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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与检索》（RDA）代表着编目领域的最新进展，得到国际范围的关注。无论我国是否打算采用RDA，都有必要深

入分析RDA与中文编目实践的异同，考察其对中文编目的适用性，为我们的决策打下理性而坚实的基础。

“《资源描述与检索》的中文化及其应用研究”是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RDA的中文化”，指采用RDA描述与检索中

文资源的适应性。本课题无意囊括RDA在中国应用的所有问题，只专注于RDA本身，不涉及是否应当采用RDA、是直接使用还

是据此编制本国编目规则等判断。或者说，只针对如果解决了相关的社会经济、信息技术等方面的问题，我们要采用RDA的话，会

有哪些编目规则或编目实践方面的障碍需要解决，以及在中文编目环境中，作为工具如何更好地利用RDA。

了解RDA对中文资源的适应性，或者说与我国编目实践的兼容性是问题的关键。在资源描述与检索领域，有哪些“中国特

色”，是否需要坚持、可否纳入RDA框架，这是我国应用RDA的基本前提。编目原则是共通的，而编目实践也是有差异的。RDA是

否能适应我国、特别是中文资源？可否充分利用RDA的国际化与本地化设计？是否需要对RDA作某些修订或补充？这些都需要细

致地研究与分析。

 RDA中文化是一个很宏大的工程，需要集全国编目专家之力才能完成，本课题只是一种探索与尝试。我们选择部分文献类型

进行规则上的对照，不足以总结出所有编目方面的中国实践特点，但我们提出了一种处理方式，意在揭示出资源描述与检索中的中

国特色。

本课题研究内容包括基础和应用两大部分。

一、基础部分，研究RDA与中国编目实践的适应性。

从描述（著录）与检索两方面，对RDA与《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进行对比。以对比结果为基础，总结出适应中文的

RDA修订建议，并建立本地应用政策。这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方面，解决RDA作为编目规则，与中国编目实践的融合匹配度问

题，主要考察RDA与中文编目规则的兼容性、应用于中国文献编目的适应性、融入中国编目实践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基础部分研究表明，在RDA的框架下对其提出若干修订、制订本地化政策后，RDA可以适用中文资源。

二、应用部分，中文编目应用RDA的操作问题。

首先是中文编目所用的CNMARC格式部分。为更好发挥RDA的作用，MARC21作了一系列更新，对于CNMARC，也需分析

要作哪些必要的更新。同时为方便用CNMARC编目时查询相应的RDA规则，制作CNMARC与RDA的对照表必不可少。

为帮助理解与掌握RDA，直观展示《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RDA的异同，课题组选择了部分类型文献，编制中文工作流程；

另外采用《中国文献编目规则》所附著录样例，分别按照两种规则以CNMARC进行编目。由于规范记录的编制在国内并未普遍，

本课题只对CNMARC书目格式做了相应的研究与对照。

其次针对RDA中文版资源。RDA目前有印刷版和联机版，未来还会推出电子书等其他类型版本，联机版和电子书等电子版可

以结合相关资源，将是利用RDA的主要途径。设计RDA电子版对中文编目参考资源的强化，对中文电子版提出定制建议，可以为中

文编目提供更好的辅助。

本专题的五篇文章，为课题报告的部分内容。

1


	
D’Ïð�À"�—-⁄�Êvﬂ(�v¥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