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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数据在馆藏书目组织中的应用进展研究

■ 赵悦

［摘　要］在对传统元数据与关联数据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以书目数据、知识组织系统数据、规范数据
为主线，全面梳理关联数据在馆藏书目组织中的应用现状，并分析其应用特点及所面临的挑战，指出关联数据

在图书馆书目组织中的应用已成为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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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书目组织是图书馆的核心工作，图书馆通过馆藏

书目的建设实现对文献资源的序化组织、管理与服务。

而随着语义网的发展，图书馆传统的书目组织已不能

满足人们对信息与知识的需求，图书馆的书目组织与

服务面临着新的挑战。

　　２００６年蒂姆·伯纳斯 －李（ＴｉｍＢｅｒｎｅｒｓ?Ｌｅｅ）提出

了“关联数据”的概念，是指在网络上发布、共享、连接

各类数据、信息与知识的一种方式，是语义网环境下的

一项应用技术。２００７年 Ｗ３Ｃ关联开放数据项目

（Ｌｉｎｋｉｎｇ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ＬＯＤ）正式启动，其目标是号召人

们将现有的数据发布成关联数据，并将不同数据互联

起来［１］。此后，越来越多的机构将它们的数据发布到

Ｗｅｂ上，加入到关联数据的行列之中，英国广播公司、

美国《纽约时报》、世界银行等机构都以关联数据的方

式发布了数据。据 ＬＯＤ社区统计，截至２０１１年９月，

ＬＯＤ云图中拥有２９５个开放数据集，包括３１０多亿个

ＲＤＦ三元组、５亿多个ＲＤＦ链接［２］，而目前在开源数据

门户平台ＣＫＡＮ登记的开放数据集已达３３７个（截至

２０１３年 ３月）［３］，涉及多媒体、政府、出版物、生命科

学、地理科学、用户产生的内容及跨领域的数据等众多

领域，包括 ＤＢｐｅｄｉａ等很多知名的数据集。Ｇｏｏｇｌｅ、

Ｙａｈｏｏ等搜索引擎也已经开始抓取关联数据，并利用

关联数据丰富其检索结果［４］。

　　关联数据的出现为图书馆馆藏书目组织与服务提

供了新的方法与思路，在图书馆界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和认可，并得到了一定的应用。本文旨在通过比较研

究、典型应用项目分析等方法对关联数据在图书馆知识

组织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合分析，以探索如何将图书馆

书目中包含的大量结构化、高质量的数据发布为关联数

据，并与其他领域的数据相连接，使其纳入到语义网环

境中，为用户提供知识化的服务。为了全面掌握目前该

领域的研究与实践进展，笔者以“关联数据”（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为关键词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ＣＮＫＩ、ＥＢＳＣＯ等数据库
及互联网资源进行了查询，获得中文文献１１９篇、外文

文献９２篇，经筛选得出其中与图书馆书目组织、知识组

织等相关的中文文献共６４篇、外文文献５４篇。通过对
文献内容的全面分析，可以看出国外图书馆在关联数据

应用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馆藏书目体系关联化

组织上已有一些项目实践经验，并且开展此项应用的图

书馆越来越多；从国内研究文献情况看，自２０１１年开始

该领域的文献量明显增加，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年则继续大量
增长，２０１３年上半年的发文量已达３３篇，可以看出国内

对关联数据应用的研究日益活跃，已将之作为新的研究

热点，但目前仍以理论和跟踪性研究居多，缺乏成规模

的、相对成熟的应用实践。

２　关联数据的理念与实现

　　关联数据提出的目的是构建一个计算机能理解的
具有结构化和语义信息的关联的数据网络，而不仅是

人能读懂的文档网络。ＴｉｍＢｅｒｎｅｒｓ?Ｌｅｅ在提出“关联

数据”概念的同时，亦提出了关联数据遵循的几个基本

原则，即：①使用ＵＲＩ作为任何事物的标识名称；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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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ＨＴＴＰＵＲＩ，使任何人都可以访问名称；③当有人访
问名称时，提供有用的 ＲＤＦ信息；④尽可能提供相关
的ＵＲＩ，以使人们发现更多的信息。可以认为符合上
述４项原则的数据即为关联数据，其核心理念是开放、
关联及复用［５］。

