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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名称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转型的研究进展∗

□陈辰　刘雁

　　摘要　图书馆编目社区正处于从传统的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过渡的关键时期,系统调研和

梳理国内外名称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转型的相关理论和实践议题,可以为深入系统研究转型的

理论逻辑和方法路径奠定基础.文章将各类专业数据库和网络搜索引擎作为数据检索获取途

径,系统总结名称规范向身份管理转型的研究与实践议题.研究表明,国内外都聚焦名称标目到

唯一标识符的转变趋势研究,并对规范数据的关联数据化转换和链接进行了积极探索;在书目/
规范记录与外部标识符的融合方面以及基于外部标识符实施名称规范控制的实践探索方面,国

外进行了更为专门系统性的研究,国内尚处于外部标识符系统的概述性研究阶段,尚缺乏针对中

文行为者实体的身份管理探索实践.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指导转型的理论体系、构建支撑

转型的标准规范以及探索实施转型的方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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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关联数据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图书馆编目

社区正处于从传统的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过渡的关

键时期,由强调名称形式的传统规范控制转变为通

过标识符实现对实体或身份的管理,已经成为图书

馆编目领域的一种新兴趋势[１].国际合作编目项目

(ProgramforCooperativeCataloging,PCC)的名称规

范合作组(NameAuthorityCooperativeProgram,

NACO)２０１６年建立了专门的身份管理任务组,并
于２０２２年成立身份管理咨询委员会,以持续关注名

称规范向身份管理转型的相关议题.身份(或识别)
管理(Identity Management)是将已注册标识符与

单个实体的特征数据关联的过程.特点是通过使用

唯一标识符对实体进行区分,名称的区分是次要的.
可以通过在描述环境中分配编号或其他识别信息来

实现区分实体的目的[２].规范控制是通过为每个实

体授权唯一形式的名称来管理对实体的访问,使用

唯一的文本字符串或标题来区分每个实体.由此可

见,“规范控制”和“身份管理”的关键不同在于:由重

视名称字符串的创建和管理转变到侧重于标识符的

分配和消歧.
随着学术交流环境对数字身份管理的需求愈加

明显和迫切,由面向传统目录系统的名称规范控制

向面向网络的标识符创建和管理转型,是数字学术

环境下图书馆开展身份管理应用的发展方向.国内

外学术共同体也逐渐聚焦身份或识别管理问题,在
研究与实践上均有新的探索,然而我国针对转型的

系统性研究尚少.在名称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转型

的趋势背景下,系统梳理国内外名称规范控制向身

份管理转型的研究与实践进展,明确转型研究问题

和发展方向,可以为深入系统研究转型的理论逻辑

和方法路径奠定基础.

２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基于文献调研和网络调查,对所获得

的文献和资料进行系统归纳分析.具体而言,首先,
系统检索和筛选国内外与名称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

转型相关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研究报告、会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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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标准规范和案例资料等;其次,系统研读和分析

所收集的信息,并归纳和提炼研究与实践主题的框

架,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该领域的研究实践发展概

况;最后,通过归纳分析和理论思辨,对国内外研究

和实践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力求明确未来研究的重

点和方向.
本文 主 要 以 WebofScience、ScienceDirect、

Taylor & Francis、SpringerLink、Emeraldinsight、

EBSCOhost、ProQuestResearchLibrary、中国知网

数据库等为检索来源,并以 GoogleScholar和 MiＧ
crosoftBing搜索的资料作为补充.外文检索词以

“identity management”“authoritycontrol”“authority
files”“authoritydata”“ISNI(InternationalStandard
NameIdentifier)”“ORCID(Open Researcherand
ContributorID)”“Wikidata”“nameidentifier”
“linkedlibrarydata”等进行组配检索;中文检索词

以“身份管理”“识别管理”“规范控制”“名称规范文

档”“规 范 数 据”“唯 一 标 识 符”“ORCID”“ISNI”
“Wikidata”等进行组配检索.通过对检索结果进行

研读、筛选、去重和补充,最终获得高度相关的外文

文献１０２篇、中文文献７８篇,作为研究样本数据.

