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张世怡,硕士,馆员,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建设、图书编目、信息资源评价。
收稿日期:2025-03-12　 　 　 　 责任编辑:谢伟祯

【资源·共享】

国外图书馆 BIBFRAME 格式转换对我国编目工作的影响和思考

●张世怡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天津,300387

[摘　 要]美国国会图书馆宣布 2025 年起全面实施 BIBFRAME 编目,规范编目馆员使用 BIBFRAME 编辑器开

展编目工作,这必将给国际编目体系带来新的变化。 由于国内图书馆的大部分外文编目工作采用套录美国

国会图书馆数据的方式展开,其数据著录格式的变化也必将对我国编目工作产生不容小视的影响。 鉴于此,
文章通过对 BIBFRAME 的发展历程、国内外图书馆 BIBFRAME 格式转化研究现状以及格式转换的难点进行

论述,在总结国外 BIBFRAME 格式转换经验的基础上展开思考,最终形成对我国图书馆领域应对 BIBFRAME
格式转换的一系列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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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书目数据是图书馆最具价值和最为核心的数据

资源。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使用机器可读目录

(Machine-Readable
 

Cataloging, MARC) 数据开展的

图书资源著录方式难以较好满足资源共建共享的时

代目标,MARC 的局限性和封闭性使书目资源变成

了与外部信息相隔离的孤岛[1] 。 针对这些问题,美
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LC)在 2011 年提

出了使用书目框架 ( Bibliographic
 

Framework, BIB-
FRAME)代替 MARC 的设想,以此实现书目数据的

关联与共享[2] 。
国际编目体系的转型以国际图联图书馆参考模

型(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Library
 

Reference
 

Model,IFLA-LRM)概念

模型、新版资源描述与检索 ( 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RDA)内容规则和 BIBFRAME 书目格式

为代表[3] 。 2024 年 4 月,LC 发布消息,准备于 2025
年春季实施 BIBFRAME 编目;2024 年下半年,LC 部

分编目馆员开始直接使用 BIBFRAME 编目,然后转

换为 MARC 格式数据以供使用;2025 年 3 月,LC 实

施 FOLIO 和 BIBFRAME,这意味着届时所有出自 LC
的 MARC 数据都将由 BIBFRAME 转换生成[4] 。 当

前,国内大量外文文献资源的编目工作采用套录 LC
数据的方式展开, 随着 MARC 逐步过渡为 BIB-

FRAME 格式,我国编目领域必然也会因数据格式变

化而受到影响。 因此,及时了解和跟踪国际编目行

业的发展动态,以及时刻关注相关变化并制定应对

策略,是当下我国编目馆员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1　 BIBFRAME 的发展历程

LC 发起的 BIBFRAME 是以资源描述框架( Re-
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RDF) 为基础,为关联

数据而设计产生的,它为未来的书目描述奠定了基

础。 2012 年,BIBFRAME 模型草案正式发布,提出

作品、实例、规范和注释 4 个核心类。 2015 年,LC
明确将取消规范类和注释类,增加单件核心类[5] ,
由此构建的“作品—实例—单件”3 层模型与 RDA、
IFLA-LRM 更兼容。 2021 年,BIBFRAME 模型新增

“Hub”核心类[3] ,形成“Hub—作品—实例—单件”4
层模型。 2024 年,LC 网络开发与 MARC 标准办公

室主任 Sally
 

McCallum 于 BIBFRAME 邮件组发布信

息,推出 BIBFRAME 词表 2. 4 及 BIBFRAME-MARC
双向转换 2. 7 版本

 [6] ,更新的词表用于将 MARC 字

段转换为 BIBFRAME 格式。 BIBFRAME 模型体系

先后经历了 BIBFRAME
 

1. 0 和 BIBFRAME
 

2. 0 两个

版本。 2024 年,BIBFRAME 论坛更新信息的重点发

生了转变,从互操作性和数据整理变为强调 BIB-
FRAME 在社区集成环境中的关键作用。 LC 的工作

人员也分享了如何在音译工具 ScriptShifter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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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改进数据,以及通过 ScriptShifter 和 Marva 编辑器

的配合使用来应对实践问题[7] 。
目前,BIBFRAME 官网显示有 17 个机构登记实

施 BIBFRAME
 

2. 0[8] ,BIBFRAME 也被许多欧洲国

家图书馆接受并推广使用[9] 。 由此可见, BIB-
FRAME 的发展和应用日趋成熟,并被众多机构所认

可。 熟悉 BIBFRAME 的发展历程(见表 1) 并掌握

其使用方法是编目行业面临的新挑战和新任务。
表 1　 BIBFRAME 的发展历程

年份 事件 词表 编辑器 转换模式

2011 BIBFRAME 先导计划

2012 BIBFRAME 模型 1. 0 发布

2014 正式发布 BIBFRAME 词表 1. 0 BIBFRAME 词表 1. 0
2015 试点项目(阶段 1)

 

BIBFRAME 词表 1. 0 BFE 编辑器

2016 BIBFRAME 模型 2. 0 发布 BIBFRAME 词表 2. 0 BFE 编辑器

2017 试点项目 2 BIBFRAME 词表 2. 0 BFE 编辑器

2018 支持 MARC 向 BIBFRAME 转换 BIBFRAME 词表 2. 0 BFE 编辑器 MARC-BIBFRAME 转换

2019 试点项目扩展 BIBFRAME 词表 2. 0 BFE 编辑器

2020 支持 BIBFRAME 向 MARC 转换 BIBFRAME 词表 2. 0 BFE 编辑器 BIBFRAME-MARC 转换

2021
BIBFRAME 新增“ Hub” 核心类、
BIBFRAME

 