　　关联数据被认为是一种轻量级的语义网实现技
术，其关键内容即是 ＵＲＩ、ＲＤＦ三元组及通过 ＨＴＴＰ
ＵＲＩ的方式发布并可获取数据，是实现从“文档的网
络”（Ｗｅｂｏｆｄｏｃｕｍｅｎｔ）到“数据的网络”（ｄａｔａ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的关键技术。关联数据实现应遵循两个基
本准则：①利用ＲＤＦ数据模型在万维网上发布结构化
数据；②利用 ＲＤＦ链接将不同数据源的数据互连起
来［６］。仅就技术而言，关联数据的实现并不复杂，主要

建立在已有的 Ｗｅｂ技术（如 ＵＲＩ、ＨＴＴＰ）及 ＲＤＦ三元
组基础上，目的是使数据之间建立尽可能多的关联，关

联关系越丰富，数据的价值越能得到体现。夏翠娟等

曾将关联数据的发布简单概括为如下步骤：①用 ＲＤＦ
数据模型描述要发布的数据资源，为其生成ＨＴＴＰＵＲＩ
（通常是一个 ＣｏｏｌＵＲＩ），并生成资源的 ＲＤＦ描述文
档；②在数据与数据之间建立 ＲＤＦ链接；③在 Ｗｅｂ上
发布ＲＤＦ文档；④提供一个标准开放的访问接口，支
持使用ＲＤＦ的标准化检索语言 ＳＰＡＲＱＬ对 ＲＤＦ数据
库进行检索，供远程调用本地数据［７］。

３　传统元数据ｖｓ关联数据

　　Ｗ３Ｃ图书馆关联数据孵化小组的最终报告中将
图书馆数据定义为“图书馆为描述及检索信息资源所

产生的数字化信息”，并将其分为三大类，即数据集、元

素集、取值词汇；将图书馆关联数据定义为“任何应用

关联数据技术描述的图书馆数据”。由此可以看出，传

统图书馆数据主要是馆藏书目体系组织与服务相关的

元数据，包括书目数据、规范数据、知识组织系统数据

以及术语词汇数据等，而目前图书馆关联数据应用较

多的也正是这几类数据，同时也表明关联数据主要针

对的是结构化数据，而非各类文档。通过对图书馆传

统元数据与关联数据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二者在应

用中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封闭ｖｓ开放。图书馆传统元数据是在一个相
对封闭的系统内运行的，数据不易为其他系统所整合，

如ＭＡＲＣ数据大多为 ＩＳＯ２７０９格式，与基于 ＸＭＬ的
ＲＤＦ描述相比，不仅更依赖于特定的平台，而且不易于
实现与其他系统的互操作，缺乏开放性。

　　 孤立ｖｓ互联。图书馆传统元数据可以说是因

封闭而孤立，不仅缺乏与外部数据的关联，即使是内部

数据间的关联也比较缺乏，其中有些书目数据字段与

规范数据、词表数据的关联也主要是依靠文本字符串，

而非采用ＵＲＩ标识符的关联机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静态ｖｓ动态。图书馆传统元数据一般是在制
作完成后提供服务，内容基本是稳定的、静态的，但关

联数据因其开放性、关联性，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外部

数据的增长而不断丰富关联的内容，出现动态变化。

当然，也有可能因外部连接失效等原因导致关联内容

的不可获得。

　　 记录ｖｓ数据。“记录”到“数据”的变化是传统
元数据与关联数据在组织理念与方法上的根本改变，

是二者的本质不同，是其他区别点的基石。关联数据

将一条记录变成一条条描述，以记录中的知识点为单

位，将揭示粒度尽可能地变小，为用户提供的不再只是

对文献整体的描述，而是片断化的知识信息。

　　此外，Ｗ３Ｃ针对数据的关联程度提出了一个“五
星”排行标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元数据与

