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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索机构规范文档的构建方式，可有效解决信息检索、计量评价等活动中机构名称著录混乱、层级

结构模糊的瓶颈问题，为我国机构规范文档建设提供借鉴。通过调研机构规范文档的应用需求以及理论、实践

研究现状，在梳理机构名称及其属性特征、机构实体关联关系的基础上，构建机构规范文档元数据框架，设计

机构规范文档构建流程。结果表明，机构规范文档的构建流程包括机构数据获取及规范化处理、文档记录的

审核以及面向不同需求的应用设置。同时，应从机构规范文档的场景需求分析、智能构建方式、协同共建机制和

共享应用能力四个方面共同推进机构规范文档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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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泛指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公司企业、科研院

所和政府机关等实体对象，该类对象数量庞大、层级

关系复杂，且名称变化形式多异、衍化多样。新兴机构

的出现，传统机构的淘汰、更名、重组与合并，名称拼

写形式的不规范，缩/简写名称、惯用名称与首选名称

交错使用等诸多现象导致相关或相似机构名称大量存

在，给编目著录、信息检索等活动造成严重困扰，继而

影响检索效率以及统计分析、计量评价的可信度。因

此，有必要引入规范文档（Authority File）对机构名称

进行关联化、系统化研究。其中，规范文档的概念在文

献编目领域由来已久，是指借助编目参照方法集中所选

用标目与未选用名称的记录文档，其作用是实行规范

控制来确保标目的唯一性和稳定性[1-2]。薛明则进一步

指出，规范文档是把正式采用的标目形式与个人或者团

体责任者、题名、主题等其他未被采用的名称形式，通

过参照方法集中起来所做的全面记录和说明[3]。陈金

星等基于规范文档提出名称规范方法，即通过建立字

典式的数据表对不同形式责任者的名称标识进行穷举

式列举[4]。由此，大数据环境下的机构规范文档可理解

为涉及机构名称的规范化描述、识别、聚类、应用等多

方面的综合性记录文档，其构建方式是指在数字信息

规范控制过程中，通过收集、识别、匹配与归一机构记

录，将同一机构所有名称形式以及其他属性信息有序集

中，并赋予选用机构标目唯一标识号，以达到梳理机构

层级关系、组织结构及其属性特征之目的。

1 国内外机构规范文档的建设实践与理
论研究

1.1 国外方面

规范文档的思想最早出现于1876年美国著名图书

馆学家卡特编制的《印刷本字典式目录条例》，1978年
《英美编目规则》（第二版）则明确说明建立规范档的

详细规则，引发编目界重视[5]。而规范文档的建设首创

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也称为规范表，专指规范记录的有

序集合[6]。2001年欧洲十余家文化机构参与开启“国际

规范资料库合作建制计划”（Linking and Exploring 

规范文档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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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 Files，简称LEAF）[7]，其目的为通过收集名

称规范文档的分布式搜索系统，创建同一个体或团体

不同名称形式相互关联的数据结构，以实现基于互联

网的网络链接与检索共享[8]。200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

德国国家图书馆和OCLC共同提出的构建虚拟国际规范

文档项目（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简称

VIAF）则是解决机构名称规范问题的有益尝试：VIAF
通过统一处理各机构提供的原始数据生成规范记录，并

为之分配唯一标识符，且提供维护规范文档的合作机

构链接地址，大大降低图书馆界的维护成本 [9]。截至

2014年7月，VIAF创建的规范数据已包含5百多万条团

体记录[10]。

在标准化制定方面，2008年美国国家信息标准组

织（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简
称NISO）成立机构标识符工作组（NISO I2），负责创