３　国外名称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转型的研究实践

进展

３．１　从名称标目到唯一标识符的转变研究

３．１．１　转型机理研究

图书馆传统规范控制的不足与数字学术环境对

身份管理的需求构成了转型的内在需求,新型唯一

标识符系统的发展构成了驱动转型的外部环境,基
于唯一标识符的身份管理具有传统规范控制不可比

拟的优势,规范控制的内在需求和外部环境变化是

驱动转型的理论逻辑或机理.
(１)图书馆传统规范控制的不足与缺陷.传统

名称规范控制主要依靠创建统一的、稳定的首选名

称形式,作为目录的规范标目或受控检索点,但首选

名称形式的选择通常依赖于对编目规则和大量作品

名称形式的了解,构建过程较为复杂[３].确定的首

选名称形式会随着编目规则的变化而变化,且不同

语言和文化环境下对于首选名称形式的选择并不一

致[４].MARC环境下传统规范控制的概念和流程

不适于关联数据环境[５],MARC规范记录在关联数

据环境下难以支持大规模共享和利用[６].传统规范

控制面临的缺陷和不足,驱动图书馆主动寻求网络

社区的唯一标识符代替图书馆的受控唯一文本字

符串[７].
(２)数字学术交流环境对身份管理的需求.学

术交流环境的数字化对图书馆服务提出了新要

求[８],图书馆正在承担新的角色和责任,参与管理数

字学术和研究身份,以准确衡量学者和机构的学术

影响力[９].支持学术研究的本地化特藏、数字档案

中的名称实体,并未包括在书目系统的规范记录

中[１０].从业务范围看,图书馆从馆藏书目目录,到
机构知识库、期刊库、学位论文库和特藏库等数字资

源的管理和维护,需要区分和识别的实体越来越

多[１１].实施名称规范控制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凸显

传统规范控制力量不足,传统规范控制模式和能力如

跟不上资源增长的速度,就需要在困境下寻求变革.
(３)新型唯一标识符系统对转型的示范驱动.

随着关联数据实践项目的发展,OCLC的虚拟规范

文档(VirtualInternationalAuthorityFile,VIAF)
和德国国家图书馆的集成规范文档(Gemeinsame
Normdatei,GND)发布为基于唯一标识符的关联数

据,扩大了规范数据在网络环境中的示范作用[１２].
随着对数字学术管理需求的增加,新兴的实体标识

符管理系统、概要系统不断涌现,如 ORCID、ISNI
和 VIVO等,为研究人员和内容创建者生成和维护

唯一标识符,可以发挥与图书馆规范文档人名区分

和作品汇集相同的作用[１３].未来身份管理系统将

与图书馆规范数据进行连接并聚合,全球唯一的ID
将会取代规范名称标题[１４].图书馆可加强与身份

管理社区的合作和数据共享,并与其他社区实践保

持一致,由重视对名称标题的创建转向唯一标识符

的分配.
(４)依赖唯一标识符开展规范控制的优势分析.

唯一标识符在解决传统名称规范控制方面具有较大

的潜力,使用标识符指向“事物”而不是依赖文本字

符串,有助于将 MARC 数据转换为关联数据[１５].
当用RDF等语言表示具有唯一标识符的作者数据

时,只需编辑陈述语句即可依赖外部权威数据源进

行规范控制,使得数据的聚合和更新更为有效[１６].
重视区分实体和创建标识符,标题创建不再居于首要

地位,编目员将不再需要严格的编目规则及其他技能

培训[１７].规范控制与更广泛的社区协作,不再强调由

同一人或机构来创建规范记录的全部数据元素,可通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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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建立完整的元数据生命周期,由图书馆和其他社区

共同参与元数据创建和维护工作[１８].

３．１．２　工作范式转变研究

过去是一个稳定的、由 MARC 主导的合作环

境,未来是 MARC之后、广泛合作的环境.MARC
规范记录会面临两项重要变化:一是从侧重创建文

本字符串转变为侧重管理事物或实体本身;二是从

要求创建复杂的规范记录到快速分配标识符的转

变[１９],这将影响未来规范控制的工作范式转变.
规范控制的工作重点将从文本字符串的构建转

移到区分实体、为实体创建标识符和建立实体之间

的关系[２０].图书馆需与身份管理社区进行实时的

数据共 享 和 协 作,一 个 共 享 的 基 础 设 施 是 必 需

的[２１].在身份管理环境下,使用标识符而不是唯一

字符串来进行实体匹配,这将更加依赖实体语境化

信息对实体的识别和区分,因此语境控制或上下文

控制的概念将逐渐凸显和成熟[２２].规范和描述将

面临一体化发展趋势[２３],传统的规范控制方式将消

失,将规范与描述性信息进行集成,从而在实体和已

知实体的名称之间建立关联网络.
未来需要一个更大的劳动力池来创建和管理身

份,资源描述将会包含对更大实体的覆盖,使图书馆

和其他社区保持一致,并超越传统规范控制的作用领

域[２４].PCC身份管理任务组确定了其应用场景,突
出显示了规范数据的新用途,包括基于语境关系的数

据检索和发现、学术管理(包括精确的学术引用情况

获取)、家谱研究、专家管理(包括基于特定合作需要

的专家发现和联系)、研究人员档案管理、不同元数据

格式的映射、数字对象的语义增强等应用[２５].

３．１．３　转型后的应用场景研究

由传统的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转型,利用跨社

区的基于实体的链接和聚合,有望实现在网络时代

更大范围和更多场景中的“规范控制”需求,应用标

识符解决 MARC和非 MARC环境中的名称规范问

题.首先,在编目工作中利用外部唯一标识符系统,
使用跨机构、跨领域来源数据,解决机构中书目的名

称歧义问题,实现目录信息的汇集、揭示和检索功

能.如共享虚拟发现环境(ShareVirtualDiscovery
Environment,SHAREＧVDE),使用外部 URI资源

来丰富原始的 MARC记录,形成实体“知识卡片”,
从而开展增强的实体发现和关联数据服务[２６].加

拿大劳伦森大学通过从 Wikidata提取详细信息,为

图书馆目录中的音乐艺术家创建了“信息卡”,卡片

包括许可的照片、简介和标识符链接等信息[２７].
其次,实现数字人文研究中作为知识链接中心

的规范控制,转型后的规范数据可成为网络环境下

文化和科学领域机器可读的语义支柱[２８].规范数

据提供人、机构、作品、地点、主题等实体信息的中枢

参考点,可实现科学数据、文化数据与这些实体的自

动关 联.由 德 国 研 究 基 金 会 资 助 的 文 化 数 据

“GND４C”项目,结合了各种文化机构的规范数据,
旨在将用于图书馆的 GND 转换为一个跨学科、跨
领域的产品,突破图书馆的应用范围,促进艺术、文
化和科学数据各领域的合作,为数字人文项目研究