100
BIBFRAME 词表 2. 1 Marva 编辑器

2022 发布 BIBFRAME 词表 2. 2 BIBFRAME 词表 2. 2 Marva 编辑器

2023 发布 BIBFRAME 词表 2. 3 BIBFRAME 词表 2. 3 Marva 编辑器

2024
发布 BIBFRAME 词表 2. 4,支持

BIBFRAME 与 MARC 双向转换
BIBFRAME 词表 2. 4 Marva 编辑器 BIBFRAME-MARC 双向转换 2. 7

自 BIBFRAME 出现以来,以 LC 为首的各机构

积极对其展开实践与研究,内容聚焦 BIBFRAME 模

型、词汇以及与 MARC 数据相互转换工具的开发。
MARC 记录是由标志块、编码信息块等构成的平面

层次结构,每个功能块融合了作品、实例或单件的属

性和关系。 映射表在编制初期就要确定 MARC 字

段与 BIBFRAME 核心层的对应关系[10] 。 MARC 向

BIBFRAME 转换的策略如图 1 所示[11] 。

图 1　 MARC 向 BIBFRAME 转换的策略

文章综合技术实践、区域合作及核心机构项目

实施情况,按照时间线展开梳理。 结果发现,国外

BIBFRAME 项目的实施大致分为 3 个阶段,即早期

探索与基础建设阶段、区域合作与技术深化阶段、规
模化实施与生态扩展阶段。

(1) 早期探索与基础建设阶段 ( 2012—2017
年)。 LC 率先与 Zepheira 公司合作,

 

2012—2014
年,Zepheira 公司受 LC 委托开发 BIBFRAME 模型,
包括词表、纲要模型及用户案例文件。 其部分成果

在官网公开,以展示模块化分层词表管理方法,并探

索 BIBFRAME 的灵活性。 2015 年, LC 启动 BIB-
FRAME 编目试验,开启从 MARC 向关联数据的转

型进程[12] 。 同期,Zepheira 公司推出 Libhub 项目,
旨在借助 BIBFRAME 提升图书馆数据在互联网的

可见性。 2017 年,首届欧洲 BIBFRAME 研讨会在瑞

士举行,会议聚焦 BIBFRAME 的本地化应用与挑

战,标志着欧洲图书馆界对关联数据的系统性关注。
(2) 区域合作与技术深化阶段 ( 2021—2023

年)。
 

2021 年,LC 启动 3 年迁移计划,目标是 2024
年实现直接以 BIBFRAME 格式进行编目;2025 年整

合 FOLIO 系统;2026 年全面适配 RDA 规则。 2023
年,LC 发布“现代 MARC”过渡方案,旨在逐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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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编码结构,并采用 BCP
 

47( Best
 

Current
 

Practice
 

47)标准处理非拉丁字符数据。 与此同时,开源工

具与平台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如英国利兹大

学将 Sinopia 编辑器用于珍稀图书编目,支持从 Al-
ma 系统导入数据至 Primo 检索平台[13] ,使用联机

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ny
 

Center,
OCLC)的 Meridian 工具对大规模处理 BIBFRAME
数据进行测试,并对其质量进行评估,进而推动

WorldCat 本体与 BIBFRAME 兼容。
(3) 规模化实施与生态扩展阶段( 2024 年至

今)。 2024 年 8 月,LC 的 15 名编目馆员开始直接

以 BIBFRAME 格式输入记录,这标志着 LC 从理论

验证阶段转向实际应用阶段[4] 。 欧洲 BIBFRAME

研讨会也聚焦互操作性,制定 SHACL( Shapes
 

Con-
straint

 

Language)验证标准,推动跨系统数据兼容。
Flanders 中央编目测试了 Libris

 

XL、Marva、Sinopia
三种开源系统,计划选择其中 1 种作为区域标准工

具
 [4] 。 OCLC 推出 Meridian 工具,支持 BIBFRAME

数据的大规模导出与质量控制,并开发面向开发者

的编辑器。 另外,由美国高校图书馆联盟主导的蓝

色核心计划,旨在探索去中心化编目模式,减少对

MARC 套录的依赖。
根据进一步的文献调研和梳理,笔者对国外相

关机构 BIBFRAME 项目的实施现状与计划进行了

统计(见表 2) [8] 。

表 2　 BIBFRAME 项目的实施现状与计划

机构 项目进展情况

美国国会图书馆
2021 年启动全面迁移计划;2024 年 8 月进入关键阶段,即 LC 的 15 名编目馆员开始直接以 BIB-
FRAME 格式输入记录;2025 年完成与 FOLIO 系统的整合;2026 年全面适配 RDA 规则

芬兰国家图书馆
基于 BIBFRAME 模型开发关联数据项目,深度整合 RDA 规则,优先采用 RDA 属性,以补充 BIB-
FRAME 的不足

法国国家图书馆
通过 BIBFRAME 向通用机器可读目录格式( Universal

 

Machine-Readable
 

Cataloguing
 

Format,UNIMA-
RC)转换的工具维持法语区的数据交换,探索关联数据与传统编目流程的并行运行

瑞典国家图书馆
2023 年重点完善书目数据的“作品”层级;2024 年进一步规范 2

 