关联数据的差异，具体为：

　　 一星数据★：以任何开放协议和格式发布在
网上；

　　 二星数据★★：以一种机读格式，如 ｅｘｃｅｌ表格
格式而不是扫描图片格式，发布在网上；

　　 三星数据★★★：以一种开放而非私有的格
式，如ＣＳＶ而不是ｅｘｃｅｌ，发布在网上；
　　 四星数据★★★★：采用开放格式，并以 Ｗ３Ｃ
的开放标准标识和描述（ＵＲＩ和 ＲＤＦ），使人们可以链
接指向；

　　 五星数据★★★★★：采用开放格式，并以
Ｗ３Ｃ的开放标准进行标识和描述，并尽可能关联、引
用其他人以ＵＲＩ标识、ＲＤＦ描述标准发布的数据［５］。

　　目前，图书馆数据还基本处在二星或三星的位置
上，而四星数据才开始符合关联数据的定义，采用语义

描述规范，具有了表达语义的功能［８］。

４　关联数据在馆藏书目组织中的应用
　　图书馆拥有大量高质量、结构化的馆藏书目资源，
有着不断积累的数据优势和规范控制的实践经验，但

随着网络环境尤其是语义网技术的发展，图书馆数据

在标准、格式、系统等方面相对的封闭性导致了这些数

据无法融入到语义网环境中，其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

制。关联数据的出现为图书馆书目组织提供了新的发

展思路与技术路线，为图书馆数据融入到语义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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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能，自产生起就受到了图书馆界的关注。而另一

方面，语义网的发展也需要图书馆高质量、可信任的数

据资源。２０１０年５月 Ｗ３Ｃ成立的图书馆关联数据孵
化小组（Ｗ３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ＬｉｎｋｅｄＤａｔａ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Ｇｒｏｕｐ），其
主要目标就是促进图书馆数据在万维网上的互操作，

探讨图书馆如何应用关联数据技术来增进图书馆数据

的组织与服务。

４．１　应用现状
　　图书馆馆藏书目体系主要包含书目数据、知识组
织系统数据、名称规范数据等。馆藏书目体系关联化

组织即是要实现馆藏书目体系内部及与外部万维网相

关数据的自动化、知识化的互联，关联数据技术的引入

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２００８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的Ｅｄ．
Ｓｕｍｍｅｒｓ建立了 ｌｃｓｈ．ｉｎｆｏ网站，将美国国会图书馆标
题表（ＬＣＳＨ）以关联数据的形式发布；同年，瑞典国家
图书馆将瑞典全国联合目录 ＬＩＢＲＩＳ按照关联数据框
架发布，成为首个以关联数据形式发布的国家书目，并

且二者之间还实现了数据的关联。作为图书馆领域应

用关联数据的开拓性项目，这两个项目充分实践并验

证了关联数据在图书馆书目组织中的应用，起到了很

好的示范作用。此后大量的关联数据应用在图书馆界

涌现，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

图书馆、匈牙利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ＯＣＬＣ
等均开放了其书目数据（或规范数据）的关联数据服

务。根据对ＣＫＡＮ图书馆关联数据小组站点的统计，
图书馆关联数据项目目前已达５７个，总计提供了约５０
亿个ＲＤＦ三元组［９］，主要集中在书目数据、知识组织

系统数据及名称规范数据方面。

４．１．１　书目数据的关联数据化　书目数据是馆藏书
目体系的核心部分。目前图书馆书目数据大多是以

ＩＳＯ２７０９格式存在的 ＭＡＲＣ记录，其关联数据化的关
键点在于：①将 ＭＡＲＣ２７０９格式转变为 ＭＡＲＣＸＭＬ
格式，进而采用 ＲＤＦ／ＸＭＬ进行描述；②将记录标识
（ＩＤ）转变为数据标识（ＵＲＩ），并为属性、属性值分别赋
予ＵＲＩ；③发布ＲＤＦ三元组并建立关联。因各机构书
目数据及相关系统的差异，其关联数据化的方法、步骤