提供语义支柱[２９].鉴于 Wikidata从图书馆吸引和

整合规范数据的能力不断增强,Wikidata可能会从

“链接中心”演变为全球“规范中心”[３０].此背景下,
欧洲大屠杀研究基础设施(EuropeanHolocaustReＧ
searchInfrastructure,EHRI)利用 Wikidata来扩大

和加强其对大屠杀时代营地和贫民窟的规范记

录[３１].密歇根大学数字人文中心主导的 Enslaved．
org项目则利用 Wikidata创建和整合奴隶数据的规

范记录[３２].通过为这些实体创建全球唯一、通用的

Wikidata标识符,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数据链接的

中枢.
再次,实现社会网络关系中关系节点的规范控

制,通过唯一标识符标准数据将不同媒体彼此链接

为公共节点,通过节点的规范控制进一步开展相关

社会网络分析.如 Schich等人通过对公元前６００
年至公元２０１２年１５万名著名人物的出生和死亡

时空信息进行分析,揭示了文化中心从罗马转移到

巴黎,然后转移到洛杉矶和纽约的过程,这项研究依

靠名称规范数据库来识别个人[３３].此外,通过社会

网络关系节点的规范控制可为系谱研究提供精确的

研究信息,如系谱学家可较为容易地发现出生在特

定城镇或县的人,并在一定的日期范围内确定关系

和社交圈等信息.

３．２　书目/规范记录与外部标识符的融合研究

国际编目社区对书目/规范记录进行了关联数

据化探索,但 MARC仍是当前多数图书馆自动化系

统使用的标准格式,图书馆正处于 MARC和关联数

据(LinkedData)的复合式环境[３４].对图书馆而言,
除了直接将书目和规范数据发布为关联数据外,还
可在 MARC书目和规范记录中融入外部标识符,标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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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传统规范控制与身份管理的融合.

３．２．１　MARC中融入外部标识符的方式

MARC指导委员会通过了 MARC２０１０Ｇ０６ 提

案,将国际标准名称标识符ISNI增加到书目数据和

规范数据的相应字段＄０中.２０１５年,PCC MARC
URI项目组成立,研究从网络资源中获取 URI,融
入到书目和规范数据中,以促进 MARC到关联数据

的过渡[３５].MARC指导委员会通过定义 MARC２１
规范格式０２４字段中的子字段＄０和＄１,实现对外

部实体标识符的关联和链接[３６].利用＄０来指向引

用描述事物记录的 URI或者编号,利用＄１来指向

直接引用事物 (真实世界对象)的 URI.MRAC
２０１７Ｇ０１提案规定,＄４(关系)可用于书目格式和权

威格式相应的字段中,用于标识 MARC记录与外部

特定实体标识 符 资 源 的 语 义 关 系.获 得 通 过 的

MARC２０１９Ｇ０２提案,规定用＄２来标识外部标识

符的来源,如ISNI、VIAF 和 Wikidata等.UNIＧ
MARC则在其规范记录中通过０１０容纳ISNI,０１７
容纳其他标识符,如 ORCID.以上案例说明,为适

应关联数据发展环境,MARC记录增加了融入外部

标识符的相关字段和子字段,为探索基于关联数据

驱动式的发现服务奠定了基础.

３．２．２　书目/规范记录中添加 URI的实践

法国和德国国家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图书馆已经在其目录中添加了外部标识符,用来识

别规范文档中未能覆盖的人员[３７].乔治华盛顿大

学图书馆测试了在１７０万个品种的 MARC记录中

插入 URI的各种方法[３８].LC与ISNI正在进行一

项合作项目,将ISNI加载到 NACO文档中,增加文

档之间的互操作性.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编目号码

(LCCN)和关联数据服务ID(id．loc．gov)也被广泛用

于各机构图书馆目录记录中.大英图书馆在其规范

记录中添加了ISNI[３９],且正在将英国国家参考书目

中的ISNIs,与英国出版商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映射

匹配,从而将ISNIs嵌入图书供应链[４０].巴塞罗那

大学则利用外部标识符来增强本地科研人员规范文

档[４１].OCLC在Connexion书目记录,重新定义了

子字段 ＄０ 和 ＄４,以包含 Web 检索协议形式的

URI,并提供＄１来容纳真实世界对象(RealWorld
Object,RWO)URI[４２].＄０被添加到 OCLCConＧ
nexion规范记录的０３４和０４３字段中,用以关联与

１XX中实 体 中 与 地 理 关 联 的 相 关 编 码 代 码,如

Geonames和 GettyTGN 等权威数据的编码[４３].
这些实践案例说明传统规范控制正在通过链接的方

式,逐渐与基于唯一标识符的身份管理初步融合.