000 余种资源类型(如体裁、形式),
增强语义描述的精确性

韩国公州国立大学

图书馆

自 2023 年起,研究韩国机读目录( KORMARC)与 BIBFRAME 的映射规则,解决韩语编目数据的语

义对齐问题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构建基于 BIBFRAME 的知识图谱系统,结合标准化的结构化数据标记方案优化搜索引擎可见性,同
时保留传统 MARC 编目流程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合作技术服务项目(如 BIBRAME 词汇和工具的开发)

匈牙利国家博物馆 馆内全部在线目录 BIBFRAME 格式发布项目

科罗拉多学院
科罗拉多研究图书馆联盟

 

BIBCAT 试点项目(从联盟目录中随机抽取 16 万条 MARC 记录进行语义

化转换,将传统 MARC 格式的书目记录转换为基于 BIBFRAME
 

2. 0 的关联数据模型)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主导的“关联数据生产”(Linked

 

Data
 

for
 

Production,
 

LD4P)是图书馆领域关联数

据实践的核心推动项目,通过多阶段迭代逐步实现从传统编目到语义化数据生态的转型

2　 国内外相关研究

2. 1　 国外相关研究

BIBFRAME 作为图书馆领域极具前景的元数据

标准,旨在替代传统的 MARC 格式,以更好地契合

当下语义网环境与数字信息资源管理需求。 LC 于

2011 年开始着手研发 BIBFRAME,期望打破图书馆

数据与外部信息世界的隔阂,使图书馆的丰富资源

更便捷地融入全球数据网络,提升图书馆信息资源

的可见性、可发现性与可用性,增强图书馆在数字时

代的社会价值与影响力[14] 。 国外学者开展的研究

调查证实,基于关联数据的项目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BIBFRAME 等关联数据模型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呈

上升趋势[15] 。
BIBFRAME 的发展与演进体现了图书馆界在提

升信息组织、检索及共享效能方面的持续探索,受到

了国外众多图书馆学专家、研究机构与从业者的广

泛关 注。 众 多 学 者 深 入 分 析 了 BIBFRAME 与

MARC 在数据模型、编目流程、数据质量、系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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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差异及各自的优劣势。 研究指出, BIB-
FRAME 在语义表达能力、互操作性以及数字环境适

应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在语义

网时代的检索及信息发现需求。 在此背景下,如何

实现 MARC 向 BIBFRAME
 

的平稳过渡以及两者的

协同共存,成了图书馆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

些研究机构与图书馆开展了大规模的数据转换实

验,探索有效的 MARC 数据向 BIBFRAME 格式转换

的策略与方法,旨在保护图书馆的既有数据资产并

充分发挥 BIBFRAME 的优势。 另外,有学者致力于

研究如何将 BIBFRAME 模型融入图书馆集成系统

(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ILS)与发现服务系统,从
而实现从编目数据生产、存储管理到检索展示的全

流程 BIBFRAME 应用[16] 。
在语义网技术体系下,BIBFRAME 作为图书馆

数据的核心模型,与其他语义网技术的融合应用已

成为研究热点。 相关学者积极构建基于 BIBFRAME
的图书馆本体,进一步细化与拓展 BIBFRAME 模型

中各类实体的语义与关联关系,以实现更精准的知

识表达与推理。 此外,BIBFRAME 数据与地理信息

系统、社会网络分析等领域的语义网技术相结合,催
生了多种创新性的图书馆应用场景,如基于地理位

置的文献资源展示、学术社交网络分析等,这不仅拓

宽了图书馆服务的边界,还丰富了其内涵[16-17] 。
数据质量是 BIBFRAME 成功应用的关键因素

之一。 国外学者从数据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时
效性等多个维度对 BIBFRAME 数据质量展开了深

入研究。 学者通过分析 BIBFRAME 数据在生成、转
换、传输和共享过程中的质量风险点,提出了相应的

质量控制策略与方法,如制定严格的数据输入规范、
建立数据质量监控机制、运用数据清洗与修复工具

等。 同时,有研究聚焦 BIBFRAME 数据质量评估指

标体系的构建,旨在为图书馆合理选择与采购 BIB-
FRAME 数据、优化数据管理流程提供科学依据,确
保 BIBFRAME 数据在各种应用场景中能够发挥其

应有的价值与作用[18] 。
国外对 BIBFRAME 的研究与实践不断深入发

展,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为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与

服务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BIBFRAME 在语

义表达、互操作性、灵活性等方面展示出显著优势,
其有望成为未来图书馆领域主导的元数据标准之

一,引领图书馆实现智慧化发展。
2. 2　 国内相关研究

中文书目数据的关联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

中国机读目录( CNMARC)与词表之间的映射与转

换。 目前 CNMARC 尚无可直接使用的转换范式,大
多数学者针对 CNMARC 与 BIBFRAME 的转换映射

研究建立在理论层面, 如探索 CNMARC 与 BIB-
FRAME 之间建立映射关系的方式[19] ;借鉴 MARC

 

21 与 RDF 的转换规则构建从 CNMARC 到 RDF 的

映射[20] ;探索中文 BIBFRMAE 词表的研究范式[21] ;
借鉴其他映射方法, 构建 CNMARC 字段与 BIB-
FRAME 词表的映射

 [22]等。 专注于实践层面的学者

指出,CNMARC 的字段与 BIBFRAME
 

2. 0 词汇的映

射中会出现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和无映射关系的

情况
 [20] 。 无映射关系指元数据术语在目标元数据

中无法找到对应的元素,两者的语义不存在任何重

合的情况。 在国内,现阶段映射表已完成 CNMARC
普通图书类字段的映射,但其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当