建一套泛在数字信息需求下稳定、可扩展并能实现互

操作的机构标识标准。与此同时，国际标准化组织研究

并制订国际标准名称标识符（International Standard 
Name Identifier，简称ISNI），即ISO27729:2012。经过

多方评估与协商，最终于2013年推荐采用ISNI作为机

构唯一标识标准。2012年，Ringgold成为ISNI的首个

注册机构，并将其应用于Ringgold标识数据库，经过全

面归一处理机构数据，该数据库已构建完成机构的详

尽数据列表与清晰的层次结构[11]。

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的机构规范文档之间已

实现一定程度的关联应用，如VIAF引入ISNI记录，

ORCID通过Ringgold标识数据库获得ISNI机构标识

符、Ringgold机构标识符、机构规范名等，汤森路透与

Ringgold的机构规范数据进行无缝链接等[12]。

此外，不少学者就大数据环境下机构规范文档构

建的理论研究层面提出许多可行方案，主要涉及机构

名称的规范化描述、识别、聚类、应用环境等内容。例

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学者Kimura在2013年通过比较

中日韩三国对中国机构名称的描述差异，创建了跨语言

形式的多重检索[13]；Jiang等人采用基于归一化压缩距

离（Normalized Compression Distance）的机构名称聚

类方法，实现同一机构多种名称的高效集成[14]；美国宾

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Yoojin Hong等人通过建立人物规

范文档赋予每个作者唯一ID号，当作者所在的机构名

称发生变动时，将当前名称作为规范名，旧名作为属性

字段予以保存，并在相应作者名称标识之间建立参照，

实现人物区分和机构延续功能[15]。

1.2 国内方面

21世纪初，我国信息服务机构已逐步认识到规范工

作的重要性。国家图书馆、CALIS联机合作编目中心、

香港地区以及北京地区的高校图书馆都纷纷加入机构

规范文档建设中，如名称规范库构建、规范规则探索、

规范系统研究等[16]。此外，国家图书馆、台湾汉学研究

中心、CALIS与香港地区大学图书馆协作咨询委员会

联合创建中文名称规范联合数据库检索系统，涉及个

人名称、团体名称、会议名称、丛编题名的规范记录。中

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通过计算机辅助和人工

审核来实现医学领域机构著录的形式规范、消歧与关

系规范，其建立的机构规范库包括规范机构名81676
个、别名314192个，涉及医疗机构、高等院校、国家/省
部级/中科院重点实验室等。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着力加强基于引文的知识链接数据库建设，其中的机

构名称库涵盖机构规范名称与非规范名称对照、机构

基本属性、机构上下级隶属关系、机构中英文名称对照

以及机构名称变迁等五类数据[17]。万方数据公司则完

成收录20多万家企业机构、科研机构、信息机构和教育

机构的基本信息，包括机构类型、曾用名、负责人、成立

时间、简介、通信地址等，借此整合学术论文、科技成

果、专利、标准等机构科研产出。

同时，各种机构名录数据库对机构信息进行不同

程度的描述，如全国组织机构代码信息数据库是依托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国家标准，向我国境

内依法注册、登记的机构依次分配九位组织机构代码

号，形成包含地址、电话、邮编、经济行业、经营范围等

信息的机构规范文档；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

会除描述机构名称、电话、地址、网址等内容外，还对

其分支机构进行关联；伊梅资源有限公司整理的机构

名录数据包括负责人、电话、网址等机构联系方式，以

及产品服务、行业类型、市场规模等信息。

此外，国内机构规范文档的理论研究也取得阶段性

成果。在机构名称的数据描述方面，张建聪等通过复用

DC元数据集以及自定义核心元素等对机构要素加以定

义，并利用RDF/XML构建面向知识导航的机构元数据

互操作模型[18]；在机构名称识别与聚类方面，沈嘉懿等

人在对中文组织机构全/简称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一种基于规则识别中文组织机构全称和简称的方

法，并应用于中文关系的抽取系统[19]，胡万亭等人提出

了一种基于词频统计的组织机构名识别方法[20]，孙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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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等借鉴现有基于频繁词集的文本聚类初始中心确定