３．３　基 于 外 部 标 识 符 实 施 名 称 规 范 控 制 的 探 索

研究

基于对唯一标识符的需求分析,Durocher认为

未来图书馆开展身份管理的平台为 ORCID、ISNI、

LC/NAF、VIAF 和 Wikidata等[４４].其中ISNI和

Wikidata作为唯一标识符中枢,聚集了指向同一对

象 的 不 同 标 识 符 方 案,逐 渐 受 到 国 际 组 织 的

关注[４５].

３．３．１　基于ISNI平台实施名称规范控制的探索

研究

ISNI是一项涵盖文化、出版、表演、研究等多个

领域的身份管理项目,具有国际ISO 标准的公信

度,不需要唯一的文本字符串,具有批量匹配和加载

功能,拥有支持匹配不同来源身份的核心数据元素,
使其作为全球身份管理平台的可能性增加[４６].

PCC在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启动ISNI试点项目,以
测试ISNI环境中的身份管理原理,加深对ISNI工

具和系统的理解[４７].为了让更多的组织参与进来,
在ISNI中建立了 PCC团体会员资格,会员可以试

验ISNI标识符的创建、共享和链接活动,创建丰富

的元数 据 生 命 周 期,以 实 现 身 份 管 理 活 动 的 共

享[４８].试点参与者包括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州立大

学、布朗大学、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

校、康奈尔大学等１２所大学的图书馆,通过为本机

构的相关实体创建ISNIs,来代替NACO规范记录.

PCC试点小组使用ISNI工具和服务获得创建

标识符的经验,并探索了 NACO规范控制与标识符

创建之间的区别,包括工作流、实体界定等差异[４９].

ISNI中的名称文本字符串不再像传统规范文档那

样强调唯一性,而是通过字符串匹配以外的方式进

行区分,依靠一系列要素(出生日期、所属机构、语
言、相关国家等)和关系(引用的作品、合著者、组织

等)来促进匹配和消除歧义[５０].ISNI作为传统规范

控制的替代方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

一定的障碍,如缺乏有效的接口和工具、付费的会员

机制以及数据库需要全面维护等[５１].
在PCCISNI试点结束后,项目组并未停止相

关研究活动,随后成立LD４P２PCC群组,创建ISNI
关联数据服务的LDAC和LD４P２顾问团等,继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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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身份管理相关议题的实践探索[５２].

３．３．２　基于 Wikidata实施名称规范控制的探索

研究

Wikidata作为标识符中心,汇集了指向同一对

象的不同标识符方案.语义网环境下,书目/规范数

据作为人类开放知识图谱的组成部分,可与更多的

利益合作者共同实现世界书目控制(UniversalBibＧ
liographicControl,UBC)目标,Wikidata恰好是以

众包模式解决实体识别的最典型案例[５３].
(１)应用 Wikidata实施规范控制的适用性分析

许多机构意识到 Wikidata改变规范控制工作

性质的潜力,认为通过 Wikidata可轻松管理规范数

据存储库[５４].Wikidata不仅将成为规范文档的聚

合平台,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将演变为一个链接的

开放 数 据 生 态 系 统[５５].PCC 在 ２０２０ 年 成 立

Wikidata试点项目组[５６],研究将图书馆数据贡献给

Wikidata,项目参与者为相关的个人和法人团体创

建了 Wikidata身份,测试在 Wikidata平台中创建标

识符的可行性.德国国家图书馆(DNB)和德国维基

基金会共同评估了将 Wikibase作为集成规范文档

(GND)软件的适用性[５７].２０１９年法国国家图书馆

(BnF)和法国高等教育书目机构(Abes)启动一项实

验,重点测 试 使 用 Wikibase基 础 设 施 实 现 FNE
(FrenchNationalEntities)的可能性[５８].

(２)应用 Wikidata实施规范控制的案例探索

通过分析,总结出基于 Wikidata开展规范控制

的应用模式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①利用 Wikidata增强本地规范数据.如欧洲

大屠杀研究基础设施(EHRI)、加拿大劳伦森大学和

牛津大学Bodleian图书馆[５９]等从 Wikidata提取详

细信息,用来填充和增强原有的本地规范记录.

②将 Wikidata作为权威链接中心.Joachim 描

述了如何使用 Wikidata链接经济学领域的两个德

国人名规范数据库[６０].Europeana主张贡献机构使

用 Wikidata来丰富其记录,尤其是“作为访问更专

业词汇的链接中枢”[６１].

③将 Wikidata作为权威标识中心或身份管理

平台.Van建议将 Wikidata标识符直接作为全局

资源标识符或官方规范记录公开,从大量不同的标

识符转换到使用单一的、通用的标识符,可大大提高

各类资源的关联水平和效率[６２].Scott提出图书馆

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丰富 Wikidata中,而不是

直接加强自己的本地数据仓库[６３].史密森尼图书

馆和档案馆参与 Wikidata试点项目,在 Wikidata创

建相关实体实例,以全新的方式创建和维护名称规

范[６４].Robare探索直接使用 Wikidata作为开展身

份管理的场所,从而提高俄勒冈州重要人员和组织

的知名度[６５].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团队在 OCLC
的Passage项目中,通过 Wikibase平台描述中国历

史地名,并与传统的基于 MARC的规范记录创建过

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 Passage编辑界面中创建

元数据更为容易,并且能够支持以结构化方式描述

细节信息,比如“汴梁”这一历史地名对应出现的

时期[６６].