前的 BIBFRAME 词表与转换工具在丛编的处理上

存在不协调的问题[23] 。 通过文献调研发现,上海图

书馆是国内首个应用 BIBFRAME 开展实践工作的

图书馆,其馆内开发的家谱本体和古籍本体都是对

BIBFRAME 的成功探索[24] 。 上海图书馆通过将家

谱元数据映射到 BIBFRAME 类和属性,实现了家谱

文献的关联数据构建。 此外,其开发的古籍本体也

实现了 BIBFRAME
 

37 个类和 160 个属性的转换。
一个完整且规范的映射不仅有语义映射,也需要有

元数据转换说明。 元数据转换说明是对内容适当修

正做出的规定,即对遵从原始元数据格式的元素值

进行修正[25] ,以满足目标元数据的内容结构要求,
这在实践中表现为映射取值规则等。 然而,国内对

BIBFRAME 的探索仅仅从 MARC 向 BIBFRAME 单

向转换的角度出发,目前尚无基于 BIBFRAME 向

MARC 转换角度,对我国自主开发的
 

BIBFRAME 编

辑器进行的相关研究。 因此,了解当下 BIBFRAME
编辑器及其使用规则是进一步探索我国 MARC 和

BIBFRAME 双向转换的必要环节。
3　 BIBFRAME 格式转换难点

MARC 与 BIBFRAME 之间的相互转换是图书

馆数据模型现代化面临的重要挑战。 两者在设计理

念、结构和语义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导致转换过程中

存在诸多难点。
3. 1　 MARC 到 BIBFRAME 的转换难点

首先,MARC 到 BIBFRAME 的转换存在结构差

异问题。 MARC 是线性的,字段固定;而 BIBFRAME
是图结构,实体和关系更灵活。 MARC 数据中的

245 字段对应 BIBFRAME 的主标题,但不同子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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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要拆分到 BIBFRAME 不同的属性中,如 $ a、
$ b 会对应不同的 RDF 属性,245 字段需分解为 bf:

Title 实体,并与 bf:Work 通过 bf:title 属性关联。
其次,MARC 到 BIBFRAME 的转换存在语义映

射问题。 MARC 中很多控制代码和指示符在 BIB-
FRAME 中可能需要复杂的转换逻辑。 如 MARC 字

段头标区中的 06 字符(记录类型),其对应到 BIB-
FRAME 的类可能存在多对一或一对多的情况,转换

起来比较复杂。 MARC 的指示符和编码值转换为

BIBFRAME 属性时也存在映射规则不唯一的问题,
如 008 / 15 - 17 的日期类型代码对应的 BIBFRAME
属性为 bf: copyrightDate 或 bf: creationDate。 而且,
MARC 中隐含的逻辑在 BIBFRAME 中需通过明确

的三元组来表达,如当 700 字段的一个指示符为

“1”时,其表示个人名称,此时就需要链接到规范的

统一资源标识符(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URI)。
再次,MARC 到 BIBFRAME 的转换存在规范控

制问题。 BIBFRAME 强调使用 URI 进行规范控制,
而 MARC 数据借助规范档进行控制,如 LC 名称规

范档。 对于 URI 的生成,BIBFRAME 要求实体(如

作者、主题)通过 URI 链接到权威数据(如 LC 名称

规范档、Wikidata),而 MARC 中的文本字符串(如

650 字段中的 $ a)需匹配外部词表(如 LC 主题规范

档),二者之间存在词汇统一的问题和转换挑战。
最后,对于冗余字段,MARC 中重复或多余的信

息(如多版本记录)在转换为 BIBFRAME 时可能需

合并或丢弃,此时需权衡数据的完整性。 如果一条

记录同时存在 260 字段和 264 字段,BIBFRAME 转

换时需将其合并为 bf:Publication,不过要区分原始

出版与重印的情况。 若直接合并,可能会丢失重印

信息;若拆分为两个活动,则需明确时间范围与责任

关系。
3. 2　 BIBFRAME 到 MARC 的反向转换

3. 2. 1　 BIBFRAME 到 MARC 反向转换的必要性

BIBFRAME 的核心目标是推动书目数据从传统

的
 

MARC
 

格式向语义网和关联数据模型转型。 然

而,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将 BIBFRAME
 

逆向转换

为 MARC 的需求。
第一,BIBFRAME 到 MARC 的反向转换具有现

实需求。 当下,全球多数图书馆的集成管理系统和

编目系统主要基于 MARC 格式构建,短期内无法直

接处理 BIBFRAME 格式。 编目馆员仍需在 MARC
格式下创建编目数据,并提供检索服务。 全球图书

馆的数据交换(如联合编目、馆际互借)仍以
 

MARC

为通用格式,如向
 

WorldCat 提交新记录时需遵循

MARC 格式标准。 在编目规则的使用上,RDA 等编

目规则虽适配 BIBFRAME,但其操作指南仍参照
 

MARC
 

字段,编目馆员需要借助 MARC 字段验证部

分信息是否符合 RDA 规则,然后再映射到 BIB-
FRAME 属性。

第二,BIBFRAME 到 MARC 的反向转换是图书

馆的过渡期策略。 图书馆难以瞬间舍弃积累数十年

的 MARC 数据资产,数据转换的精准性也需要不断

验证,将 BIBFRAME 数据逆向转换为 MARC 时,可
以通过对比原始数据来检测转换逻辑的准确性。 另

外,编目馆员和读者的习惯性偏好也需要时间来过

渡。 如目前编目馆员可能更熟悉利用 MARC 的 245
字段著录题名,而非 BIBFRAME 的 bf:title

 

