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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建设需要推进元数据战略

曾建勋

元数据是描述数据的数据，尽管元数据概念始于20世纪末，但概念所表达的内涵及所表

现的作用却早已存在。从图书馆来看，传统目录、检索文摘，以及MARC数据都具备元数据特

质，且对物理资源和数字资源的管理和利用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数字资源的快速发展，图书馆占有的印本资源越来越少，远程访问的出版社数字资

源、发现系统搜索资源，以及集成商的数据资源等越来越多；由于MARC基于印本资源进行描

述，没有涵盖和整合数字资源，因此除MARC数据外，图书馆占有的元数据资源也越来越少。

图书馆如何才能拥有数字资源的元数据，实现与图书馆原有以MARC为核心的馆藏元数据融

合，形成统一的馆藏元数据体系，需要规划图书馆元数据战略。

依据管理对象和管理目标的不同，元数据有不同的类别和形态。既有业务元数据、技术

元数据和管理元数据，又有描述元数据、语义元数据和用户元数据，还有版权元数据、保存元

数据和使用元数据等；元数据的管理功能不仅在于识别、描述、定位物理资源，而且在于搜

寻、评估和选择数字资源，更多地在于关联、计算和挖掘其中的知识资源。数字环境所带来的

元数据种类、层级、来源、渠道、形态和格式不一，因而需要图书馆构建统一的元数据体系。

首先，需要将基于MARC的可交换机读目录及馆际间联合目录转换成XML的元数据格

式，打破MARC格式的烦琐性和封闭性，增强关联性，以实现与数字出版、信息搜索等相融合

的跨界互操作；其次，需要在维护实体资源的基础上，强化数字资源的描述元数据、版权元数

据、保存元数据、使用元数据等采集和著录，按照统一标准格式和层次体系实现物理资源与数

字资源的元数据统一管理，以推进资源一站式利用与服务；再次，需要构建统一的元数据集成

整合系统，对不同渠道来源的元数据进行映射集成、整合规范，实现元数据从采集、识别、整

理、组织，到规范、审计、评估、保存和服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对书目元数据、文摘元数

据、语义元数据、渠道来源及其权益元数据等进行分层次地整合处理，提升元数据的整体质

量；最后，需要建立跨越图书馆，横联出版社、数据库商的元数据登记注册与对象资源提供获

取的跨界联盟，革新联合编目方法，构建集多渠道资源提供途径的资源调度知识库，支持用户

情景敏感的资源多途径获取。

构建图书馆新型元数据体系，需要转变资源建设理念，既重视对象资源的订购和管理，

也重视元数据资源的采集和组织；既重视物理资源的编目揭示，也重视数字资源的元数据渠道

管理；既重视资源本身权威性价值评估，也重视资源使用价值分析。需要改变资源建设流程，

在元数据多渠道采集、整合、审计和服务利用过程中，增强物理资源和数字资源的订前需求评

估和订后使用分析，优化资源订购和提供策略，提升资源投入效益。

程焕文先生提出数据库商凭什么如此狼？其根源之一在于图书馆没有构建自身的适应数

字环境的元数据体系。2015年10月，大英图书馆发布2015—2018年馆藏元数据战略，我国图书

馆界也需要融入大数据环境，大力提倡元数据先行战略，主张元数据权益，整合元数据资产，

实现馆藏元数据资源与社会资源关联，吸纳社会元数据资源，推进馆藏元数据的开放服务，以

全面释放图书馆馆藏资源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