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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中文名稱規範聯合協調委員會 

第十一次會議 
摘要 

本次會議於 10 月 23 日假北京市湖北大廈會議室舉行，參與成員單位包括中

國大陸中國國家圖書館、CALIS聯機編目中心、香港 JULAC委員會之下的 HKCAN

以及本館代表。會中先就各單位 2013 年權威與編目的相關業務進行簡報，並討

論規範數據網路化與 RDA 相關議題，各館代表踴躍提出使用經驗並討論可能會

遇到的問題。會後有以下幾點心得與建議：(一)持續進行中文權威資源的合作。

(二) 使用 linked data 服務進行資源共享與合作。(三) 擴展合作與資料連結的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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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中文名稱規範聯合協調委員會」（以下簡稱「協調委員會」）於 2003 年組

成，依據協調委員會成立章程（http://www.cccna.org/intro.htm），本委員會以推動

兩岸三地及海外華文圖書館的書目規範及權威控制作業之進行與資源共享為目

的。本館於 2004 年受邀加入協調委員會，目前成員除本館之外，另有：中國大

陸中國國家圖書館、CALIS 聯機編目中心、香港 JULAC 委員會之下的 HKCAN。

參加此項會議不僅能增進兩岸圖書館對於書目資料與權威資料編目的相關業務

交流與合作，更能藉由協調委員會共同建置的｢中文名稱聯合檢索系統｣，為華文

權威資源的合作與分享有所貢獻。 

協調委員會每年輪流由成員單位主辦，2013 年由中國大陸國家圖書館擔任

主辦館，在北京舉辦中文名稱規範聯合協調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而其他成員單

位則派員共同參與，本館今年指派洪菀吟編輯參加。協調委員會本年度的開會議

程除了討論各館之權威建置現況以及相關議題之外，亦分享了資料網路化、連結

資料以及 RDA 應用情況等議題，各館分享及討論圖書館該如何因應連結資料的

新趨勢。 

貳、 會議過程與參訪行程紀要 

協調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於 2013 年 10 月 23 日假北京市湖北大廈會議室舉

行，參加代表包括：中國國家圖書館中文採編部毛雅君主任、王洋副主任；中國

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ALIS）聯機編目中心喻爽爽主任、劉春玥小姐；香港

中文大學圖書館編目組張寶珍主任、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編目組主管郭玉梅小姐

以及本館代表。各成員館報告以及會議討論決議摘要如下： 

     一、2013 年各成員館權威建置業務簡報 

(一)中國國家圖書館業務簡報 



4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文採編部王洋副主任報告 2013 年中國國家圖書館規範控

制工作進展，從常規規範工作以及規範控制領域其他相關工作兩方面來探討。 

1. 常規規範工作 

2013 年新建 64,864 條名稱規範紀錄，規範數據目前已累計 1,196,135

條，其中包括 1,060,889 條個人名稱規範數據，75,198 條團體名稱規範數

據，41,319 條題名規範數據。並且展開對個人名稱規範數據維護的工作，

維護項目包括補充生卒年、修改附加成分構成、添加參照關係與信息附

註、刪除重覆個人名稱規範紀錄等等。 

2. 規範控制領域相關進展 

起草｢圖書館機讀規範格式｣，並完成｢中文文獻名稱規範數據款目著

錄規則草案(個人名稱部分)｣之最終稿。編製完成｢個人名稱附加成分選

取表｣，確定以學科領域詞或規範詞為同名款目的檢索點。 

3. 主題規範控制相關工作 

研究規範數據網路化，並且將｢中分表｣更新升級，增補主題詞並在

網路上發布更新｢中分表｣網路版，並且完善其批次處理系統與動態邏輯

校驗系統，讓使用者有更良好的使用者經驗。 

(二)香港中文名稱規範小組(HKCAN)業務簡報 

1.歷年規範數據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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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數量 