属性;读
者检索时依赖 MARC 的 650 主题字段结构,而非

BIBFRAME 的关联主题 URI。 在编目系统和检索平

台中同时提供 BIBFRAME 和 MARC 两种格式的服

务,能够实现工作流程和用户习惯性检索路径的合

理过渡。
总而言之,BIBFRAME 到 MARC 的反向转换并

非技术倒退,而是转型期的必要策略。 其核心价值

在于弥合新旧系统鸿沟,确保全球数据生态平稳过

渡,通过可逆转换降低数据迁移风险,以及允许技术

能力参差不齐的机构参与语义化网络建设。
3. 2. 2　 BIBFRAME 到 MARC 反向转换的难点

第一,语义信息的压缩与丢失。 BIBFRAME 包

含丰富的实体关系,当其被压缩为 MARC 的扁平结

构时,可能会导致上下文语义的损失。 BIBFRAME
的细粒度属性在 MARC 中可能无法完全表达,如

bf:role 细化创作者角色的属性在 MARC 数据 100
字段无法具体表达。

第二,反向语义映射。 BIBFRAME 中通过 URI
标识的实体需逆向解析为 MARC 的文本字符串,这
依赖外部规范服务的可用性,如将“ http: / / id. loc.
gov / authorities / names / n79033047” 映射为 MARC 字

段“100
 

1_
 

$ a
 

Shakespeare,
 

William”。 若 URI 无法

解析或本地规范库未收录,那么解析结果会变为自

由文本,造成数据库的混乱。 MARC 对定长字段、指
示符和子字段顺序也有严格限制,而 BIBFRAME 的

自由文本属性可能无法直接适配。
第三,数据格式的兼容性限制。 BIBFRAME 的

持续演进导致 BIBFRAME
 

2. 0 与早期版本存在差

异,如 bf:IntellectualProperty 更名为 bf:Work,这就

要求在转换时动态适配不同版本的转换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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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外 BIBFRAME 格式转换经验

随着语义网和关联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图书

馆界正逐步实现从传统的 MARC 格式向基于关联

数据的 BIBFRAME 格式的转变。 文章通过分析国

外图书馆的具体实践,总结 BIBFRAME 格式转换的

成功经验。 研究发现,推动 BIBFRAME 落地的成功

经验主要涉及编辑器的开发、BIBFRAME 编目试验、
RDA 标准化与 BIBFRAME 规则的融合以及定期举

办研讨会推动 BIBFRAME 的本地化应用。
4. 1　 编辑器对于 BIBFRAME 的实施至关重要

编辑器对于 BIBFRAME 的实施至关重要,LC
先导计划之一便是对编辑器开展测试、评估和升

级[26] 。 随着 BIBFRAME 的更新, BIBFRAME 编辑

器的测试工作也同步进行。 BIBFRAME 先导计划第

一阶段采用 BIBFRAME
 

1. 0 词表,使用 1. 0 版的

BIBFRAME 编辑器( BIBFRAME
 

Editor,BFE);第二

阶段,为进一步推动测试工作,满足先导计划中日益

庞大的参与群体的需求,以及推进 BIBFRAME
 

100
计划, LC 开发了新一代 BIBFRAME 编辑器———
Marva[26] 。 在 2024 年的欧洲 BIBFRAME 研讨会上,
有报告总结了目前正在测试的 3 种 BIBFRAME 编

辑器,并展示了不同的 BIBFRAME 编辑器的使用方

法,同时表明,OCLC 的 BIBFRAME 编辑器也在研发

中[4] 。 会上,专家还讨论了能否使用人工智能改变

编目工作的流程。 由此可见,熟悉使用 BIBFRAME
编辑器是编目工作人员的必备技能。 当下几种

BIBFRAME 编辑器的核心功能及应用场景如表 3
所示。

表 3　 BIBFRAME 编辑器的核心功能及应用场景

编辑器 核心优势 适用场景 开发主体

BFE RDA 深度整合、LC 权威支持 国家级图书馆、大规模数据迁移 LC
Sinopia 协作编目、规范扩展灵活 高校联盟、跨机构协作项目 LD4P 联盟

Marva 多语言与区域适配、轻量级 欧洲地区、UNIMARC 兼容环境 欧洲图书馆社区

JCricket
保障 MARC 到 BIBFRAME 转换过程中的数

据质量,不会对成员馆系统中的原始数据产

生影响

共享家族(Share
 

Family)计划成员、共享虚拟

发现环境( Shared
 

Virtual
 

Discovery
 

Environ-
ment,Share-VDE)

