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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题名著录和检索点为例，分析英语国家和德语国家RDA政策声明的内容与差异。通过比较显

示，RDA与AACR2相同的条款、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国家政策声明与AACR2相同的条款均占主要部分，而德语

国家与英语国家政策声明的差异明显。通过分析表明，RDA相较于AACR2增加的本地化选项，增加对非英美体

系国家或地区的适应度，提高其成为全球通用标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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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机构RDA政策声明及与AACR2条款

比较分析
——以题名著录与检索点为例

《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Anglo-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2nd edition，AACR2）无论从编制

初衷还是有价值的修订，针对的都是英语国家[1]，而《资

源描述与检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RDA）作为AACR2更新版本的编目规则，其目标之一是

实现国际化，条款设置既考虑了国际范围应用的需求，

也提供了多种本地化选项[2]。RDA打破英语国家局限，

力图实现适合世界各国的编目需求，促使非英语国家积

极尝试接受。德国成为继RDA编制国外，最早宣布加入

RDA修订计划和实施RDA的唯一非英语国家[3]。

由于不同国家的编目实践存在差异，为适应各自需

求，RDA设计了丰富的本地化选项供编目机构选择。不

同的选择体现出各机构编目实践或编目规则的差异。

政策声明的制定便于本地化选择，从而更适应本地的

编目实践，确保编目的一致性。

目前发布在RDA工具包网站上资源栏的政策声明

共有8个，涉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4个RDA编

制国，还有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以下简称德奥瑞）3个
德语国家，另外2个是瑞典和芬兰，以及1个音乐协会[4]。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CALIS）联机合作编目中心于2015

年5月在CALIS官网发布《CALIS联合目录外文编目

RDA政策声明》，声明同时发布在RDA工具包网站[5]。

中国国家图书馆也已完成外文编目的政策声明，并将出

版印刷版。各机构政策声明都在百条以上，虽然详简程

度不同，但制定目的、排列方式和使用方式一致[6]，需要

和RDA正文配套使用。

本文选取题名著录和检索点对不同国家机构的政

策声明内容进行对比，并与AACR2进行比对。题名是用

户查找、识别、选择、获取资源的核心元素，选取与题

名著录、检索点相关的政策声明进行比较分析，具有典

型代表意义。选取的5个机构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加拿大、德奥瑞，选择德语国家（德奥瑞）主要是

为分析RDA对非英语国家的适应度。

1 政策声明内容

RDA提供的本地化选项包括交替（在正文规定外

提供一种替代做法）、可选附加（针对正文规定说明可

补充的信息）、可选省略（针对正文规定说明可省略的

信息）、例外（对特定类型资源指定不同于正文规定的

做法）[2]。本文重点选取可选和交替规则的政策声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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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较，内容均依据RDA工具包网站于2017年10月发

布的最新版本[4，7]。

表1为依照编目实践顺序，汇总美国国会图书馆政

策声明（美国）、不列颠图书馆政策声明（英国）、加拿

大图书馆和档案馆政策声明（加拿大）、澳大利亚国

家图书馆政策声明（澳大利亚），及德语国家政策声明

（德奥瑞）5种政策声明内容，其中“采用”“不采用”