以及面临的难度是不同的，但总体上都需要解决描述

的颗粒度问题以及 ＵＲＩ、ＲＤＦ三元组生成等关联数据
实现的核心技术。目前，书目数据主要是与内部的知

识组织系统数据（如 ＬＣＳＨ、ＤＤＣ）、规范数据（如
ＶＩＡＦ）以及外部的ＤＢｐｅｄｉａ等数据实现了关联。
　　瑞典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首个将国家书目发布成
关联数据的图书馆，其全国联合目录 ＬＩＢＲＩＳ开放了

２００多个成员馆的大约６５０万条书目记录、２０万条规
范记录，并创建了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标题表（ＬＣＳＨ）和
维基百科（ＤＢｐｅｄｉａ）的链接。该项目在关联数据应用
方面颇具影响力，是第一个书目数据关联数据化的实

例。此外，２０１２年６月，ＯＣＬＣ宣布ＷｏｒｌｄＣａｔ增加关联
数据服务，成为目前Ｗｅｂ上最大的关联书目数据集，８
月又宣布已提供近１２０万条最有代表性作品的关联数
据文件下载，其中包含约８０００万个三元组［１０］。目前，

英国国家书目（ＢＮＢ）［１１］、德国国家书目（ＤＮＢ）［１２］等
也已加入关联数据发布的行列。

４．１．２　知识组织系统的关联数据化　图书馆采用关
联数据形式发布最多的即是词表、分类法等知识组织

系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ＬＣＳＨ的关联数据。知识
组织系统的语义化、关联化大多是采用将原有数据

ＳＫＯＳ化的模式。美国国会图书馆亦是将 ＬＣＳＨ的
ＭＡＲＣ数据转化为 ＳＫＯＳ数据，并提供了 ＬＣＳＨ词表
ＳＫＯＳ数据的下载［１３］。ＳＫＯＳ即简单知识组织系统
（Ｓｉｍｐｌ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是由 Ｗ３Ｃ制
订的推荐标准，是建立在 ＲＤＦ基础上，支持语义网框
架下对知识组织系统描述的一种简单的语义置标语

言，其为词表、分类法等知识组织系统提供了一套简

单、灵活、可扩展、机器可理解的描述和转换机制，目的

是为了实现资源的共享和重用。ＳＫＯＳ提供了表达各
种知识组织系统基本结构和内容的模型，将概念模式

及语义关系表达为机器可理解的方式，支持概念在万

维网上编辑和发布，将概念与 Ｗｅｂ上的数据相连接，
并支持将概念集成到其他概念体系中，是目前实现知

识组织系统语义化、关联化的首选途径［１４］。除美国国

会图书馆标题表（ＬＣＳＨ）外，杜威十进分类法（ＤＤＣ）、
联合国粮农组织叙词表（ＡＧＲＯＶＯＣ）等都采用 ＳＫＯＳ
对其数据进行了组织和描述（见表１）。我国国家图书
馆也已对《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数据进行了 ＳＫＯＳ转
换，为知识组织系统的共享打下了基础。

４．１．３　规范数据的关联数据化　世界上许多国家图
书馆或大型图书馆为对书目进行规范控制，建设有人

名、题名、地名等规范数据，它们是高质量的知识性资

源，是馆藏书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将规范数

据关联数据化，在互联网上发布并服务，可以为用户获

取精确、完整的检索结果及相关知识提供便利，有利于

丰富用户的体验，也有利于规范数据的整合，是图书馆

应用关联数据的重要方面。

　　ＯＣＬＣ虚拟国际规范文档（ＶＩＡＦ）的关联数据是最
具代表性的项目，其主要是利用ＳＲＵ信息检索服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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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关联开放词表（ＬｉｎｋｅｄＯｐｅｎ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１５］

资源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主题

（ｔｏｐｉｃｓ）
概念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语言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关联数据

（ｌｉｎｋｅｄｄａｔａ）
链接类型

（ｔｙｐｅｏｆｌｉｎｋ）

ＡＧＲＯＶＯＣ

农业

食品

渔业

林业

３１９５６ 多语种 是

ｓｋｏｓ：ｂｒｏａｄｅｒ
ｓｋｏｓ：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ｓｋｏ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ＵＲＯＶＯＣ 综合 ６７９９ 多语种 是 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