３．４　规范数据的关联数据化研究

关联数据是语义 Web的规范控制[６７].关联数

据为传统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的转型提供了路径.
以名称文本字符串作为控制对象的方式不符合关联

数据以事物为中心的规范,通过将 MARC名称规范

数据转换为基于 RDF 的语义 Web格式,并使用

URI来标识实体,驱动了“名称规范和身份数据在后

MARC时代和关联数据环境中的角色转变”[６８].目

前,国外规范数据的关联数据化研究主题如下所述.

３．４．１　实体建模研究

图书馆规范数据向关联数据过渡,描述的对象

是事物而不是字符串,图书馆规范模型应由名称字

符串演化为关于人员、机构、位置和概念等实体的规

范中心.在身份管理中,规范和描述的区分将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关于实体的一体化描述.各机构在进

行图书馆书目/规范数据的关联数据化改造时,建立

了基于实体—关系的数据模型.如德国集成规范文

档 GND的本体建模以RDA 为参考,构建了描述人

员、家族、机构、会议和地区以及作品等实体的数据

模型.LC/NACO 的关联数据化改造使用 MADS
或SKOS.ShareＧVDE基于 BIBFRAME本体进行

作品、人和机构等实体数据模型的构建[６９].OCLC
的 WorldCatidentities、FAST 则采用 Schema．org
作为其结构化模型,以便于外部搜索引擎索引图书

馆的规范数据,增加图书馆数据在网络环境下的曝

光率和影响力.实体建模较为复杂,需要融合和补

充多种语义 Web标准方案[７０].数据模型使用不一

致,也造成了LD数据资源的孤岛问题[７１].

３．４．２　实体协调工具开发

实体协调工具将影响未来身份管理的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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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ndro等开发了 AUCTORITAS环境,应用基于

本体的数据访问机制,允许调用外部应用程序的规

范数据[７２].Hipola等构建了 AUTHORIS工具,是
通过学习规则来生成与关联数据集成的规范文

档[７３].Seymore等开发的受控词汇管理器 OpaqueＧ
namspace．org,协助俄勒冈州数字存储库开放关联

数据的规范控制工作,该工具重视对 URI的创建和

管理,并提供以 RDF格式编码的元数据[７４].图书

馆关联数据(LD４L)项目开发的“查询规范”(QuesＧ
tioningAuthorities,QA),支持在应用程序中查询

本地或 外 部 控 制 的 词 汇 表 或 其 他 规 范 数 据[７５].

LD４P２项目开发Sinopia,是基于关联数据的元数据

创建环境,支持链接到共享的描述和标识符,如

Geonames、ISNI、GettyAAT、ORCID、RDA 注册和

VIAF等,从而探索了合作编目的概念[５].OCLC
开发“EntityJS”实验发现系统,可实时查询和使用

外部关联数据资源,“人员查找服务”试点项目,为用

户提供一种查找人员并显示字符串标签和描述(跨
多种语言)以及指向人员外部资源链接的方法[７６].
这些工具通过链接相关人员标识符集和规范集,帮
助图书馆专业人员减少冗余数据的复制粘贴工作.

３．４．３　规范数据的语义关联

将规范数据进行语义化描述和关联,一方面可

扩大规范文档在图书馆以外社区的应用范围,扩大

规范数据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可通过关联更多的外

部数据源,改进和丰富图书馆规范数据.将 VIAF
规范数据与维基百科的传记文章进行关联集成,证
明规范数据可在更开放的 Web平台上展示图书馆

价值[７７].使用 DBpedia知识库可作为创建个人名

称数据的语义源[７８].将Polymath虚拟图书馆中的

作者规范数据进行关联开放数据发布,其中包含丰

富的传记数据,并对特定属性进行分类,以提高网站

的分面导航能力[７９].马里兰大学重用LC规范文档

以丰富地方机构规范文档并将其构建为 RDF,利用

关联数据实现本地规范文档的数据增强[８０].

４　国内名称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转型的研究实践

进展

４．１　从名称标目到唯一标识符的转变研究

４．１．１　转变的趋势预测

国外对于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的转型问题进行

了积极探索,而国内尚未形成热点,但是有所推动,

认为未来的趋势将是基于标识符的身份管理,而不

再是将名称字符串作为规范控制的基础.无论是以

构建统一名称标目形式为主的传统规范控制,还是

以创建唯一标识符为主的学者身份管理,其基本原

理都是人名规范控制,但名称标目的区分度不高,不
同语言文化背景下追求统一的名称标目形式并不现

实,为学者分配唯一标识符是网络环境下学者身份

识别的发展趋势[８１].郝嘉树基于对国外名称规范

控制项目的调研,提出未来名称规范的发展趋势是

由名称标目到唯一标识符的发展,完成由名称统一

到人的认证的转变[８２].陈辰等集中讨论了语义规

范文档的研究发展趋势,提出用唯一标识符取代首

选名称形式作为人的网络标识是未来趋势[８３].