是针对交替/可选规则而言。

表 1 各国机构政策声明比较表

适用对象

题名首选信息源

题名首选信息源

正题名来源附注

题名语言文字

题名语言文字

（检索点）

作品题名文字不

同于创建数据

机构首选文字

题名中大小写、

标点符号、数字、

标志、缩写等元素

题名中的标点符号

题名变音符号

作品题名变音符号

首选题名首冠词

题名节略

不作为题名

的引导语

RDA
条款号

2.2.2.2

2.2.2.3

2.17.2.3

1.4（1）

1.4（2）

5.4

6.2.2.7

1.7.1（1）

1.7.1（2）

1.7.3

1.7.4

6.2.1.6

6.2.1.7

2.3.1.4

2.3.1.6

性  质

交替规则

交替规则

可选省略

可选附加

交替规则

交替规则

交替规则

交替规则

交替规则

交替规则

可选附加

可选附加

交替规则

可选省略

可选附加

正文条款概述

（一个或多个页、

叶、张或卡片/卡片

图像）题名页、张

或卡片/卡片图像

（动态图像）题

名帧或题名屏

非规定信息源，

编制附注

来源文字

来源文字

来源文字

音译题名

依1.7.2—1.7.9和

附录说明转录

依1.7.2—1.7.9和

附录说明转录

转录

转录

转录

包含首冠词

转录

不转录

交替/可选概述

缩微或计算机图

像，永久印制或固

定的可读标签

永久印制或固定

的可读标签

题名唯一时，

不编制附注

来源文字+音译

不能用来源文

字时音译

音译作为来源形

式的替代或补充

首选语言信息源中

众所周知的题名

创建机构的

本地规则

衍生自数字信息

源，接受无须修改

妨碍清晰表达时，

进行省略或修改

转录+按语言标

准用法添加

转录+按语言标

准用法添加

省略首冠词，除非

以该首冠词检索

不损失基本信息前

提下，节略冗长题名

不转录+变异题名

采用机构
所属国家

仅对直接获取

的电子资源采

用，包括美国、

英国、加拿大

德奥瑞

英国、德奥瑞

美国、英国、澳

大利亚、德奥瑞

美国、英国、

澳大利亚、加

拿大、德奥瑞

美国、英国、

澳大利亚、加

拿大、德奥瑞

美国、英国、澳

大利亚、德奥瑞

德奥瑞

美国、英国、澳

大利亚、德奥瑞

英国、澳大利

亚、德奥瑞

德奥瑞

德奥瑞、加拿大

法语采用

美国、英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

加拿大

英国、澳大

利亚、加拿

大、德奥瑞

不采用机构
所属国家*

澳大利亚、

德奥瑞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

加拿大

-

-

-

美国、英国、

澳大利亚

-

-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德奥瑞

美国、

澳大利亚

-

未声明机
构所属国家*

-

美国

-

-

-

-

-

 

-

-

美国

美国

美国

-

-

美国

编目员判
断的国家

-

英国

-

-

-

-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英国、

加拿大

英国、

加拿大

-

英国、

德奥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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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机构RDA政策声明及与AACR2条款比较分析——以题名著录与检索点为例高红

表1较全面地概括5种政策声明内容，直观地展现

英语国家和德语国家的操作差异。以下对一些编目规则

作简要概述。

（1）关于正题名来源附注，美国和澳大利亚政策

续表

构建共同责任

作品规范检索点

缺少总题名

不同个人、家族

或团体汇编作

品缺少总题名

不同个人、家族或

团体汇编作品缺少

总题名的检索点

未编辑的动态图像

资源自拟题名元素

无原文题名作品

自拟题名语言文字

识别两个及以上未

编号或未连续编

号作品组成部分

识别两个及以上

未编号或未连续

编号作品组成部

分的规范检索点

两部以上非全部特

定形式汇编作品

集成资源较早正

题名附注内容

多部分单行资源/

连续出版物较晚

正题名附注内容

6.27.1.3

2.3.2.9

6.2.2.11.2

6.27.1.4

2.3.2.11.3

6.2.2.6.2

2.3.2.11

6.2.2.9.2

6.27.2.3

6.2.2.10.3

2.3.7.3

2.3.8.3

交替规则

交替规则

交替规则

交替规则

交替规则

交替规则

交替规则

交替规则

交替规则

交替规则

交替规则

交替规则

主要责任的个人、家

族或团体规范检索

点+作品首选题名

记录各部分正题名

记录每个作品

首选题名

各部作品构建

单独的检索点

按在影片中顺序

出现的所有主要

元素自拟题名

自拟作品首选题名

使用与描述资源相

适应的语言和文字

记录每个组成部

分的首选题名

每个组成部分构

建规范检索点

记录每部作品

的首选题名

相对应的出版日期/

联机资源浏览日期

相对应的编号

或出版日期

所有创造者规范检

索点（被提及的顺

序）+作品首选题名

自拟总题名，各部

分题名作为相关载

体表现正题名记录

自拟描述性题名

自拟题名构建

规范检索点

作为相关载体表

现记录，对每个

镜头动作和长

度进行的描述

手稿首选题名，代

表收藏团体规范

检索点+“手稿”

著录机构语言文字

记录惯用总题名

“选集”

组成部分视为整

体，附加惯用总

题名“选集”

记录惯用总题名，

其后附以“选集”