ＧＥＭＥＴ 环境 ５２９８ 多语种 是 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

ＬＣＳＨ 综合 ３０７８４ 英语 是 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

ＮＡＬ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农业 ３０２９８ 英语

西班牙语
是 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

ＲＡＭＥＡＵ 综合 １６４０７ 法语 是 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

ＳＴＷ 经济 １１６５ 英语

德语
是 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

ＴｈｅＳｏｚ 社会

科学
７７５０ 英语

德语
是 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国家地理 ２５３ 多语种 是 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

ＤＤＣ 综合 ４０９ 多语种 是 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

ＤＢｐｅｄｉａ 综合 １０９８９ 多语种 是 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

ＳＷＤ 综合 ６２４５ 德语 是

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
ｓｋｏｓ：ｃｌｏｓｅＭａｔｃｈ
ｓｋｏｓ：ｂｒｏａｄＭａｔｃｈ
ｓｋｏｓ：ｎａｒｒｏｗＭａｔｃｈ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地理 ２１２ 多语种 是 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

　　资料来源：根据 Ｄｒ．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Ｋｅｉｚｅｒ的报告“Ｌｉｎｋｅｄ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整理而成

ＶＩＡＦ项目提供关联数据，并支持机器和 Ｗｅｂ浏览器
的访问［１５］。ＶＩＡＦ是 ＯＣＬＣ实施的多个国家图书馆及
其他机构共同参与的联合项目，该项目是将参与机构

的名称规范文档整合成一个名称规范服务，旨在通过

匹配和关联不同语种的国家图书馆的规范文档，提高

图书馆规范数据的利用效率，目前已有２４个机构参与
其中。此外，前文提到的发布了国家书目关联数据的

国家图书馆一般也将其规范数据发布为关联数据，并

与书目数据建立内部关联，提供整合服务。

４．２　应用特点
　　目前关联数据在馆藏书目组织中的应用主要呈现
出以下特点：

４．２．１　应用对象类型广泛　涵盖书目数据、规范数
据、知识组织系统数据等，均为图书馆拥有的结构化数

据，是图书馆最主要的数据资源，它们之间的关联也构

成了图书馆整个书目组织体系，而将其扩展至网络上，

与其他国家、语种甚至其他领域的数据资源进行连接，

将使其更具价值。从目前来看，国外图书馆界开展的

关联数据应用大多都是以国家图书馆为先导，这主要

是由于国家联合目录数据、规范数据、词表数据大多由

国家图书馆作为主要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国家图书馆

的关联数据应用将有效带动整个图书馆界的应用，起

到一定的引领作用。

４．２．２　图书馆的角色发生转变　图书馆在关联数据

应用中，既可以作为数据发布者、提供者，将其数据发

布成关联数据，供外界使用，也可以作为消费者、利用

者，充分关联、利用外部数据，以丰富自身的资源及服

务。长期以来，发布者是图书馆在数据网络中的主要

角色之一，这是由图书馆及其数据的使命与特点决定

的，图书馆特有的书目数据、规范数据等资源需要

“走”出去，被更多的用户利用、消费。关联数据的应

用使得图书馆的书目数据成为能够通过网络向其他应

用提供服务的数据，同时“走”出去的数据也将实现与

其他语义网络数据的融合。但就图书馆而言，无论从

哪个角度考虑，都不应忽视自身作为关联数据“消费

者”的角色，应充分利用关联数据所能提供的数据整合

和重用的功能，以“消费”的模式整合其他机构、领域

的数据，促使图书馆自身的书目体系与服务日趋完善

和丰富。从目前的应用来看，图书馆已日益重视与其

他领域的数据关联服务，但与发布相比，图书馆在“消

费”关联数据方面还比较欠缺，需要我们在理念上和技

术上进行更多的探索与实践。

４．２．３　带动了图书馆在知识组织、聚合与发现方面实
现新的突破　传统图书馆的资源组织基本是以文献为
单位，如一本图书一条ＭＡＲＣ记录，而关联数据则把记
录细化到数据，为题名项、作者项、出版项等均赋予