４．１．２　规范控制机制研究

数字网络资源的规范控制是基于唯一标识符实

施的实体规范控制.数字资源规范控制的新特点是

标识符将成为规范控制的新内容[８４].在数字时代

唯一标识符是一项重要检索点,应纳入到规范控制

的范围并反映到编目规则中去[８５].
网络资源规范控制的本质是通过确定资源唯一

标识符,建立和揭示资源之间的关系,来帮助“代理”
(人、机构和程序)判断信息资源的可信度[８６].语义

网技术为万维网时代的规范控制提供了原生解决方

案,通过 URI标识概念实体,而不需要选择任何一

种优先名称形式作为标目,可使得“标目”问题得到

完美解决[８７].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上图)在面向

知识服务的数字人文建设项目中,改变了基于字符

串的传统规范控制模式,将人、机构、地名和时间等

当成现实中存在的真实对象[８８].为了将名称规范

扩展到数字人文领域,上图使用关联开放数据构建

新的名称规范数据库,该数据库融合了上图的家谱、
善本、档案和其他特殊馆藏的名称[８９](２１－２２),赋予名

称实体在网络环境中的 HTTPURI,既可作为资源

的标识符,还可以作为全球定位符,为网络环境下的

规范控制奠定基础[９０].NSTL对未来规范控制进

行了展望,推进封闭单一的“记录”走向开放关联的

实体关系数据,并推动规范数据向更广范围开放,实
现跨领域规范数据的融合与关联数据的开发与

应用[９１].

４．１．３　编目标准规范研究

胡小 菁 通 过 对 FRAD\LRM、BIBFRAME、

RDA和３R项目,以及 MARC２１格式等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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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发现规范标目/名称/检索点逐渐被忽视,实
体或者身份而非名称成为规范控制的主要对象[９２].
宋文基于«资源描述»国家标准的思考,认为规范控

制和书目描述将面临一体化融合发展,传统的规范

控制方式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知识库的对象

描述,且这种描述将超越传统规范控制的作用领

域[９３].陈亚宁讨论了 MARC关联外部标识符资源

的途径和方式,以驱动基于关联数据的目录检索和

发现 服 务[９４].作 为 数 字 时 代 的 资 源 描 述 标 准

RDA,是基于实体—关系的模型,涵盖了完整的规

范控制思想和体系,对数字时代的规范控制提出了

新的思路和要求[９５],机读规范格式为适应身份管理

的发展也需要进行修订[９６].RDA 充实了规范控制

规则,细化了规范记录元素属性,MARC２１为适应

RDA在规范记录中的应用,增加了０４６、３XX 等字

段[９７].上图为满足数字人文环境下对名称规范控

制的需要,重新利用IFLALRM 和BIBFRAME进

行名称规范的数据建模,将人建模为实体身份并由

URI进行标识,而名称形式与出生死亡日期和地点

等都作为人的属性,并通过定义 Relationship类和

Event类等来表达个人与其他实体的关系[８９](２５－２７).

４．２　实体唯一标识符系统相关研究

４．２．１　发展实施研究

(１)唯一标识符概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人

员[９８－１００]和机构[１０１]等典型唯一标识符系统介绍、功
能、问 题 及 其 相 关 建 议 等 方 面.如 对 ISNI、ReＧ
searcherID、ORCID、DAI、OKKAM、OpenID、

ScopusID、VIAFID 等典型唯一标识符系统的介

绍,提出实体唯一标识符实施还在管理机制、描述机

制、构建模式、多标识符、解析、真实性和推广机制等

方面存在问题.
(２)唯一标识符系统在国内的实施情况.为有

效解决人员和机构的识别问题,中国工程科技知识

中心采用ISNI名称标识方案,中国科学院选择 ORＧ
CID作为学者的标识符注册系统,清华大学提供

ThuRID注册服务,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基于

VIVO系统搭建了科学家网络.这些系统在实体身

份识别以及提高学术影响力方面发挥了相应作用,
但同时也造成了身份数据的分散化和碎片化,标识

符互操作问题日益凸显.
(３)标识符互操作研究.刘振等提出持久标识

符互操作参考模型,对数字对象、作者和机构三类实

体及其关系进行标准化表示,便于不同唯一标识符

系统下数字资源的交流、集成和重用[１０２].贤信等提

出以实体标识符为联接点的元数据框架,形成ID为

中心的科研实体网络格局[１０３].陈辰等提出可从元

数据关联、制定统一的元数据标准和建立高效的社

会组织管理机制等方面,推动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

互操作研究[１０４].

４．２．２　ORCID相关研究

与其他标识符系统相比,我国对于ORCID的研

究最为集中,关注度最高.研究主题如下:
(１)ORCID发展概况研究,包括构建模式、声明

与验证机制、元数据规范[１０５],理念实施、关键技术和

推广应用等问题[１０６].(２)ORCID的应用研究.首

先,利用 ORCID可跟踪作者的发文、项目申请等学

术信息和轨迹[１０７],提供研究者的数字化简历、打造

适合本地特色的科研支撑服务[１０８],还可解决机构知

识库的作者姓名歧义问题[１０９].其次,结合国内期刊

应用 ORCID的情况,学者提出 ORCID在期刊出版

流程中的应用前景、存在问题和方案[１１０－１１１].(３)

ORCID的本土化研究和推进.２０１５年,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与 ORCID合作开发iAuthor平台,
作为ORCID的中国服务平台,建立中国研究者唯一

标识符系统,提供中国学者的“全球学术身份证”标
识服务[１１２].iAuthor服务平台通过 ORCID可实现

与期刊投稿系统、数据库检索系统、机构仓储等系统

的无缝集成,融入科研工作流的论文投稿、发布、科
研成果管理等多个平台,有效促进ORCID在中国学

术生态系统中的应用[１１３].学者还探索构建了基于

iAuthor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文献计量、网络

计量、替 代 计 量、基 金 项 目 等 问 题,并 提 出 基 于

iAuthor实现科研评价应用的方向[１１４].