变化较多时，编制

一个一般性附注

变化较多时，编制

一个一般性附注

-

-

澳大利亚、德奥

瑞（手稿例外）

   澳大利亚、

德奥瑞

-

-

美国、英国、加

拿大、德奥瑞

美国、英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

美国、英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

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

美国、英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

美国、英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

美国、英国、

加拿大、澳大

利亚、德奥瑞

美国、英国、

澳大利亚、加

拿大、德奥瑞

美国、英国、

加拿大

美国、英国

英国、加拿大

美国、英国、

加拿大、澳大

利亚、德奥瑞

澳大利亚

德奥瑞

德奥瑞

英国（单行资源

例外）、德奥瑞

德奥瑞

德奥瑞（多部

分单行资源）

-

-

-

-

  美国、

澳大利亚

-

-

-

-

-

-

-

-

-

-

加拿大

德奥瑞

-

-

-

-

-

-

-

注：“*”表示未声明，对于交替规则意味采用正文，对于可选规则意味编目员判断。

声明都将其定义为核心元素，因此这2个国家不采用交

替规则，即只要正题名不是取自规定的信息源，都需要

编制附注说明来源。

（2）作品题名文字不同于创建机构首选文字是

适用对象
RDA
条款号

性  质 正文条款概述 交替/可选概述
采用机构
所属国家

不采用机构
所属国家*

未声明机
构所属国家*

编目员判
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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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题名作为首选题名。对于规范检索点，美国和英国采

用交替规则，即自拟题名构建代表作品的规范检索点；

加拿大是由编目员判断。

（6）关于识别两个及以上未编号或未连续编号作

品组成部分首选题名/规范检索点的规则，美国、英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均采用交替规则，即记录惯用总题