Share
 

Family

对于应当采用哪种编辑器这一问题,可以根据

文章梳理的 BIBFRAME 编辑器应用场景选择合适

的编 辑 器, 如 大 型 机 构 可 优 先 选 择 BFE 或

Sinopia[12] ,中小型图书馆可尝试 Marva。 未来,AI
辅助编目(如字段自动填充)和多语言扩展(如中文

古籍语义模型) 的发展也将不断与编辑器相互

融合。
4. 2　 多方协作开展 BIBFRAME 编目试验

BIBFRAME
 

作为图书馆关联数据转型的核心

框架,其发展历程凸显了多方协作在技术革新中的

关键作用。 LC 联合
 

Zepheira
 

公司、技术厂商和国际

图书馆界开展紧密合作,为关联数据的应用落地提

供了宝贵经验,其在 bibfra. me 网站公开展示模块化

分层词表管理方法,为后续应用奠定理论基础。 政

府机构与技术企业深度合作的产学研模式具有两方

面优势:一是需求导向驱动技术创新,作为图书馆界

权威机构,LC
 

明确提出编目体系现代化需求,为企

业技术研发提供清晰方向;二是技术企业专业能力

凸显,Zepheira 公司通过构建模块化模型,把复杂标

准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方案,解决了传统编目体系

与关联数据的兼容性难题。
 

LC
 

启动编目试验,标志着其从理论验证阶段步

入实践探索的新阶段。 其经验可归纳为 3 个关键节

点:第一,试点先行,降低转型风险。 LC 的 15
 

名编

目馆员率先采用
 

BIBFRAME
 

输入记录,通过小规模

试点积累实操经验,验证技术方案可行性
 [4] 。 第

二,系统整合,实现无缝衔接。 推进
 

MARC
 

字段现

代化改造,并使其与 FOLIO 系统适配,构建新旧标

准过渡桥梁。 第三,采用标准规范保障数据互操作

性。 采用 BCP
 

47 处理非拉丁字符,提升多语言环

境下的数据交换能力,为全球图书馆协作奠定基础。
企业界的积极参与促进了多元协作生态的建

立。 Ex
 

Libris 的 Alma 系统、EBSCO 的 FOLIO 平台

均内置 BIBFRAME 支持模块,助力图书馆实现无缝

迁移。 Index
 

Data 通过整合 FOLIO 与 Share-VDE,提
升了实体管理的协作能力。 多方协作模式不仅推动

BIBFRAME
 

从实验室走向实践,还形成了可复制的

技术推广模式,为其他领域标准转型提供参考。 未

来,需进一步强化跨文化适配能力与社区共建机制,
以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持续挑战。
4. 3　 RDA 标准化与 BIBFRAME 规则的融合

RDA 作为国际编目规则的最新标准,与 B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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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 的融合是图书馆语义化转型的核心议题。
这两者分别从内容规则与数据模型的维度推动书目

数据的现代化,其协同发展既涉及理论模型的适配

性优化,也涉及技术工具与编目实践的深度整合。
LC 最早提出 RDA 到 BIBFRAME 的系统性映射方

案,其主导开发的 Marva 编辑器,支持编目馆员基于

RDA 规则创建 BIBFRAME 数据。
欧洲地区的图书馆普遍面临 RDA 与 BIB-

FRAME 的整合问题。 芬兰在实施 BIBFRAME 时,
同步采用 RDA 规则,并通过扩展类属性,如增加载

体表现描述来弥补 BIBFRAME 对 IFLA-LRM 支持

的不足。 另外,韩国学者提出通过扩展 BIBFRAME
属性来适配 RDA 的“载体表现声明”,以此进一步

强化语义表达能力。 韩国延世大学图书馆提出

“RDA-K”项目,通过扩展 BIBFRAME 的 bf:Title 类,
支持韩语复合题名结构,如并列题名与副题名的分

层描述。
4. 4　 定期举办研讨会推动 BIBFRAME 的本地化

应用

定期举办研讨会为 BIBFRAME 在全球范围内

的本地化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首先,定期举办研

讨会能够搭建交流平台,促进知识共享与经验传播。
研讨会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从业

者、技术专家、研究人员以及系统开发者等多元主体

参与,如欧洲 BIBFRAME 研讨会,其参会人员涵盖

欧洲各国的图书馆代表,他们分享了 BIBFRAME 本

地化应用的实践经验、问题困惑以及需求建议。 这

种多元主体的汇聚,为知识共享和经验传播搭建了

广阔的平台。
其次,定期举办研讨会有助于聚焦本地化需求,

推动标准的细化与适配。 研讨会深入探讨了 BIB-
FRAME 本地化应用面临的各种挑战,如不同地区语

言、文化、法律以及数据管理等方面的差异对 BIB-
FRAME 本地化应用的影响。 以欧洲为例,多语言环

境便是其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在研讨会上,专家

们共同研究如何在 BIBFRAME 框架下妥善处理多

种欧洲语言的编目数据,涉及语言标识、字符编码、
多语言检索等,为解决本地化难题提供了思路和方

法。 基于对本地化需求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讨会

可推动制定更细化且适配本地化应用的标准与规

范,如欧洲 BIBFRAME 研讨会聚焦互操作性,制定

了 SHACL 验证标准。
再次,定期举办研讨会可以推动技术发展与工

具创新。 研讨会上针对各种开源工具的讨论和反

馈,促使这些工具实现本地化改进和优化。 如利兹

大学将 Sinopia 编辑器应用于珍稀图书编目,其在实

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及需求,在研讨会上得到了广

泛讨论。
最后,定期举办研讨会有助于加强区域协同合

作。 以欧洲 BIBFRAME 研讨会为例,经由多次会议

的召开,欧洲各国图书馆构建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此合作网络能够整合多方资源,凝聚力量,共同应对

本地化应用中的难题与挑战。
5　 我国图书馆领域应对 BIBFRAME 格式转换的思

考与启示

上述章节依次论述了 BIBFRAME 的发展历程、
研究现状、格式转换难点以及国外转换经验等,BIB-
FRAME 不再局限于“概念”层面,而是以理论和实

践结合的形式呈现出新一代编目数据格式。 由于现

有编目体系存在路径依赖与技术惯性,实践层面的

需求与资源错配以及政策引导匮乏等,国内编目馆

员对于 BIBFRAME 并没有迫切的现实需求与内生

研究动力。 为了应对语义网时代的资源整合需求、
突破 MARC 格式的技术局限性、适应国际编目标准

转型趋势以及推动图书馆服务智能化升级,我国图

书馆领域展开对 BIBFRAME 格式转换问题的思考

是编目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环节之一。 BIB-
FRAME 的推广不仅意味着技术升级,更是从“数据

