展中文書目國際化與鏈結化 

《資源描述與檢索》(Resource Description & Access，RDA)因應網路環境而產生，不

僅取代《英美編目規則》（AACR2）成為國際最新編目規範，在整體架構上也符合鏈結資料之

要求。LC於 2013年 3月 31 日起正式實施 RDA，世界其他國家圖書館及大型圖書館隨之跟進。

其後 RDA為因應 IFLA LRM，於 2016至 2018年歷經「3R計畫」（指 RDA Toolkit 的重新建構

與重新設計（RDA Toolkit Restructure and Redesign）），2020年 12月 15日正式公布 New 

RDA Toolkit。 

有關 RDA 內容框架的重新建構，即含括 RDA 參考資料（RDA reference data），為採用

RDA 編目時資料著錄使用特定詞彙之規範，這類詞彙多數係經詞彙控制後的成果，統一納入

New RDA Toolkit「詞彙編碼表」（Vocabulary Encoding Schemes)及「詞彙表」（Glossary），

採鏈結資料方式呈現（Linked data representations of RDA Reference data），而且所有

RDA 詞彙均在 RDA註冊網站（RDA Registry）正式註冊。 

目前該網站上已有 RDA 詞彙多國文字之翻譯，以便特定語文國家之圖書館採用 RDA 編目

時，書目資料上可以提供該國人民得以解讀之相關詞彙。然而不同語文之相同詞彙，由於採

用統一的 URI，在未來書目資料串連上，不會因為語文的不同而有所隔閡。為順暢我國 RDA中

文書目國際化及鏈結化作業，RDA詞彙及其定義之中譯工作刻不容緩。 

（三）語意網時代將帶動書目關係鏈結化發展趨勢 

為了具體實現語意網，Tim Berners-Lee於 2006年進一步提出「鏈結資料」（Linked Data）

的概念，其基礎係將資料以電腦能夠理解的形式發布於 Web 環境中，形成一個能讓電腦直接

或間接處理的資料網，此即所謂語意網的啟始，目標是為了建立一個高度結構化且具有語意

的資料網路，提供機器得以理解資料和資料彼此在意涵上複雜的關係，並透過資料間相互連

結的特性，使資料得以被更廣泛及創新的運用（柯皓仁、陳亞寧，2013）。 

圖書館運用資料鏈結之技術，將促使圖書館資料得以於網路上開放及相互串連，形成相

關資料之關係網絡，藉此將大為擴展圖書館資料服務的範疇。而語意網（Semantic Web）則

是指網路上的文件以標準的本體知識語言來表達，讓電腦可讀進而達到知識分享的目的，以

提供資料查詢者更具智慧之資源探索服務。在朝向語意網的理想邁進前，Tim Berners-Lee 在

2006 年曾強調鏈結資料即是實現語意網概念的最佳途徑（Linked Data, n.d.）。 

二、預期目標 

本計畫目標包括各類型館藏資源書目與權威資料建置、資訊組織 RDA 規範相關詞彙進行

中譯、中文書目與權威鏈結資源發展與共享等三大面向。 

 （一）各類型館藏資源書目與權威資料建置 

本館館藏擁有多種語言之各類型資源，包括圖書及非書資料。圖書部分除一般圖書外，

尚含括中小學四技二專教科書、會議論文集、研討會論文篇目、碩博士論文、地方文獻、研

究報告、政府出版品、古籍文獻、百年圖書、教師升等著作等；非書資料則包括連續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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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例如：期刊、報紙、集叢)、地圖資料、樂譜、錄音資料、錄影資料、靜畫資料、立體資