方法，基于K-means提出一种面向大规模机构名称规范

处理应用的机构聚类方法，并构建机构规范名-别名映

射表辅助构建工具[21]；在机构名称应用环境方面，曾建

勋等以学术论文为例，探讨面向知识评价的规范文档

建设，对比分析知识评价和资源组织中的规范文档建

构差异，提出知识评价中的机构规范文档需要保留机

构的标准名称及其层级关系[22]。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在中文机构名称规范化建设

方面已有一定基础，但相较于国际机构规范文档开放

共享工作的有序开展，我国还处于机构规范数据的基

本属性描述和多源集成的起步阶段，尚未实现机构名

称的自动监测、关联更新与规范管理，缺少机构规范文

档的系统性研究，亟待开展机构规范文档的可持续建

设与研究工作。因此，本研究以学术论文发文作者所在

机构为研究对象，探索机构规范文档的构建方法以及

推进策略，为解决机构名称著录混乱、关联层级模糊等

问题寻求自动化、流程化、规范化的解决路径。

2 机构规范文档构建的方法研究

通过研究大数据环境下科研机构实体的命名规

则、演化规律、属性特征及实体间的关联关系，设计机

构规范文档元数据框架，并将之应用于学术论文数据

库建设，提出合理的机构规范文档构建流程。

2.1 机构名称及其属性

（1）机构命名规则

与普通名词相比，机构名称隶属于专有名称，主要

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名称结构较为灵活，长度不固

定；二是名称结构比较紧凑，不带从句和“的”等助词。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它是一种偏正式复合名词，由一个

或者一个以上的定语加上表示机构称呼的中心语组

成。其中，定语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主要包括

国名、地域名、方位词、人名、序数或基数词、专造词等

表示地理位置、级别的外部特征信息，后一部分与机构

的活动内容相关，表达机构的所属行业、涉及学科、服

务产品和创办方式等，中心语则表明机构的性质或类

别信息，如学校、企业、医疗机构等[23]。

（2）机构名称演化规律

机构名称的演化与机构变革的关联程度较大，一

是机构自身体制、层次的根本性变化或者利益驱使导

致的机构更名，二是机构合并、兼并、拆分重组等涉及

多个机构的名称变异。以近年来高校名称的演化规律

为例，一是中心语从“学校”到“学院”再到“大学”的

升级转型，二是地域特征由“小”变“大”，如由“省”

到“华中”再到“中国”，三是过时、过度专指的词汇向

流行、综合性词汇过渡，如去除“农业”、“纺织”、“冶

金”等专业词汇，增添“科技”、“工程”等当下的流行

词汇。

（3）机构属性特征

不同类型的机构所具有的属性存在差异性，针对

不同需求任务对机构属性研究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

一般可以从机构类型、地域、行业、学科、水平、层级、

产出等方面对机构属性进行研究。其中，机构类型可依

据机构功能或性质，将其分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公

司企业、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机构五大类[24]。针对机

构地域、行业、学科等属性进行分析时，可借助国家地

区代码、经济行业代码以及学科分类表等信息组织工

具，保障数据规范性与灵活性。此外，水平属性是指机

构按同一标准进行资质考核评定的等级或水平。层级属

性是指某一机构在所涉及的纵向机构体系中的位置或

者层次说明，如一级机构、二级机构、部属机构、省属

机构等。

2.2 机构实体关联关系

在社会网络活动中，任一机构实体都不是独立个

体，必然与其他机构实体存在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

通过对机构实体的多种属性揭示、标识和规范，可形成

语境化的机构实体多维网络，有助于提高检索系统中

应用机构名称的查全率与查准率，提升统计分析与评

价的可信度，有助于系统梳理机构实体之间的层级关

系，辅助机构分级及快速锁定目标机构。机构实体关

联关系具体分为机构内部关联和机构外部关联，前者

是指某一机构实体自身产生的关联关系，包括单一机

构实体各个名称之间的关联关系和机构整体与其内

在各部门的上下级关系，如用代关联、参照关联、属分

关联等；后者是指多个机构实体通过某种共性或者活

动而产生的关联关系，如地域关联、行业关联、学科关

联、合作关联、产出关联、隶属关联、附属关联等。需要

说明的是，属分关联、隶属关联和附属关联三者之间的

区别界定是以该机构是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为基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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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整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与其不具备独立法人资