孤岛”到“关联网络”的范式跨越。 我国应以开放的

姿态拥抱国际趋势,将渐进式改革与顶层设计相结

合,实现图书馆资源的语义化转型与服务的智能化

升级。 综上所述,笔者参考国外图书馆应对 BIB-
FRAME 格式转换的措施与经验,得出我国图书馆领

域在面对 MARC 向 BIBFRAME 转换的思考与启示,
以期对未来编目数据格式的转换以及关联数据的构

建提供参考借鉴。
5. 1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推动 RDA 中文化

RDA 作为国际编目领域的最新标准,其本地化

应用是提升中文编目效率的关键。 分析国外图书馆

数据格式转换的成功案例可知,国外在编目规则本

地化过程中注重政策引导与法规保障。 如英国设立

国家编目标准委员会,协调图书馆、档案馆等多方主

体,推动 RDA 与本地规则的兼容性修订;美国通过

立法明确 RDA 在公共资源管理中的法定地位,并配

套专项资金支持培训与工具开发。 此类经验表明,
政策驱动是 RDA 本地化的核心保障。

目前,我国针对 RDA 中文化的研究较为薄弱。
《〈资源描述与检索〉 的中文化》 一书[27] 针对 R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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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文化修订、 中文应用政策、 工作流程以及

CNMARC 的 RDA 更新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然而,
正如该书所描述,RDA 在中文编目领域的应用是一

项宏 大 的 工 程, 需 集 全 国 编 目 专 家 之 力 才 能

完成[28] 。
国际合作与本地协作相结合也是推动 RDA 中

文化的重要手段。 澳大利亚定期组织图书馆、出版

社与技术公司对话,制定契合本土需求的实施指

南[29] 。 我国可以借鉴芬兰国家图书馆的经验,结合

RDA 规则与 BIBFRAME 属性,补充中文编目的特殊

需求,如合订题名、古籍版本说明等。
在我国实施 BIBFRAME 意味着同步实施 RDA。

我国《“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

提出推动图书馆资源语义化转型,要求核心编目标

准与国际接轨。 作为国际通用的编目规则,RDA 与

BIBFRAME 的语义化数据模型具有互补性。 国家图

书馆主导制定中文书目关联数据规范,为两者的协

同提供政策框架,如将 RDA 的内容规则与 BIB-
FRAME 的“作品—实例—单件”3 层模型结合,实现

编目规则与数据结构的统一适配。 随着智能化服务

需求的增长,传统 MARC 格式已难以满足多模态资

源整合的需求。 RDA 的内容规则可规范资源描述,
BIBFRAME 的语义化模型则能增强数据关联性,二
者共同为图书馆数字化、智慧化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5. 2　 政策引导提升图书馆 BIBFRAME 转换的内生

动力

与国外相比, 国内图书馆编目馆员对 BIB-
FRAME 并没有迫切的现实需求与内生研究动力,其
原因之一在于现有编目体系存在路径依赖与技术惯

性。 成熟的 CNMARC 体系作为国内图书馆的主流

编目格式,经过 40 年的发展,已形成完善的标准化

流程,并且图书馆领域已积累了庞大的 MARC 数

据。 截至 2023 年,CNMARC 编目覆盖的图书数量

已超过 10 亿册,其技术规范与操作指南也已深入内

化于编目馆员的工作习惯中。 这种技术惯性使得图

书馆的 BIBFRAME 转换需承担高昂的成本,而现有

体系仍能满足基础服务需求,导致图书馆推动 BIB-
FRAME 转换的动力不足。 实践层面的需求与资源

错配是导致内生动力不足的另一原因,在互联网环

境下,编目馆员需兼顾传统编目与数字资源管理,编
目馆员培训重点多集中于 CNMARC 规则更新或自

动化工具使用,较少涉及前沿语义技术。 这导致

BIBFRAME 编目所要求的关联数据建模能力与现有

编目馆员的技能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LC 通过主导 BIBFRAME 的迭代以及编辑器的

开发,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推动力。 国内图书馆则更

倾向于“问题驱动”的渐进式改革,缺乏针对颠覆性

创新的制度激励。 国内图书馆编目馆员对 BIB-
FRAME 的需求滞后,这本质上是技术、制度与市场

三重 因 素 相 互 交 织 所 导 致 的 结 果。 短 期 内,
CNMARC 的路径依赖与实用性仍占主导地位;长期

来看,为了应对语义网时代的资源整合需求,可以通

过政策引导、技术生态培育以及编目馆员能力重构,
逐步推动编目范式转型。 这一过程需兼顾“自上而

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避免技

术理想主义与现实脱节。
5. 3　 探索 CNMARC 数据向 BIBFRAME 转换的可

能性

CNMARC 基于传统的 MARC 格式,借助字段和

子字段描述资源,而 BIBFRAME 采用关联数据模

型,通过“作品—实例—单件” 3 层结构实现语义化

描述。 两者虽技术架构不同,但核心目标均为资源

描述与检索。 利用语义映射工具,可将 CNMARC 的

字段映射至 BIBFRAME 的类与属性,实现数据结构

的转换。 如 200 题名字段、7XX 责任者字段可分别

映射到 bf:Title、bf:contribution。
国际图联已将 BIBFRAME 定位为 MARC 的替

代标准,我国《“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也明确要求推动图书馆资源的语义化转型。 国