料、拓片、微縮資料、電子資源、電子書、整合性資源等。 

本計畫預計完成 15,203 筆館藏各類型資源之書目與權威資料建置工作，包括中、日、韓、

西文等圖書文獻之登錄建檔、分類編目、權威控制、相關鏈結資源加值、複本處理、紀錄審

核、編後加工等資訊組織作業，便於快速將已徵集到館之各類型資料完成編目，以利館藏資

料及早入藏與閱覽。 

（二）資訊組織 RDA 規範相關詞彙進行中譯 

近年國際編目規範隨著網路科技發展不斷修正調整，本館已於 107年完成國內資訊組織

相關規範手冊的編撰與出版、以及中文編目實施 RDA，108至 111年亦繼續加強技術服務工

作館員專業知能，並主動積極推展新編中文書目新增 RDA編目元素，為中文書目環境國際化

進行準備，以與國際資訊組織規範之發展接軌。 

LC及美國合作編目計畫（Program for Cooperative Cataloging，PCC）為實施 New 

RDA 而緊鑼密鼓地編製 RDA 詮釋資料指引文件（RDA Metadata Guidance Documentation）；

國內圖書館為朝向 New RDA 的實施，有關 RDA詞彙中譯工作為當前要務，以便為後續中文

RDA 書目國際化及鏈結化作業進行準備。加上 OCLC自 2022年 10月起，將書目上傳 OCLC之

檢核機制中有關 MARC 21欄位 34X及 38X之分欄$2詞彙來源代碼，由「rda」3 碼改為例如

「rdatr」、「rdarm」等 5碼或「rdacpc」、「rdafnm」等 6碼，嚴格管控標準詞彙之採用，更

是促進國內有關 RDA規範相關詞彙中譯工作的腳步。 

New RDA Toolkit目前的詞彙量，計約 4,387項。本計畫擬於 112年起，依 RDA規範之

詞彙類型整理詞彙清單及其定義，規劃詞彙中譯順序、按季分配詞彙中譯數量，以便進行

RDA 規範相關詞彙及其定義之中譯工作。112年預計進行 1,500項 RDA詞彙及其定義之中文

翻譯。 

（三）中文書目與權威鏈結資源發展與共享 

鏈結資源為未來全球資訊發展之趨勢，也是當前圖書館界致力的方向，然而鏈結資源的

基礎在於資料，如何建立資料以供鏈結資源的應用，成為圖書館資訊組織當前課題。110年起

由本館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合作建置臺灣鏈結資源，目的在於共同促進中文權威資料共建

共享與加值應用，以擴展臺灣權威資源影響力及國際能見度。 

接續 110年及 111年中文權威資料共建共享之成果，112年持續整合中文名稱權威資料，

並納入書目資料鏈結化與加值，由本館負責鏈結資源資料內容之品質管理，執行權威、書目

與主題規範資料之驗證、新增與修改，以供後續建立鏈結資源之用。此外，本館新建之書目

與權威資料，也將透過與實體相關之 URIs的建立，形成 Linky MARC紀錄，持續提供鏈結資

源共享服務。 

三、內容要項 

本計畫的目的，資訊組織方面在於完成館藏各類型資源之書目與權威資料建置，提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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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使用者完善且豐富的書目資源，以及為達成計畫所需預備之資訊組織規範；並進行 New 