(筆)／年  

直至 2013

年 9 月  

增長率 直至 2012 年 9 月 增長率  直至 2011 年 9 月  

總目錄存量  259,685 4.57%  248,325  5.80%  234,719  

人名  180,994 5.00%  172,372  6.64%  161,638  

機構名稱  28,844 4.28%  27,659  4.48%  26,473  

會議名稱  1,651 2.10%  1,617  2.08%  1,584  

統一題名  48,741 4.43%  46,673  3.67%  45,021  

每月增長速 1,136 0.19%  1,134  7.07%  1,059  

           2. OCLC 

每月送出 1,000 筆中文名稱規範紀錄至 OCLC，並應 OCLC 中日韓用

戶組及其他東亞圖書館要求，在 HKCAN 數據庫公眾檢索目錄中增添機讀

格式檢視(MARC view)功能，使非 HKCAN 成員也能繼續查詢中文名稱規

範紀錄。 

3. 參與｢中文名稱聯合檢索系統｣工作 

完成｢中文名稱聯合檢索系統｣英文界面用詞對照列表。 

(三)本館業務簡報 

1.個人名稱資料匯整作業 

2013 年 4 月啟用｢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並提供使用者查詢下載

書目及權威資料。而權威資源整理的重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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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文學作家名稱權威新建或內容增補。 

(2) 臺灣 7 所大學圖資系所教授名稱權威紀錄新建或內容增補。 

(3) 優先整理名稱出現在書目紀錄超過 100 次的作者權威紀錄。 

         2. 權威紀錄內容增補 

            權威紀錄依照以下要點進行資料的增補： 

(1)作者主要名稱、其他參見名稱； （必備）  

(2)依據本館訂定之學科專長領域詞彙表著錄作者的學科專長領域；（必

備）  

(3)作者主要名稱的資料來源；（必備）  

(4)作者的生卒年（非必備）  

(5)學經歷資料（非必備）  

(6)上述內容參考資料來源（必備） 

3.建立權威與書目關連 

運用系統書目維護介面，維護權威紀錄與書目的關連：檢視確認程式自

動連結的關連是否正確；移除錯誤的關連，重新查詢、設定正確的關連；並

且增補權威紀錄缺漏的作者名稱。  

4. 共享庫合作事宜 

2013 年因應本館權威資料修改成 MARC21 格式而針對共享庫的

MARC 對照表進行修訂以及新增，並將轉換為 MARC21 格式的紀錄重新

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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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ALIS）業務簡報 

CALIS 簡介｢中文名稱規範聯合數據庫檢索系統｣的介面及系統升級以及

MARC 格式方面的改進。 

1. ｢中文名稱規範聯合數據庫檢索系統｣的介面及系統升級 

｢中文名稱規範聯合數據庫檢索系統｣的管理端和客戶端正體中文和英

文介面開發工作初步完成，然而因為檢索與數據管理端是兩個相對獨立的應

用系統，因此尚需進行兩個介面文字的準確對應，且頁面中文字和圖片布局

也有待完善。 

2. MARC 格式改進 

增加了 MARC21(TW)格式，支援 MARC21(TW)格式的批量上載、檢索

和格式轉換等功能。 

     二、編目相關作業交流 

         (一)規範數據網路化相關研究討論 

中國國家圖書館代表分享數據網路化的成果，將中國分類主題詞

表製成電子版並建置一站式的維護管理系統，會議中詳細分析討論系

統建置概念以及介面規畫的過程，並展示完成之系統介面；也分享了

實驗性質的漢語主題概念揭示系統，以及對於 VIAF 的初步想法。與

會各館代表對於數據網路化以及加入 VIAF 之可行性進行經驗分享與

討論。 

          (二)RDA 相關研究討論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代表分享 RDA 在香港的應用狀況，並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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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目錄上如何顯示 RDA 新增要素問題進行討論，中國國家圖書館

代表也分享他們聯合目錄的 FRBR 化資訊，以及 RDA 中文版翻譯進

度。 

     三、會議決議 

(一)第十二次會議將於 2014 年 10 月由臺灣漢學中心主辦。 

(二)各成員單位於 2013 年底前完成｢中文名稱規範聯合數據庫檢索系統｣

相關測試，並將測試意見集中反饋給 CALIS。 

(三)成員單位就繼續向｢中文名稱規範聯合數據庫檢索系統｣提供規範資

料達成一致意見。 

(四)優化｢中文名稱規範聯合數據庫檢索系統｣用戶權限的分級管理。 

     四、參訪行程紀要 

會後以 30 分鐘短暫的時間參觀位於北京市中關村的中國大陸中國國家圖書

館新館，中國國家圖書館舊稱北京圖書館，1988 年更名為國家圖書館。本次因

為舊館閉館維修之故，只參觀 2008 年啟用的新館。新館是棟地下三層、地上五

層，融合中式傳統概念以及歐式建造風格的開放式圖書館，窗明几淨。 

中國國家圖書館是綜合性研究圖書館，也是國家總書庫，負責收集和保存本

國出版物。館藏資源包括豐富的資料類型如：圖書、期刊、報紙、學位論文、古

籍善本、特藏專藏、工具書、年鑒、電子出版物、縮微資料、視聽資料等等，也

收藏大量本國出版物及外文出版物，並負責編製國家書目和聯合目錄。館中設有

中西文圖書期刊、臺港澳書刊以及古籍善本等多個閱覽室，並收藏了各類中文文

獻、善本以及手稿，還有目前世上僅存四部的文津閣四庫全書。礙於時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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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我們只大略參觀地下室之中文書刊閱覽室、電腦室及臺港澳書刊閱覽室。臺