家图书馆主导制定中文书目关联数据规范, 为

CNMARC 向 BIBFRAME 的本地化转换提供标准框

架,如可将 CNMARC 中的 606 学科主题字段转换为

BIBFRAME 的 bf:subject 并链接至权威词表。
CNMARC 数据向 BIBFRAME 转换可打破图书

馆与外部的数据孤岛。 在进行数据格式转换后,我
国图书馆可提升数据互操作性与资源整合能力,支
持智能化服务与知识发现,并增强国际资源共享能

力。 如将古籍元数据转换为 BIBFRAME 后,可通过

URI 与其他文物数据库实现跨域关联,支持用户从

单一入口检索多类型资源。 在国内,清华大学图书

馆的试点项目利用 BIBFRAME 构建知识图谱,结合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升检索效率,当用户检索“量

子计算”时,系统能自动推荐相关专著、会议论文及

实验数据集。 上海图书馆利用 BIBFRAME
 

Lite 工

具,把 10 万条古籍 CNMARC 记录转换为关联数据,
重点解决版本关系与责任者规范问题。 北京大学联

合 CALIS 开展“多语言 BIBFRAME 应用项目”,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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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日文文献设计扩展模型。
当前对 BIBFRAME 的实践探索以及 RDA 在中

文编目中的应用研究均为个案研究。 未来,我国应

从战略高度出发,整合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两

大体系,建立常设权威机构,进行统一规划,搭建全

国性交流平台, 共同探索我国 CNMARC 向 BIB-
FRAME 格式转换的可能性及其为编目工作和图书

馆带来的新机遇。
5. 4　 开发适合的 BIBFRAME 编辑器

编辑器是实施 BIBFRAME 的关键所在。 现有

的国外 BIBFRAME 编辑器主要是基于英文语境设

计的,难以兼容中文编目特有的规则,如古籍版本描

述、汉字权威控制等。 本土的编辑器能够内置中文

分词引擎和本地规范词表,如 《 中国分类主题词

表》,可直接支持 CNMARC 与 BIBFRAME 的字段映

射,减少转换误差。 国外 BIBFRAME 编辑器对编目

馆员的语义网知识要求较高,直接采用会面临技术

与知识层面的障碍。 开发本土的编辑器能够成为编

目语义化转型政策落地的技术切入点。
国外 BIBFRAME 编辑器的开发与应用为我国

实施 BIBFRAME 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其既指明了未

来实施 BIBFRAME 的趋势,也点明了我国实施 BIB-
FRAME 所面临的挑战[30] 。 编辑器是保障 BIB-
FRAME 实施的关键,前期的测试也都会围绕编辑器

展开。 鉴于我国复杂的编目环境,单纯的拿来主义

可能并不契合我国的编目环境。 实施 BIBFRAME
需要开发适合我国编目环境的编辑器。 一方面,可
以引入 Sinopia 或 Marva 等开源编辑器,集成本地规

范库(如 CALIS 规范数据、国家图书馆名称规范),
支持中文 URI 解析与语义扩展;另一方面,开发兼

容 CNMARC 与 BIBFRAME 的双向转换工具,通过

增设 bf:legacyData 属性存储原始 MARC 数据,确保

逆向兼容性。 近年来,维普智图平台、超星智慧图书

馆在我国智慧图书馆建设中得到广泛推广与应用,
然而,这些系统尚未出现 BIBFRAME 的身影。 相比

之下,国外图书馆 2017 年已与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

的供应商就 BIBFRAME 服务的技术路线达成了共

识,制定了 10 个级别的一致性规定,为图书馆集成

管理系统的变革指明了方向[9] 。
开发本土的 BIBFRAME 编辑器兼具战略必要

性与实践复杂性,其核心价值在于解决国际工具

“水土不服”的问题,推动我国编目体系的语义化转

型。 然而,在开发过程中需要警惕技术孤岛与成本

失控的风险。 因此,应以“开放兼容、渐进迭代” 为

原则,通过政策引导与生态协同开展本土 BIB-
FRAME 编辑器的开发工作。
6　 结语

书目数据格式的转变不仅影响图书馆的工作方

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信息组织和管理的方式。
关联数据的产生使图书馆不再是一个信息孤岛,使
其资源可以被外界检索发现。 BIBFRAME 的诞生,
为图书馆书目数据与互联网的连接奠定了基础,拓
展了图书馆编目工作的价值。 然而,由于技术迁移

成本较高,编目馆员能力重构和培训阻力等因素的

存在,CNMARC 向 BIBFRAME 格式转换的内生动力

并不充足,现存的大量 MARC 数据进行 BIBFRAME
格式转换时面临着巨大挑战。 我国图书馆正处于从

数字化向数据化、智慧化转型的关键期[31] , BIB-
FRAME 格式转换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更新,更是图书

馆编目体系和数据管理方式的变革,它能够推动图

书馆书目数据与互联网的融合,实现资源的关联与

共享,提升图书馆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我国图书馆领域应积极迎接 BIBFRAME 格式

转换的挑战,秉持与时俱进的态度,主动思考适合我

国书目数据格式转换的方式与措施。 本文的研究为

我国图书馆领域在 BIBFRAME 格式转换方面提供

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不仅有助于推动我国图书

馆事业的发展,使其更好地适应语义网时代的需求,
也为我国图书馆与国际图书馆界的交流与合作提供

了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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