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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的中文化及其应用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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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在中国实施面临的问题*

摘要：《资源描述与检索》（RDA）在中国实施面临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RDA与我

国编目实践的兼容性，版权与国家标准，RDA在世界范围的推广与实施结果，RDA在工作与用户界面的实施

效果，经济及其他因素。西文编目需要率先考虑实施RDA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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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与检索》（RDA）是取代《英美编目条

例（第二版）》（AACR2）的元数据内容标准。RDA以

国际化为目标，因而从编制以来，一直受到国际编目界

的关注。随着2013年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

德国五个编制国的国家图书馆开始全面实施RDA，已

经或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跟进采用RDA。

RDA能否在我国得到实施、可以采用何种方式实

施，是个涉及较广范围的复杂议题。2012年7月，在国

家图书馆主办的“RDA在中国的实施和挑战”研讨会

上，十多位专家围绕RDA在中国实施的主题，从不同角

度论述了这个问题，也让我们有机会对此问题获得了一

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大致上，RDA在中国实施面临或者需要解决的问

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 RDA与我国编目实践的兼容性

编目实践涉及文化习惯与编目传统、政策导向等因

素。政策层面上看，编目规则不同于分类法，基本上不

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采用国际标准有利于书目

及规范数据的国际交流，也符合我国一直以来的政策。

RDA作为一部编目规则（或曰内容标准），基于国

际图联（IFLA）的《国际编目原则声明》（ICP）和“功

能需求”系列模型，在理念与结构上对AACR2及《国

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可以说是一种颠覆。对于在

原则上依据ISBD和AACR2的我国现行编目规则[1]，自

然会有距离感。像英美的广大编目人员一样，需要更新

思维去适应新的模式。

同时，由于在制订与修订我国的编目规则时，在

“内容上尽量采纳国际标准”的前提下，政策上还有

“体现中国文献编目特色”的考虑[1]，因而R DA与我

国编目规则的差异会比与A ACR 2的差异更大，对中

国文献编目的兼容性与适应性有待考察，需要加以细

致的研究。

2 版权与标准

随着中国的发展及与国外文化交往的普遍化，当年

在翻译出版AACR2上曾经困扰我们的版权问题不会

再成为一个重要的障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成功引进

RDA中译印刷版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对于一旦采用

RDA，是否有可能将其作为GB国家标准，由于涉及国

家标准的版权，则需要另外考量。

我国现行的编目国家标准是基于 I S BD系列的

GB3792系列。在2012年3月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文标会）举办的“文献著录ISBD统一版专

家研讨会”上，与会者在认同“RDA成为国际标准的可

能性很大”的前提下，考虑到目前直接采用尚显超前，

而现行标准已因ISBD更新到了统一版而需要修订，因

而决定依据统一版申报新的国家标准[2]。目前新标准已

定名为“信息与文献——资源描述”上报。

实际进行中文文献编目时，并非直接参照国家标

准，而是采用基于国际通行编目标准和国家标准的编

目规则（主要是《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及其他细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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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有多种参考依据，因而实际上并不完全遵照国标。

就ISBD本身来说，也并非ISO系列的国际标准。这

或者可以提示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标准问题——是否

需要资源描述与检索领域的GB国家标准？以AACR2
为例，它一直是很多英语国家的编目标准，但在标准制

度完备的英美，并没有纳入所在国的国家或行业标准

体系（比如美国的ANSI/NISO）。类似情况在我国图书

馆界也不鲜见，如《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和CNMARC
都非GB标准，但并不影响其在国内图书馆的广泛采

