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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中国分类主题词表》Web版的主题规范控制模式、21世纪对图书馆编目工作的重新认识、下一
代图书馆目录——增强型的资源发现和获得服务、两岸中文图书机读目录格式比较研究、简单知识组
织系统（SKOS）的应用研究及《中分表》的SKOS化、西文丛书编目中的一个疑难问题：丛书的鉴别
、关于《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第二章“普通图书”的探讨、郑振铎的编目理论与实践
、FRSAD模型及其对编目实践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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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等奖  平坦世界环境下全国联合编目工作之我见  从AACR2到RDA的检索点概念演变与差异  从《虚
拟国际规范文档》看我国团体名称规范检索点的统一需求  国内外文献分类主题标引自动化研究新探
索二等奖  基于《中国分类主题词表》Web版的主题规范控制模式  21世纪对图书馆编目工作的重新认
识  下一代图书馆目录——增强型的资源发现和获得服务  两岸中文图书机读目录格式比较研究  简单知
识组织系统（SKOS）的应用研究及《中分表》的SKOS化  西文丛书编目中的一个疑难问题：丛书的鉴
别  关于《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第二章“普通图书”的探讨  郑振铎的编目理论与实践 
FRSAD模型及其对编目实践的影响  从全国联合编目中心中的重数据看书目数据共建共享中的规范著
录  从FRBR看中文图书版本的确定与著录  两岸图书馆中文名称规范标目选取之比较——以国家图书馆
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为例三等奖  传记类图书的标引  关于学位论文自动编目的思考  对电子资源编目的
几点认识  图书编目加工业务社会化的实践与探索——以广州图书馆为例  联机编目质量管理实践与探
讨  国家图书馆与CALIS中文名称标目选取原则及规范形式的差异  对联编中心书目数据库审校之我见  
国家图书馆中文名称规范控制工作的现状与前景  含有繁体字的非古籍文献著录之探讨  RDA的核心元
素  广西公共图书馆联合编目发展及对策  编目元数据MODS特性及应用  WebDewey特色浅议  少儿文献
联编中心书目数据质量控制探讨  对港台地区非正式出版文献的编目思考优秀奖  我国联机联合编目系
统现状述要  高校图书馆中文图书套录编目问题探析  提高书目数据质量，促进境外合作编目发展 
NACISIS-CAT概述及其在日文套录编目中的实际应用  中文图书分类法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之对比研
究  对编目工具修订工作的思考——基于台湾“CMARC 2001年版”修订工作的实证分析  浅谈迎评自
检完善馆藏书目数据的方法与路径交流论文  古代小说的编目刍议  报纸编目实际工作分析——以国家
图书馆为例  浅谈台湾地区学位论文的著录特点  数字图书馆进程中的元数据  国家图书馆中文文献编目
自动化历史沿革  图书馆编目员未来发展方向初探  摸清馆藏情况，作好日文图书回溯工作  UNIMARC
的发展及未来趋势  基于国图实践，浅析编目队伍的素质教育  图书馆编目中对读者的人文关怀  论国家
图书馆中文图书采选业务外包工作的质量控制  繁体字文献联合编目初探  新时期编目员需要适应的工
作转变  关于CNMARC格式中汉语拼音著录问题的分析  几类常见中文图书的主题标引探析  书目记录
功能需求（FRBR）的理解和实现的途径及其创造的条件  中文图书MARC格式著录中易忽视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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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计算机联网的目的在于信息资源共享，而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条件是书目信息资源的共享
。
从世界范围来看，编目规则的统一是大势所趋。
无论是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统一版的推出，还是《国际编日原则声明》的正式发布，以及书目
记录的功能要求（FRBR）、规范数据的功能要求（FRAD）、主题规范数据的功能要求（FRSAD）等
重大编目研究成果，都在向我们传递同一个信息：统一才是硬道理。
首先，全国联合编目工作委员会应组织国内几大编目中心的专家学者制定统一的联机编目规则和书目
控制标准，并强制所有的分中心、成员馆严格执行，确保上传原始编目数据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其次，设立由编目专家组成的书目质量控制与监督小组，进一步加强书目数据的规范化管理，同时对
各分中心、成员馆书目数据质量进行监控与评估。
再次，建立统一的中文规范数据库，包括名称规范和主题规范，实现规范文档与书目文档的连接，从
而实现对书目文档的检索控制，以期实现书目功能需求。
只有统一联合编目工作的各项标准，并积极与国际接轨，才能推动联合编目工作向纵深发展，为中文
数据走向世界奠定基础。
　　4.4积极寻求跨行业合作，优化产业链信息流传递效率　　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的不断进步
，出版发行部门在书目网络的建立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
目前地区编目中心运作较好的，均实行“采编合一”、“以书养目”的运作方法。
图书馆界与出版发行部门的跨业合作编目，资源共建共享已经初露端倪。
因此，全国联合编目工作应转变观念，打破行业的藩篱，积极寻求跨行业合作的方式方法，如研究开
发计算机自动抽取电子样书中的相关编目信息，形成标准的MARC记录。
其好处有三：第一，可以通过网络使图书馆、出版社、书商之间信息交流顺畅，避免重复建设、资源
浪费；第二，可以优势互补，形成合力；第三，可以为出版发行部门、书商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出版发行部门、图书馆及其他文献信息服务部门和衷共济，建立整体观念，是事业成功的关键；要克
服本位主义、求全心理所造成的各种内耗，牢固树立起对国家、对民族书目文化事业的责任感，共同
构建一个集出版、销售、采访、编目、流通一体化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和文献信息服务保障平台，为
日后全面实现编目自动化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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