RDA 規範詞彙中譯工作，為後續中文 RDA書目國際化及鏈結化作業進行準備；鏈結資源方面，

持續整合中文名稱權威、並納入書目鏈結資源，以及執行權威、書目與主題規範資料之驗證、

新增、修改與整併，促進中文權威與書目資料之共建共享與加值應用，以擴展臺灣權威與書

目資源的影響力及國際能見度。相關工作內容如下： 

（一）各類型館藏資源書目與權威資料建置 

1. 規劃擬訂資訊組織作業之需求規格與相關採購作業等。 

2. 預定進行至少 15,203 筆中、日、韓、西文等各類型資源之登錄建檔、分類編目、

權威控制、相關鏈結資源加值、複本處理、紀錄審核、編後加工等資訊組織相關作

業。 

（二）資訊組織 RDA 規範相關詞彙進行中譯 

自 112年起，依 RDA規範之詞彙類型整理詞彙清單及其定義、規劃詞彙中譯順序、按季

分配詞彙中譯數量，以便進行 RDA規範相關詞彙及其定義之中譯工作。112年預計進行

1,500 項 RDA詞彙及其定義之中文翻譯。 

（三）中文書目與權威鏈結資源發展與共享 

1. 建置中文權威與書目鏈結資源：持續進行中文名稱權威整理工作，於權威欄位

024著錄相關 URIs（例如：VIAF、ISNI、ORCID、Wikidata），並納入國內圖書館

中文書目資料，期藉此將圖書館之中文名稱及書目資料轉換及發布為鏈結資料，

且與網路上相關資訊建立鏈結，以促進中文權威與書目資料共建共享與加值應

用。 

2. 中文書目與權威 RDA及 Linky MARC化：新編中文書目與權威紀錄持續建立 RDA編

目元素，並逐步融入 New RDA相關詞彙（包括內容類型、媒體類型、載體類型、

關係用語等）於書目與權威之 MARC 21相關欄位與分欄，且為配合未來鏈結資料

環境，對於書目與權威紀錄內含之實體，建立與其對應的 URIs，使書目與權威紀

錄成為 Linky MARC 格式，為未來圖書館鏈結資料之發展預先打下重要的資料基

礎。 

貳、成果內容 

一、執行方式 

（一）各類型館藏資源書目與權威資料建置 

本項以委外方式執行，規劃委外編目需求相關作業、進行相關採購作業、並預計完成至

少 15,203筆待編館藏圖書資源之書目與權威資料建置工作，包括中、日、韓、西文等圖書文

獻之登錄建檔、分類編目、權威控制、相關鏈結資源加值、複本處理、紀錄審核、編後加工

等資訊組織作業，便於快速將入藏本館之圖書資料完成編目，以利館藏圖書資料及早上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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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閱覽。 

（二）資訊組織 RDA 規範相關詞彙進行中譯 

New RDA Toolkit目前的詞彙量，計約 3,690項。本計畫自 112年起，依 RDA規範之詞

彙類型整理詞彙清單及其定義、規劃詞彙中譯順序、按季分配詞彙中譯數量，以便進行 RDA規

範相關詞彙及其定義之中譯工作。112年預計進行 1,500項 RDA詞彙及其定義之中文翻譯。 

（三）中文書目與權威鏈結資源發展與共享 

接續 110年及 111年中文權威資料共建共享之成果，112年持續整合中文名稱權威資料，

並納入書目資料鏈結化與加值，由本館負責鏈結資源資料內容之品質管理，執行權威、書目

與主題規範資料之驗證、新增與修改，以供後續建立鏈結資源之用。此外，本館新建之書目

與權威資料，也將透過與實體相關之 URIs的建立，形成 Linky MARC紀錄，持續提供鏈結資

源共享服務。 

二、執行進度 

（一）各類型館藏資源書目與權威資料建置 

本項至 112年 11月，順利完成各項作業，期間過程符合計畫進度，主要工作項目包括本

館中、日、韓、西文等待編圖書資料（包括圖書及非書資料）之分類編目、權威控制、相關鏈

結資源加值、複本處理、紀錄審核、編後加工等資訊組織作業，以及採購為輔助本館西文圖

書料分類編目作業之 LC 分類與標題規範資料庫網頁版 Classification Web。實際執行時程

與進度臚列下表： 

年/月 作 業 事 項 

112年 1-2月 完成館藏資源書目與權威資料建檔作業及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作業等採購

案之採購相關流程並決標，隨即展開各項工作。 

112年 3月 1. 3月 16日完成館藏資源書目與權威建置 2月份作業結報，金額

360,000元，計中文編目 593筆、日韓文編目 95筆、西文編目 86筆、

電子書 65筆、學位論文 1,256筆、權威 285筆、研討會篇目 350筆、

資料加工 150時。 

2. 3月 28日完成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作業 2月份作業結報，金額 47,761

元，計中文編目 14筆、西文編目 17筆、權威 160筆、資料加工 24

時。 

112年 4月 1. 4月 21日完成館藏資源書目與權威建置 3月份作業結報，金額

360,000元，計中文編目 551筆、日韓文編目 94筆、西文編目 88筆、

電子書 65筆、學位論文 1,231筆、權威 285筆、研討會篇目 350筆、

資料加工 150時。 

2. 4月 26日完成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作業 3月份作業結報，金額 49,743

元，計權威 216筆、資料加工 80時。 

112年 5月 1. 5月 8日完成 Classification Web結報，金額 24,482元。 

2. 5月 23日完成館藏資源書目與權威建置 4月份作業結報，金額

360,000元，計中文編目 586筆、日韓文編目 79筆、西文編目 101

筆、電子書 64筆、學位論文 1,228筆、權威 285筆、研討會篇目 350

筆、資料加工 150時。 

3. 5月 26日完成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作業 4月份作業結報，金額 5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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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作 業 事 項 