格的下属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属分关联，与其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下属机构之间的关系定义为附属关

联，与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上级管理机构之间的关

系定义为隶属关联。

2.3 机构规范文档元数据框架

为满足不同情境下用户的使用需求，需遵循一体

性、互操作性、可扩展性等原则，在复用都柏林核心元

数据元素及其扩展版DCMI元素的基础上，设计基于

唯一标识符的机构规范文档元数据框架。机构规范文

档描述性元数据元素主要包括机构标识符、规范名称、

交替名称、曾用名、机构类型、地域、简介、主题等。其

中，机构标识符（dc:identif ier）是指系统自动分配的

机构唯一标识字符串，具有永久标识和持久链接的特

性；规范名称（dc:title）是指机构实体多个名称中的首

选名称，可直接应用全国组织机构管理中心的注册登

记名称；交替名称（dcterms:alternative）是与规范名

称共同指代同一机构实体的其他名称形式，包括译名、

别名、简称、俗称等；主题元素（dc:subject）可从行业

（Industry）、学科（Subject catalog）等方面进行扩展

自定义，并依据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

代码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限定元素值域。

图1 机构规范文档元数据框架示例

除描述性元数据外，还需定义管理型元数据，如声明

机构名称经过规范化处理的日期、方式、责任人等，并

可从创建日期（dcterms:created）、变更日期（dcterms:
modified）两方面扩展日期（dc:date）元素。

此外，在描述机构实体关联关系（dc:relat ion）
时，规范名称与交替名称之间的关系称为用代关联

（use）、与曾用名之间的关系称为参照关联（dcterms:
references），属分关联包括包含（dcterms:hasPart）与被

包含（dcterms:isPartof）两种关系，机构实体与其前身机

构、后继机构可通过替代关联（dcterms:replaces）、被替

代（dcterms:isReplaceby）关联表示。机构规范文档元数

据的具体元素及其关联关系如图1所示。

2.4 机构规范文档构建流程设计

以海量学术论文数据库为研究对象，基于机构规

范文档元数据框架，设计一套富有实践性、扩展性、智

能性的机构规范文档构建流程。目标一是半自动识别、

匹配不同来源的机构名称及其属性数据，并阶段性更

新维护其变更状态、对其关联关系进行揭示与管理控

制；目标二是面向大众提供机构注册与机构信息校正

服务，形成机构规范文档的开放式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机制。

具体而言，机构规范文档的构建流程主要包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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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机构规范文档构建流程

构数据的获取、处理、审核与应用四个环节，如图2所
示。首先，机构数据的获取与处理，是以学术论文数据

库中的“作者单位”数据为基础，依次切分、提取、分类

机构数据，并对机构名称进行识别、消歧、匹配以及机

构属性的标注，规范处理后能够有效揭示机构的关联

关系，从而构建机构树及机构规范文档。同时，通过集

成全国组织机构代码信息数据库、机构名录数据库等

其他机构数据来源，利用用户注册与登记方式，可提升

机构规范文档的内容丰富度和用户参与度。此外，联合

应用国际较为通用的机构唯一标识符系统，为机构规

范文档中的机构规范名称赋予数字资源标识码，更便

于与其它系统的互操作。其次，机构规范文档的数据审

核是保障相关服务产品推广应用的前提，应成立机构

规范记录审核团队负责评估机构数据来源、校正人工

审核记录以及处理用户注册记录等。最后，面向不同用

户群体的特定需求，形成专业程度高、安全性能强、可

迁移的机构规范数据集应用服务产品，以提高用户规

模和用户粘性。

3 机构规范文档构建的推进策略

3.1 加强机构规范文档的场景需求分析

海量信息环境下，机构规范文档构建是以多元异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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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数据仓储为基础，应根据用户使用需求定制目