４．３　规范文档与外部标识符、知识库的关联研究

上图基于关联数据技术构建了名称规范库,通
过内容协商、SPARQL端点、Restful应用程序编程

接口(API)和开发工具包为互联网上的其他知识库

提供服务.我国名称规范文档如不能加入国际合

作,也宜通过调和与解析,建立与 VIAF、ISNI和

Wikidata等通用资源之间的关联[１１５].国内规范文

档与外部标识符和知识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VIAF
和 Wikidata两个方面,其中以贾君枝教授的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关联数据的中文名称规

范档语义描述及数据聚合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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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文名称规范文档的语义关联和共享具有重要

引领作用.

４．３．１　规范数据与 VIAF的关联研究

贾君枝和石燕青研究了中文名称规范文档在

VIAF中的匹配情况,根据匹配结果发现我国名称

规范文档存在记录不全、拼音标目不规范等问题,进
而提出提高中西文标目规范度,规范附加信息,寻求

有利于共享的数据模型以及改进 VIAF算法等建

议[１１６].王瑞云利用个人实体的名称、生卒年、个人

关联的书目信息等,实现“中文名称规范联合数据库

检索系统”内同一条实体多条记录的合并聚簇,并将

该聚簇与 VIAF进行关联研究[１１７].赵宇飞针对目

前中文名称规范人物属性缺乏,存储格式难以关联

和优化的问题,利用无监督学习的人物聚合方法实

现对国内规范文档的初步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探索

与 VIAF人物匹配和信息聚合的策略[１１８].

４．３．２　规范数据与 Wikidata的关联研究

国内对于 Wikidata的应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１)对 Wikidata特

点、内容及其应用进行全方位介绍,旨在促进国内开

放 数 据 集 的 增 加,提 高 与 国 际 数 据 集 的 关 联

度[１１９－１２０].(２)名称规范数据与 Wikidata的语义关

联和对齐研究.在人名规范数据与 Wikidata关联

方面,利用向量空间算法、PARIS算法等将指向同

一人物实体的 Wikidata条目与名称规范记录实现

匹配和数据元素聚合[１２１－１２２],在生成人物实体数据

聚合的基础上,构建了 D２R三元组映射模型,以重

新创建集规范数据和网络资源于一体的人物信息页

面,为名称规范记录的深度开放关联提供基础.在

机构名称规范控制方面,以 Wikidata为机构数据的

来源,按照一定的分类原则,基于代表机构实体的条

目及相应的类型属性构建通用的机构范畴树[１２３].

５　比较与展望

５．１　国内外研究与实践的异同点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国内外名称

规范到身份管理的转型研究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

５．１．１　共同点

(１)国内外一致认为由强调名称形式的传统规

范控制转变为通过标识符实现对身份的管理是编目

领域的发展趋势,这种转变是内外环境联合驱动的

结果,既有传统规范控制面临发展瓶颈而欲自我完

善的内部驱动力,又有新型身份管理发展的示范驱

动,内外驱动联合构成转型的现实需求.这些认识

对于把握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转型的趋势,推动相

关机构和学者继续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引

领作用.国内外均对转型涉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

行了初步探索,但对于如何转型,转型的内在机理、
转型模式、路径和支撑策略等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

的研究.
(２)国内外较为集中的研究主题为规范数据的

语义发布、关联和共享,为传统规范控制走出困境带

来转机,但这只是基于规范数据的语义化应用,对已

有 MARC规范数据进行关联数据化改造,而对于如

何扩大规范控制规模,满足机构知识库、期刊库、学
位论文库和特藏库等数字资源规范数据需求,还需

要利用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标识符来实现,研究通过

外部标识符系统实现对规范控制的替代或增强方

案,从而有效解决名称规范覆盖不足,尤其是缺乏规

范记录的名称规范控制问题.
(３)国内外对利用外部标识符解决名称规范控

制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性研究,但在万“码”奔腾的

环境下,如何根据外部标识符的分布特点和规律,以
及基于图书馆未来身份管理的需求,选择适合本机

构使用的标识符,还需要进行决策研究.且对于如

何扩大网络层面的外部标识符创建和管理,以及图

书馆与外部社区进行身份管理协作的机理、模式和

路径等问题,尚有待进一步厘清.