元，計權威 252筆、資料加工 24時。 

112年 6月 1. 6月 14日完成館藏資源書目與權威建置 5月份作業之驗收，金額

360,000元，計中文編目 617筆、日韓文編目 84筆、西文編目 107

筆、電子書 65筆、學位論文 1,145筆、權威 285筆、研討會篇目 350

筆、資料加工 150時。 

2. 6月 26日完成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作業 5月份作業之驗收，金額

32,658 元，計權威 208筆、資料加工 20時。 

112年 7月 7月 20日完成館藏資源書目與權威建置 6月份作業之結報，金額 360,000

元，計中文編目 598筆、日韓文編目 83筆、西文編目 100筆、電子書 65

筆、學位論文 1,245筆、權威 285筆、研討會篇目 350筆、資料加工 150

時。 

112年 8月 8月 25日完成館藏資源書目與權威建置 7月份作業之結報，金額 360,000

元，計中文編目 566筆、日韓文編目 82筆、西文編目 81筆、電子書 62

筆、學位論文 1,242筆、權威 285筆、研討會篇目 350筆、資料加工 150

時。 

112年 9月 9月 21日完成館藏資源書目與權威建置 8月份作業之結報，金額 360,000

元，計中文編目 566筆、日韓文編目 71筆、西文編目 92筆、電子書 61

筆、學位論文 1,225筆、權威 285筆、研討會篇目 350筆、資料加工 150

時。 

112年 10月 10月 17日完成館藏資源書目與權威建置 9月份作業之結報，金額 360,000

元，計中文編目 648筆、日韓文編目 79筆、西文編目 108筆、電子書 28

筆、學位論文 1,250筆、權威 285筆、研討會篇目 350筆、資料加工 150

時。 

112年 11月 1. 11月 24日完成館藏資源書目與權威建置 10月份作業之結報，金額

283,017元，計中文編目 604筆、日韓文編目 76筆、西文編目 104

筆、電子書 52筆、學位論文 1,225筆、權威 285筆、研討會篇目 350

筆、資料加工 150時。 

2. 11月 29日完成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作業 11月份作業之驗收，金額

858元，計完成資料加工 4時。 

（二）資訊組織 RDA規範相關詞彙進行中譯 

本項至 112年 12月底，各月實際執行情形進度如下： 

項目＼年月 112.01 112.02 112.03 112.04 112.05 112.06 112.07 112.08 112.09 112.10 112.11 112.12 筆  數 

執 行 筆 數 0 0 164 140 164 140 160 160 152 156 160 104 1,500 

註：本項 112 年 1 月至 2 月進行作業規劃及擷取原文資料，112 年 3 月開始進行詞彙及其定義之中譯。 

（三）中文書目與權威鏈結資源發展與共享 

1. 建置中文權威與書目鏈結資源： 

本項至 112年 12 月底，各月實際執行情形進度如下： 

項目＼年月 112.01 112.02 112.03 112.04 112.05 112.06 112.07 112.08 112.09 112.10 112.11 112.12 筆  數 

執 行 筆 數 600 448 598 599 597 598 595 600 600 595 598 600 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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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文書目與權威 RDA及 Linky MARC化： 

本項至 112年 12 月底，各月實際執行情形進度如下： 

項目＼年月 112.01 112.02 112.03 112.04 112.05 112.06 112.07 112.08 112.09 112.10 112.11 112.12 筆  數 

執 行 筆 數 302 360 395 441 538 523 574 742 622 598 505 538 6,138 

三、績效成果 

（一）各類型館藏資源書目與權威資料建置 

本計畫共完成 25,095筆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置，並完成資料加工作業共計 1,502時