用，成为事实上的国家级标准。

3 RDA在世界范围的推广与实施

RDA由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四国编制，

以走出英语国家、成为一部全球化的标准作为目标之

一，因而在内容设计上考虑了国际范围的应用：（1）所

用语言文字、数字、日期与计量单位可由数据创建机构

决定；（2）大量的交替、可选、例外等方式，提供本地

化选择。在正式发布后，又通过持续不断的维护修改，

消除其中遗留的偏向英美的规定。

与此同时，RDA在编制与修订过程中，一直公开征

求并接受包括非编制国机构在内的意见反馈，其开发

联合指导委员会（JSC）也为承诺采用与积极参与修订

的国家敞开了大门，德国国家图书馆成为首个创始编制

国以外的成员[3]。

随着R DA多语种翻译的完成，R DA的联机版

（RDA Toolkit）也将实施多语言界面，并可加入本地

化内容（国家级实施细则），实现RDA正文与国家级实

施细则间的双向链接[4]。

上述举措，为RDA在世界范围的采用打下了基础，

也是它被看作未来国际标准的重要原因。目前最积极的

利用群体在欧洲，欧洲RDA兴趣小组（EURIG）正积

极参与提出修订建议，荷兰与芬兰这两个非编制国已

决定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采用RDA[5]。同时，JSC还

在其他地区进行推广，仅2012年就在中国大陆和台湾、

马来西亚、新西兰及拉美4国举办了讲习班和研讨会[6]。

目前新西兰[7]和马来西亚[8]都宣布在2013年开始实施

RDA。另外，日本国会图书馆[9]、台湾中央图书馆[10]等

也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同步，在2013年3月31日前后，开始

在西文图书编目实施RDA。

4 RDA实施的效果

RDA是不是能够成为一部真正的国际标准而得到

普遍采用，除了在内容、维护机制、发布工具、推广等

方面的努力外，还取决于采用RDA后，能在多大程度上

有助于改善图书馆资源的揭示与发布，即在图书馆自动

化系统的馆员工作界面以及读者使用界面，其呈现的

效果对图书馆及其用户有没有吸引力，也就是实施效

果问题。

RDA采用了基于ICP的多条原则，如通用性、经济

性和表达性，为改善资源揭示的效率提供了可能性。尤

其是“表达性原则”，即通俗所称的“Take what you 
see”（照录所见），在操作层面，为直接采用其他来源

的元数据（包括资源内嵌元数据）铺平了道路。RDA中
列出的众多的术语表，可以实现录入选择而不必逐字

输入，也有助于提高人工编目的效率。

RDA完全建立在FRBR的三组实体及其关系的架

构上，可以实现按第一组实体的作品、内容表达、载体

表现和单件四个等级展示图书馆资源，并全面展示三

组实体间的关系，也为图书馆资源进入新兴的关联数

据及语义网环境提供了很好的框架。

以上所有这些优点，或者说RDA承诺或暗示的前

景，对图书馆界来说，都有赖于所用自动化系统的更

新。在RDA于2010年6月正式发布后，美国进行了为期

一年的国家测试及数据分析，测试报告的结论是RDA
实现或部分实现了以下目标：用于所有类型资源和所

有类型内容；让用户能够根据他们的信息需求，查找、

识别、选择、获取资源；独立于储存和交换数据的媒

介、格式和系统。在对R DA基本认可的同时，报告另

外提出要求在未来一年半到两年间开始取代MARC
格式的工作[11]。目前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基本上围绕

MARC建立，MARC前景不佳，取代MARC的元数据

标准（比如BIBFRAME）尚未确立，阻碍了系统改善

的进程。虽然重要的图书馆集成系统厂商都承诺支持

RDA，但只有VTLS公司实际上在做FRBR化工作，也

宣布了新系统，但只是孤例，至今仍未见图书馆上线

使用。

要使RDA的优势得以发挥，还需要一段不短的时

间，等待元数据标准尘埃落定。在此之前，对RDA持观

望态度的现状较难从根本上改变。

9



http: // www.dlf.net.cn

2013年第7期（总第110期）

RDA的中文化及其应用研究专题

5 经济及其他因素

RDA首先以联机工具形式发布，采用年订购方式，

按并发用户计费（最低价为单用户$195/年）。2010年11
月出版活页印刷版，由于篇幅大，费用也不低（$150）。
对图书馆来说是个不小的经济负担，对于中小图书馆

尤其如此。

费用问题不单在我国存在，在R DA的开发国也

存在。因此JSC决定开发简本，暂名“R DA基础版”

（Essential RDA），基于RDA工具包的“核心元素”和

“基本指引”，除印刷版外，还将有电子书或类似的脱

机电子产品[12]。简本的出版，无疑将减轻小型图书馆在

经济上的压力，有助于推广RDA的应用。如果我国采用

RDA，中文印刷版及未来的简版、电子书版的需求相信

会比联机版更高。

经济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编目人员的培训。无论外

包还是由图书馆自己编目，如果采用新的编目规则，都

需要对从业人员重新培训。不少图书馆可能受经济状

况制约，无法承担培训费用。目前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机

构提供了大量免费的RDA网络培训资料，未来我们也

可以考虑提供网络公开课程，以减少编目培训的经济

压力。

从经济方面考虑，也不全是负面影响。随着2013年
RDA在美、英、加、澳、德等国的实施，大量采用RDA
编目的数据出现，对于目前普遍以套录为主的编目工作

来说，坚持不采用RDA，反而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据统

计，2012年3月初，WorldCat中有337字段的书目记录已

有近20万条[13]。337是为RDA而增加的媒介类型字段，

非必备，由此可见RDA数据的增长势头。这种状况虽

然对中文编目没什么影响，但对西编必然会是很大的冲

击，逼迫着我们跟进采用RDA。

6 结语

上述5个方面的问题中，RDA在世界范围的推广与

实施，以及其在工作与用户界面的实施效果，取决于

RDA本身的进展。如RDA从发布到实施，在编制国费

时近3年。由于存在文本翻译、人员培训等一系列问题，

RDA在世界范围的推广实施必然是一个不短的过程。

2012年年中，RDA中文版得到授权、开始翻译，这

是RDA在中国进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不过此次中

译版的“主要目的是供研究与评估其在中国图书馆的

使用”[14]。换言之，这是一个帮助大家了解与研究RDA
的版本。RDA正文中有很多取值词表（术语清单），其

准确翻译也有待更多的规范化工作。此次中译本对样

例只翻译了说明部分，没有翻译例子本身，也不适合直

接用于中文编目。中文版出版后，应该会首先用于西文

编目。毕竟西文已经并将越来越多地套录到RDA记录，

需要率先考虑实施RDA的问题。

对我们来说，目前要做的是对RDA在我国应用的

适应性进行分析研究，为最终的决策打下基础。未来如

果RDA成为事实上的国际标准，而我们对RDA在我国的

适应性也有了全面准确的认识，就需要文标会、中国图书

馆学会、国家图书馆及大型联合目录（如CALIS）等专业

机构从版权、费用、人员培训等角度综合考量与组织协

调，决定是直接采用还是参照编制新的编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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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around Using RDA in China

Hu Xiaojing, Zhang Qimin, Gao Hong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ere are five issues in using Resource Description & Access (RDA) in China. That is: the compatibility of RDA and cataloging practice in China, 
copyright and national standards, results of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DA worldwide, effect of implementation of RDA in librarian and patron interfaces, and 
economic problems. Western language cataloging will be the first to be considered to use RDA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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