港澳圖書館需要有推薦信或是備有臺港澳居民證件才能夠進入使用。另外，圖書

館已於 2008 年開始實施 RFID 系統，圖書館之 RFID 系統採用 RFID 圖書館標籤

150 萬枚，RFID 光碟標籤 7.8 萬枚，層架標籤 2.6 萬枚，使用 RFID 系統能使圖

書的管理與使用更有效率。 

除了館舍規畫之外，值得一提的是館內也進行了無障礙空間規畫並使用諸多

新技術輔助圖書館的服務，服務館內讀者，並讓人看到圖書館創新先進的一面。

中國國家圖書館是公共型的國家圖書館，具有公共圖書館的性質但側重於科學研

究，服務 18 歲以上之讀者，並依專業技術及行政層級給予不同等級之借書證，

參觀時間雖是平常日傍晚，圖書館中仍然有許多查詢資料或是埋頭用功的使用者，

乘著手扶梯到達四樓，從挑高打通的中庭往下觀望，排列整齊的桌椅以及用功的

讀者，也形成一番特殊的景致。 

參、 心得與建議 

一、 持續進行中文權威資源的合作 

協調委員會共同建置的｢中文名稱聯合檢索系統｣蒐集各成員單位之名

稱權威資料並進行整合與分享，將不同格式的權威資料整合在同一個系統之

中，並建置正體中文、簡體中文與英文的界面。透過此系統不但使權威資料

的蒐集與分享更為便利，有機會使用更豐富的華文權威資源，更可將本館權

威資料藉由此系統推廣給中國大陸及香港之圖書館，達到推廣本館資源的效

果。因此未來本館應繼續積極分享權威資源，並提供使用回饋做為修正建議

以提升系統效能。 

二、 使用 linked data 服務進行資源共享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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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d data 服務的使用是各圖書館的潮流，VIAF(虛擬國際權威檔案：

https://oclc.org/zhtw-asiapacific/viaf.html)將各國家圖書館之權威資料連結與合

併，並提供不同區域的讀者本地化的資料，在本次會議中也就加入 VIAF 相

關議題進行了討論。加入 VIAF 能增加本館與國外合作的機會並提升本館國

際能見度，但在加入前宜先瞭解其資料處理機制與其他館經驗，以找到能與

VIAF 組織互惠的合作方式。 

三、 擴展合作與資料連結的範圍 

在本次會議中，中國大陸國家圖書館展示了他們試行資料網路化計畫

的初步成果，藉由資料網路化可以讓使用者迅速得到更新資訊，也能加強

各圖書館之間的交流。本館一方面可研議將書目與權威資料轉換為可提供

linked data 服務的格式，將本館之資料網路化，另一方面也可與國內外圖書

館商討透過 linked data 機制分享與交換書目及權威資料之可能性。若能將資

料轉換成 linked data 格式，與其他圖書館交換資料更加容易，也免去儲存與

管理資料所需的人力物力，因此發展 linked data 服務是促進本館與其它館合

作與資料交流可以善加利用的方式。 

肆、 會議及參訪照片 

 
與會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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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中針對議題熱烈討論 

 
中國大陸國家圖書館一樓閱覽室 

 
由圖書館四樓俯瞰各樓層閱覽室及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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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入口借還書大廳 
 

 
北京國家圖書館大門口 
 

 
讀者電腦區及無障礙讀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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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上之 RFID 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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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錄 

一、中國國家圖書館業務簡報 

 
 

 

 
 
 
 



15 
 

 

 

 
 
 
 
 
 
 
 



16 
 

 
 

 
 
 
 
 
 
 
 
 



17 
 

 

二、香港中文名稱規範小組(HKCAN)業務簡報 

 

 
 
 
 
 
 



18 
 

 

 
 
 
 
 
 
 
 
 
 



19 
 

三、本館個人名稱權威共享資源建置業務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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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ALIS）業務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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