标数据并优化服务内容，以保障机构规范文档的高效

应用。因此，机构名称规范控制需细化机构规范文档

的使用场景，如信息检索、计量评价、团队发现、趋势

分析等，并针对不同使用场景的功能与目标，分析其对

机构名称规范控制的需求情况，包括数据来源选择、元

数据元素定义、运行实施方案制定、产品服务形态设计

等。例如，计量评价与团队发现对机构规范文档元数据

的需求便存在差异性，前者更为强调机构名称描述的

全面性、准确性及其结果的归一化，力求高效辨别相似

性较强的机构实体名称、保障集成同一机构实体的所

有有效记录；后者相对侧重机构实体属性的多维度描

述，用户可基于自身状况和实际需求的评估结果，根据

机构所在地域、所属学科、行业背景、科研产出等重点

特征，寻找匹配度较高的目标合作团队。

3.2 完善机构规范文档的智能构建方式

目前，人工审核是机构规范文档构建的必要路径，

需与自动算法相结合完成机构实体名称识别与消岐、机

构属性标注、社会公众登记等关键环节，以符合机构

规范文档的质量标准。但是，爆炸式增长的大数据环

境要求机构规范文档建设应以提供智能解决方案为目

标，以保证机构规范文档数据质量为前提条件，通过改

进机构规范文档的自动化构建技术，尽可能控制人工

成本。例如，不断优化机构数据识别、消歧、匹配等规

则与算法，以提升高相似度的机构名称并发检索和实

时数据分析的性能要求；定向监测权威网站的机构数

据，识别并调用、集成新增的机构名称及关联信息，以

补充或更新规范文档资源；添加机构规范数据自动抽

查程序，定期生成机构数据录入、处理等记录报告，以

检测一段时间内数据异常现象。

3.3 强化机构规范文档的协同共建机制

机构规范文档协同共建机制是指在统一制度约束

下，采取分布式机构信息资源构建方式，充分发挥各方

主体优势和协作能力，以保证信息资源内容的多样性、

完整性和一致性。首先，在追踪国际机构名称规范化研

究、实践工作以及相关标准制定的基础上，联合图书、

情报、档案、出版等领域专家，提出适用于我国机构规

范文档建设的元数据标准，以此推动规范文档的有效

产生、管理和应用。其次，明晰共建主体的职责范围和

参照规则，统一共建主体的机构名称处理能力，包括制

定机构规范数据集的流程化数据集成方法、标准化数

据维护与更新原则等。再次，大力提升包括社会公众、

研究人员、相关机构在内的参与意识和鼓励措施，使其

积极融入到机构规范文档的构建流程，如机构原始数

据的提供、机构规范文档数据的校正与完善等。

3.4 提升机构规范文档的共享应用能力

机构规范文档的构建目标之一，即提升机构规范文

档的资源共享与服务应用能力，拓展服务对象和服务范

围，为不同用户群体提供高质量机构规范数据集的信

息组织服务。这就要求，一是提升面向用户的机构规范

文档系统服务功能，根据用户需求提供分层次的服务

内容，如机构实体信息简单查询服务、机构实体信息延

伸性认证服务、特定主题的机构信息专项咨询服务等，

二是开发支持系统嵌入的机构规范文档对外接口，如

面向社会公众的机构数据注册与校正、面向图书馆、出

版商等信息服务主体的关联数据迁移与交换、面向创

新主体的机构团体发现与认证等。此外，随着我国机构

规范文档构建体系的稳定发展，应努力与国际通用、认

可的机构唯一编码等数字对象标识系统相融合，以扩

大机构规范文档的共享应用范围。

4 结语

机构规范文档是解决机构名称著录混乱、层级关

系结构模糊的可行方法，并已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有效

验证。我国应积极借鉴国际先进成果开展机构规范文

档的研究和实践，以填补现代信息资源建设过程中的不

足，提升机构信息服务质量。机构规范文档构建是一个

长期持续更新、维护与优化的过程，需要机构实体、研

究人员、社会公众等各方在内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

才能保障机构规范文档的统一建设、稳定运行和实践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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