（含條碼、館藏章、來源章、書標、書目卡片、圖書移送等相關作業），原編書目持續上傳 OCLC，

書目資料提供全球參考與抄錄，以提升國內出版品之國際能見度。 

項 次 作 業 項 目 筆 數 

1 中日韓西文圖書資料（含學位論文）編目作業 18,017 

2 研討會論文篇目編目作業 3,150 

3 電子書編目作業 527 

4 權威資源編目與加值整理作業 3,401 

總  計 25,095 

（二）資訊組織 RDA 規範相關詞彙進行中譯 

本計畫共執行 1,500筆資訊組織 RDA規範相關詞彙進行中譯。 

作 業 項 目 筆 數 

資訊組織 RDA規範相關詞彙進行中譯 1,500 

（三） 中文書目與權威鏈結資源發展與共享 

1. 建置中文權威與書目鏈結資源： 

本計畫共完成 7,028筆中文權威與書目鏈結資源之建置。 

作 業 項 目 筆 數 

建置中文權威與書目鏈結資源 7,028 

2. 中文書目與權威 RDA及 Linky MARC化： 

本計畫共完成 6,138筆中文書目與權威 RDA及 Linky MARC化。 

作 業 項 目 筆 數 

中文書目與權威 RDA及 Linky MARC化 6,138 

 



8 

 

參、成效檢討 

經由本計畫經費之挹注與執行，資訊組織方面，將可確保書目資訊完整保存等目標的達

成，提供更多館藏各類型資料之線上查詢與借閱利用；在鏈結資料方面，整合及建立臺灣中

文權威與書目資料鏈結資源。茲將達成之效益及影響簡述如下： 

一、各類型館藏資源書目與權威資料建置 

國家書目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文化力和特質性，同時也是國際書目交流與共享之重要來

源，所以強化國家書目資料庫之書目多元性及涵蓋性乃為必須。透過本計畫之實施，已達成

如下效應： 

（一）加速圖書上架作業，滿足讀者閱覽或研究需求 

藉由本計畫經費的挹注，將館藏各類型資源委外編目，可使目前本館編目人力不足的情

形獲得紓緩，資訊組織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加速完成25,095筆中、日、韓、西文等各類型資

源之書目與權威紀錄編目建檔作業，並且上架流通供一般讀者及研究者參考使用，大幅提高

館藏資源編目作業效率，也滿足讀者的資訊需求。 

（二）透過書目建置分享館藏資源，提升臺灣出版品國際能見度 

國家圖書館依據現行RDA規範與鏈結資料加值需求，進行書目與權威資源之編製，並將

編目成果分別貢獻至OCLC WorldCat、VIAF與臺灣鏈結資源系統（LDT@Library），讓國家書

目資源得以參與國際書目網絡、進行資訊交流，使國內外各圖書館皆可透過網路查得本館的

書目、權威資料，提高資料的使用率，也提升我國出版品在國際的能見度。 

（三）提升國家書目品質，促進完善書目服務 

就書目品質而言，國家書目在資料著錄和款目擇定方面，通常會更加規範化和標準化。

強化圖書館書目服務基礎建設，即在於豐富國家書目資料庫內容、提高國家書目的品質、便

於國際書目資訊交流與共享。透過本計畫之執行，一方面達到淨化本館館藏書目資料，另方

面著重於積極且全面維護書目品質，確保國內外圖書館對於本館書目資料之需求、品質與服

務。 

二、資訊組織 RDA規範相關詞彙進行中譯 

有關RDA內容框架的重新建構，即含括RDA參考資料（RDA reference data），為採用RDA

編目時資料著錄使用特定詞彙之規範，這類詞彙多數係經詞彙控制後的成果，統一納入New 

RDA Toolkit「詞彙編碼表」（Vocabulary Encoding Schemes)及「詞彙表」（Glossary），採

鏈結資料方式呈現（Linked data representations of RDA Reference data）。 

（一）RDA規範相關詞彙進行中譯，提升資訊組織之專業水準 

RDA規範中所有詞彙皆已在RDA註冊網站（RDA Registry）上完成註冊，目前該網站所收

錄之RDA詞彙，已納入阿拉伯文、加泰羅尼亞文、簡體中文、丹麥文、荷蘭文、英文、愛沙

尼亞文、芬蘭文、法文、德文、希臘文、匈牙利文、義大利文、拉脫維亞文、挪威文、西班

牙文、瑞典文、越南文等之翻譯，繁體中文若能完成翻譯及上網註冊，將可提升國內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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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之專業水準，讓國際上看見國內圖書館在RDA規範詞彙之推行與努力，同時方便未來國內