ＵＲＬ，并用ＲＤＦ三元组进行说明，揭示粒度更加细化，
是以概念及关系作为组织的核心，突破了传统图书馆

资源组织的理念，将以文献为单元的组织模式拓展为

以知识为单元的组织模式，并将有助于图书馆知识聚

合与知识发现的实现。馆藏资源语义层面的聚合是图

书馆在语义网环境下实现知识服务所面临的重要课

题，以往图书馆信息聚合研究大都集中在跨库、跨文献

类型的资源集成与聚合上，无法很好地解决语义异构

的问题，而关联数据提供的是一种数据语义化的方法，

支持实现知识内容的关联、聚合与展示，可应用在馆藏

资源语义聚合与服务中。关联数据亦为图书馆知识发

现服务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创造了图书馆数据与

外部知识世界关联的机会，不仅促进了图书馆数据的

开放，使其能被外部网络世界发现与利用，也扩展了图

书馆自身作为知识发现平台的能力，通过关联可以使

用户获得更多的知识与体验。

４．３　趋势与挑战
　　语义网环境下图书馆数据必然走向开放与互联，
关联数据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已成为一种趋势。关联

数据的良好应用前景主要得益于其技术相对简便易

行，且对目前图书馆馆藏书目数据的制作冲击较小，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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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实现起来相对于本体等语义技术成本较低，而又非

常利于图书馆提供知识服务、整合外部资源，进而达到

吸引更多用户、提升自身价值的效果，因此短短几年的

时间里，关联数据在图书馆已有很多的应用实例。与

此同时，也应看到关联数据的应用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主要有：

４．３．１　理念转变　关联数据带给图书馆的不仅是技
术、标准的改变，还有理念的转变，既要“走出去”又要

“请进来”，将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成体系的系统开放，

真正融入到语义网环境中，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需要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决策。在 Ｗ３Ｃ图书馆关联数
据孵化小组的最终报告中也指出图书馆领导者“应尽

早地确定哪些数据集可以以关联数据形式发布。应尽

早地确定高优先级、低成本的关联数据项目”。［１６］

４．３．２　数据发现与维护问题　图书馆数据一向以高
质量著称，大多由专业人员制作并维护。在关联数据

应用实践中，如何发现、选择并整合网络上高质量的开

放数据资源，如何应对大量外联数据及关联关系增多

带来的维护问题，一直保持数据的可靠性、权威性及可

获取性，是图书馆面临的一大挑战。

４．３．３　版权问题　关联数据涉及到数据被其他人利
用，也涉及到利用其他人的数据，这就必然牵扯到权

属、利益等问题。目前在协议方面应用较多的是知识

共享（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ｓ）许可协议，其授权机制比较灵
活［１７］。但在具体应用实践中，版权问题涉及内容比较

复杂，需要项目实施者进行全面考虑。

　　通过对相关应用进展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实现
馆藏书目体系的关联化组织需从两方面入手：①数据
基础建设。就图书馆而言，主要是通过对传统元数据