５．１．２　差异性

(１)在名称标目到唯一标识符的转变研究方面,
国外对于名称规范到身份管理的转型实践进行了积

极探索,内容涉及转型的驱动因素和工作范式的转

变等方面;国内学者虽一致认为名称规范控制向身

份管理转型是发展趋势,但还没有着力对支撑转型

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进行系统研究.
(２)在规范控制和身份管理的融合方面,国外相

关机构已经将外部标识符融入到书目/规范记录中,
为进一步探索基于外部标识符的数据增强和探索服

务提供了前提.国内此方面的实践探索尚显薄弱,
据调查只有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和台湾地区的

LDT＠Library系统,在其书目和规范数据的关联数

据化中融合了外部标识符.
(３)在基于外部标识符实施名称规范控制的探

索方面,PCC身份管理任务组开展了ISNI和 Wiki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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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试点项目,探索通过外部标识符中枢实现对规

范控制的替代或增强方案,对于我国开展名称规范

控制向身份管理的转型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

这些研究结论主要基于对国外实体样本的调查分

析,而尚缺少针对中文实体身份管理问题的系统研

究.国内尚集中在介绍唯一标识符的作用、原理以

及存在问题等方面,大多属于概述性研究,尚缺乏基

于外部标识符开展中文实体身份管理的路径方法研

究和实践探索.
(４)在规范数据的关联数据化方面,国外编目界

较早开展了规范数据的关联数据化探索,在数据模

型、实体协调工具等方面都有较多成果;国内规范数

据的关联数据化实践还较为薄弱,只有上图将其名

称规范数据重新进行了关联数据化转换.此外,相
关学者以中文名称的关联数据化转换和链接为研究

对象,利用 Wikidata进行名称规范数据的增强,但
在 Wikidata中如何与其他社区进行协作身份管理

工作,还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５．２　未来展望

国内外关于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的转型研究整

体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来看,业界还缺乏对规范控

制转型的统一认知,对于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转型

的必要性、内涵等问题的认识还较为模糊,还有很多

未知领域需要进一步研究.针对上述共性和差异性

问题,本文认为未来研究需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以推

进理论研究与学术实践的良性互动.
(１)完善指导转型的理论体系

规范控制是图书馆学对知识组织最为独特和经

典的贡献.对传统规范控制到身份管理转型的问题

进行系统化、规范化理论研究,对于丰富编目理论内

涵和外延,指导转型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研究

需要进一步厘清名称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转型的理

论逻辑和方法体系.首先,明确名称规范控制到身

份管理的转型机理,确定名称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

转型的理论逻辑.其次,开展协作化身份管理理论

研究.部分图书馆在 MARC记录中融入了外部标

识符,代表传统规范控制与身份管理的初步融合,但
对于图书馆如何扩大社区协作,开展基于外部标识

符系统的身份管理研究,还缺乏实施路径或者方法

等应用理论的探讨.
(２)构建支撑转型的标准规范

国际编目界标准规范已部分完成由名称标目向

实体/身份管理的转型和修订,但尚有诸多标准规则

问题需进一步结合理论和实践研究确定.首先,指
导规范控制工作的标准,还主要是围绕“规范检索

点”或者“标目”为中心构建的“标目法”标准体系,需
要加快研发和修订步伐.其次,在协作化身份管理

理论的指导下开展支撑转型的标准规范问题的研

究,包括身份管理数据模型和编目规则等问题的

探索.
(３)探索实施转型的方法论

在协作化身份管理理论的指导下,探索名称规

范控制向身份管理的实现路径,是转型实施的关键

环节.首先,基于对传统规范控制的发展现状和未

来协作化身份管理需求的分析,借鉴国外典型的项

目转型实践个案,提出未来名称规范控制到身份管

理转型的路径和模式;其次,以中文实体为实证对

象,针对我国规范控制到身份管理转型面临的具体

问题,提出相应的转型方案和对策,实现对中国学者

和机构团体等的数字身份管理,有效支持学术交流

和评价,并提高其在国际范围内的显示度和影响力.
总之,未来需要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识别数智时代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转型的内在机

理,研究支撑转型的相关标准规范,深入剖析支撑转

型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以期为我国名称规

范控制向身份管理的转型提供方法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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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StatusontheTransformationfromNameAuthority
ControltoIdentityManagementatHomeandAbroad

ChenChen　LiuYan

Abstract:Thelibrarycatalogingcommunityisinthecriticalperiodoftransformationfromtraditional
authoritycontroltoidentitymanagement．Theanalysisoftransformationtheoreticalresearchandpractical
progressathomeandabroadwilllaythefoundationforfurtherresearchofthetheoreticalissuesandmethＧ
odsoftransformation．Inthispaper,variousprofessionaldatabasesandInternetsearchenginesareusedas
dataretrievalaccess,andcontentanalysismethodisusedtosystematicallysummarizetheresearchand
practiceissuesonthetransformationfromnameauthoritycontroltoidentitymanagement．Researchshows
thatforeignanddomesticresearchbothfocusonthetransformationtrendfromnameheadingtouniqueiＧ
dentifier,thelinkeddatatransformationandlinkingoftheauthoritydata．Foreigncountrieshavecarried
outsystematicexplorationandresearchontheintegrationofbibliographic/authorityrecordsandexternal
identifiers,aswellasthepracticeofnameauthoritycontrolbasedonexternalidentifiers,whiledomestic
researchisstillintheoverviewofexternalidentifiersystems,andthereisstillalackofexplorationand
practiceofidentitymanagementforChineseagententities．Futureresearchneedstofurtherimprovethe
theoreticalsystemguidingtransformation,buildastandardsystemsupportingtransformation,andexplore
waystoimplement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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