書目雖以中譯詞彙著錄，然而透過不同語文同一詞彙相同之URI，仍可與國外相關書目進行

跨系統鏈結。 

（二）RDA編目詞彙著錄與國際接軌，符合資源共享經濟效益 

國際書目交流與資源分享已是全球化的普遍現象。中西書目交流過程中，任何著錄概

念、原則或詞彙上的不同，都可能造成書目共享之障礙與困擾。本計畫經由進行資訊組織

RDA規範相關詞彙之中譯，未來國內RDA中文書目，包括內容類型、媒體類型、載體類型、關

係用語等，即可使用中譯詞彙著錄，除了使我國中文書目相關詞彙之著錄與國際同步外，也

有利於書目內容相關詞彙中西文之對照與國內讀者對於書目內容之理解，日後新建之中文書

目與權威上傳OCLC及VIAF，將有助於中文書目與國際接軌及鏈結化之發展，提高中文書目與

權威國際共享的效益。 

三、中文書目與權威鏈結資源發展與共享 

本計畫除了本館新建置之中文人名權威符合鏈結資料之要求及上傳 VIAF與「臺灣鏈結資

源系統」（LDT@Library）外，並直接以本館舊有中文人名檢索款目查詢「臺灣鏈結資源系統」

（LDT@Library）之中文人名權威，遇有符合情形者，則將來源中文人名權威之 URI自動寫入

本館書目紀錄人名檢索款目欄位，豐富本館書目紀錄之內容，提高資源之辨識度及可信度。 

（一）促進中文鏈結資源共建共享與加值應用 

資源共建共享的前提，在於不同機構單位所建立之同質資料，必須是著錄原則與項目、

或甚而著錄標準與品質的一致性。完成建置之中文名稱權威鏈結資源已正式開放，並且持續

權威與書目資料及相關規範的驗證、新增與修改，確保其內容之正確性及永久性，利於未來

促進中文權威與書目於鏈結資料之合作、共建共享與加值運用。 

（二）提升國內圖書館以及同道了解鏈結資源 

臺灣鏈結資源之建置，促進國內圖書館鏈結資源的共建，不致於個別圖書館建立鏈結資

源時各自為政，使國內圖書館資料得以跨系統共享外，同時也鼓勵非圖書館之資料單位參考

及使用國家圖書館及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合作建置之臺灣鏈結資源，未來並可串連圖書館及

網路世界之資訊資源（例如：ISNI、ORCID、VIAF、Wikidata等），讓千里資訊一線牽，使圖

書館正式邁入鏈結資源服務行列，以因應語意網時代的來臨。 

（三）擴展臺灣鏈結資源影響力及國際能見度 

除了鏈結資料本身即為開放性質之資源外，已鏈結化之權威與書目紀錄，其基礎資料庫

亦可提供圖書館或一般公眾檢索及使用，未來將積極建構與維基資料（Wikidata）之鏈結，

讓國際圖書館界與同道及全球使用者，在不需進入圖書館ＷebPAC 情況下，也能透過 Google

等搜尋引擎或維基百科（Ｗikipedia）查看我國圖書館相關權威與書目資訊，並且開放前述

資料與外界其他相關資訊進行串接與鏈結，進而擴展臺灣權威與書目資源之影響力及國際能

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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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成果照片) 
 

112年度館藏圖書資源書目資料建檔作業採購案契約書及工作情形 

 

 

 

 

 

 

 

  

   

112年度漢學資料與贈書編目建檔作業採購案契約書及工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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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組織資料庫「Classification Web」1年使用期之訂購（網站首頁） 

 

 

資訊組織資料庫「Classification Web」1年使用期之訂購（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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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編書目上傳 OCLC全球排名第一、並透過 WorldCat提供全球查詢 

 

 

中文名稱權威資料上傳 VIAF提供各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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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組織 RDA規範相關詞彙進行中譯(rdagen) 

  

資訊組織 RDA規範相關詞彙進行中譯(rda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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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中文權威鏈結資源（中文權威紀錄新增欄位 024著錄 URI） 

 

中文書目 RDA及 Linky MARC 化（中文書目含有 RDA編目元素及檢索款目增加 U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