的关联化改造来实现。数据关联化改造需要打破图书

馆传统的资源描述方法，涉及对描述规则等的变革，其

中最主要的是描述粒度的变化，将以文献为描述对象

形成记录变为以某一知识点为描述对象形成多个ＲＤＦ
三元组描述，进而实现以知识点为核心的关联化组织。

②技术基础建设。主要是需要在技术层面解决标识机
制、查询语言、开放接口等问题，这其中标识机制是实

现关联的重点，而查询语言、开放接口等则为实现与外

部数据的互联打下基础。总体上，馆藏书目体系关联

化组织的难点并不在于技术的应用与实现，而更在于

编目理念与描述规则的变革。

５　图书馆书目组织的未来

　　语义网环境下图书馆书目组织的发展是机遇与挑

战并存。馆藏书目的组织与服务受到了来自网络新理

念、新技术的巨大挑战，图书馆传统的以文献为单元的

组织模式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但同时语义网技术

的发展也为图书馆书目组织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尤

其是图书馆多年积累下来的高质量数据优势和规范控

制的经验，如能与新技术相结合，将使图书馆在关联数

据运动中担当领导者的角色［１８］。图书馆面对的是多

学科、多领域的文献资源，需要建立一种通用的、与领

域无关的文献资源的描述和组织方法［１９］。结合关联

数据的发展与应用，笔者 认为图书馆书目组织的未来

将会有以下转变，需要予以关注：

５．１　文献单元向知识单元的转变
　　这种转变一直是图书馆实现知识组织的目标，以
往的一些方法和技术都因对现有资源冲击太大或技术

实现难度较大而较少在实践领域中大规模应用，而关

联数据的出现加快了这种转变的进程。关联数据的技

术特点会促使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图书馆数据实现关联

化、语义化，使基于知识单元的书目组织从理想变为

现实。

５．２　概念模型与编目规则的转变
　　ＦＲＢＲ（《书目功能记录需求》）及之后发布的
ＦＲＡＤ（《规范记录功能需求》）和 ＦＲＳＡＤ（《主题规范
记录功能需求》），分别是针对书目记录、规范数据、主

题规范数据的概念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元数据

描述与组织的理念与方法，为组织不同层次和粒度的

信息资源、更清晰地描述和聚合相关资源提供了模型

基础。而适应ＦＲＢＲ模型思想和结构的新一代编目规
则ＲＤＡ（资源描述与检索）也已正式出台，旨在取代
ＡＡＣＲ２成为新的内容标准。ＲＤＡ描述粒度细化（即把
记录细化到数据）等特点将更有利于实现数据的关联

化，有利于提高关联数据发布与服务的质量，甚至有研

究者指出“ＲＤＡ是图书馆由传统数据观转轨至关联数
据及语义网的开端”［２０］。ＦＲＢＲ、ＲＤＡ与关联数据的结
合，将使图书馆书目组织呈现全新的风貌。

５．３　专有封闭向相互融合的转变
　　网络环境特别是语义网技术的发展，已使图书馆
书目从封闭走向开放、互联成为必然，如何将图书馆数

据纳入到语义网环境中，是我们目前的重要任务。国

外图书馆界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突破，在关联数据

应用上产生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并且无论是理念还是

技术都日趋成熟，非常值得我国图书馆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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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研究》杂志征稿启事

　　《图书情报研究》系由江苏大学主办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术刊物（ＩＳＳＮ２２２２－１６０３），热忱欢迎广大作者投稿。
　　本刊以广大图书、情报、档案工作者和图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师生为主要读者对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注重理论性
与实践性相结合、微观性与宏观性相结合、探索性与指导性相结合、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普及性与提高性相结合，致力于为学术研究

搭建一个新的交流平台，着力打造学术精品。

　　本刊不受任何商业利益驱动，将矢志不渝地坚守学术研究的一方净土，质量和创新性是本刊考量稿件的唯一标准。
　　本刊栏目主要有：学术观察、专题研究、理论探讨、实践研究、事业发展、资源建设、管理论坛、情报分析、信息组织、读者服务、信息技
术、史考纵横、文献评介、古籍研究、档案研究、学人研究等。

　　来稿请注意以下要求：
　　１、确保稿件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绝无抄袭、剽窃行为。否则，作者将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２、本刊已被ＣＮＫ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网络出版，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声明，本刊
将做适当处理。

　　３、本刊对来稿有权进行删改，如作者不愿接受请注明。
　　４、本刊已采用网上采编平台进行稿件处理，作者投稿请登录采编平台（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ｔｓｑ．ｃｂ．ｃｎｋｉ．ｎｅｔ／）提交稿件（首次登录需
注册）。

　　５、谢绝一稿多投，所有来稿均可通过采编平台及时了解审稿进度和结果，录用稿件刊期确定后将向作者发电子邮件；退修稿件请作
者按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并尽快在采编平台上传修返稿；接获本刊退稿处理决定的稿件可另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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