名“选集”为首选题名或将组成部分视为整体，附加惯

用总题名“选集”，构建规范检索点。德奥瑞采用正文

规则，即记录每个组成部分的首选题名或为每个组成

部分构建规范检索点。

（7）关于两部以上非全部特定形式汇编作品规

则，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致采用交替规则，即记

录惯用总题名，题尾附“选集”字样。美国和加拿大还

另行规定，为第一部或主要作品提供规范检索点。英国

和德奥瑞采用正文规则，但英国对单行资源则采用交

替规则。

2 比较分析

2.1 RDA与AACR2条款异同分析

RDA作为AACR2的更新和替代版，分析两者的异

同，有助于理解各政策声明对可选或交替规则的选择

理由[9]（见表2）。

RDA的重要修订规则。正文规则是根据创建数据机构

选择的方案音译题名，提供交替规则：选择创建数据机

构首选择语言信息源中众所周知的题名或题名形式作

为作品的首选题名。美国声明此交替规则适用于1501年
前创作的非希腊和拉丁文的匿名作品，如有则选择英文

题名。德奥瑞声明原文为拉丁文的作品采用交替规则。

而对于中文资源来说，该修订规则为统一题名所用语

言的争议提供了很好的思考方向[8]。

（3）关于题名/作品题名中出现的变音符号，正文规

定转录变音符号，提供可选附加规则：依据数据所用语言

的标准用法，添加信息源上未出现的变音符号。德语和法

语均有重音类的变音符号，因此德奥瑞采用可选附加。加

拿大针对法语资源采用，其他语种由编目员判断。

（4）关于首选题名首冠词，德奥瑞与其他4个国

家完全不同。德奥瑞采用正文规则，即当记录首选题名

时，如果出现首冠词，则应包含在首选题名内；美国、英

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采用交替规则，即首选题名省略

首冠词，除非作品题名以该冠词检索（如以人名和地名

起首的题名）。

（5）关于不同个人、家族或团体汇编作品缺少总

题名的首选题名/规范检索点规则。澳大利亚和德奥瑞

均采用正文规则，即记录每个作品的首选题名或为每

部作品构建单独的检索点。对于首选题名，美国、英国

和加拿大采用交替规则，即为汇编作品自拟一个描述

表 2 RDA与AACR2比较

结  果

可选/交替规则与AACR2完全相同

可选/交替规则与AACR2部分相同

RDA正文与AACR2完全相同

RDA正文与AACR2部分相同

正文与可选/交替从AACR2条款分解而来

RDA条款号

1.7.3，1.7.4，2.3.1.4，2.3.7.3，2.3.8.3，6.2.1.6，6.2.1.7

6.2.2.9.2，6.2.2.10.3，6.27.2.3

1.7.1（1），1.7.1（2），2.3.1.6，2.17.2.3

2.3.2.9，2.3.2.11，6.2.2.11.2，6.27.1.3，6.27.1.4

1.4（1），1.4（2），2.2.2.2，2.2.2.3，2.3.2.11.3，5.4，6.2.2.6.2，6.2.2.7

数量/个

7

3

4

5

8

占  比

25.93%

11.11%

14.81%

18.52%

29.63%

2.1.1 RDA与AACR2完全相同

可选 /交替规则与AACR2完全相同、RDA正文与

AACR2完全相同、正文与可选/交替规则从AACR2条款

分解而来，这三项体现了RDA与AACR2的一致性，涉及

19个条款，14个条款集中在RDA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

章，记录载体表现和单件的属性。从编目实践看，这些规

则属于描述部分，说明在题名描述方面，RDA和AACR2
差异不大，均如实转录资源本身呈现的形式。RDA的可

选/交替规则是在AACR2的基础上，增加更灵活的处理

选项。

2.1.2 RDA与AACR2部分相同

RDA与AACR2的差异性体现在RDA正文与AACR2
部分相同、可选/交替规则与AACR2部分相同，涉及条

款8个。从编目实践看，改变的条款属于检索点和规范

检索点部分。RDA相较AACR2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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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两点。

（1）RDA规则更加细化。RDA正文与AACR2部
分相同的规则有5个，涉及无总题名资源自拟题名的规

则。缺少总题名资源规则，对应AACR2条款1.1G中两

者相同的部分。对缺少总题名的资源综合著录，按照这

些题名在主要信息源中出现次序，或作品在文献中的

次序，转录各个作品的题名。不同之处体现在AACR2
将资源区分为有主要作品和无主要作品的情况分别处

理，如果有主要作品，将主要作品的题名作为正题名，

其余作品的题名著录在内容附注；对于无主要作品的

资源处理方式与RDA一致。RDA的规则更注重对每部

作品的揭示，不分内容主次。

自拟题名语言文字的规则，对应A ACR 2条款中

1.1B7。对找不到题名来源的作品，编目机构需自拟一个

描述性题名，不同之处在于RDA更进一步对描述性题

名的语种作出规定。

关于识别两个及以上未编号或未连续编号作品组

成部分首选题名/规范检索点的规则，通常由“创作者+
作品题名”构成，若是不同个人、家族或团体的汇编作

品，则属于没有创作者，因此首选题名和规范检索点的

规则是一致的。对应同一个AACR2条款21.7C和RDA一
致的是都不自拟总题名，为汇编中的每部作品创建单

独检索点，不同之处是AACR2选择主要信息源中提到

的或适合文献的第一作品作为标目，而RDA为每部作

品创建单独检索点，其规则更加细化，有利于揭示汇编

中每一部作品。

构建共同责任作品规范检索点，对应AACR2条款

21.6，一致的规定是对于负有共同责任的创作作品，创

建对作品负有主要责任的个人、家族或团体的规范检

索点。不同之处是RDA不区分责任者的多少，都选择

负有主要责任的个人、家族或团体的规范检索点，而

AACR2规定如果负有共同责任的个人、家族或团体超

过3个，则以题名标目。

（2）RDA取消“3的原则”。RDA可选 /交替规则

与AACR2部分相同的规则条款有3个，都是针对没有包

含所有作品汇编作品的规则，对应AACR2条款25.6B、
25.9和25.10。汇编作品一直是编目的难点，两者最大

的不同体现在RDA取消了AACR2条款中“3的原则”。

AACR2的规则只有当汇编作品中含3部及以上作品时，

才和RDA交替规则一致，记录惯用总题名“选集”。

RDA并没有针对汇编作品中单部作品的数量作特别限

定或规定，即适用对象都是“两部及以上”。

2.1.3 RDA的适应范围

RDA为作品题名提供了更多不同选择，正文是一种

可选规则，交替/可选是另一种可选规则。正文或交替/可
选与AACR2完全相同的部分说明RDA依然适应英美

体系编目习惯，部分相同的部分既体现RDA为实现目录

用户任务进行的改进，也体现了RDA为适应英美体系

外国家/地区的编目习惯所做的改变，说明RDA更加适

应全球不同国家/地区编目习惯，也符合其提出的成为

全球编目规则的目标。

2.2 英美体系RDA政策声明与AACR2条款

的关系分析

比较英美体系政策声明与A ACR 2的关系，分析

RDA对AACR2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为后续分析RDA是

否适应英美体系外国家/地区的编目习惯提供基础。

从表1可知，4个RDA编制国的政策声明基本一致，

只在少数情况下针对特定资源时有少数差异，这符合

不列颠图书馆政策声明第0章的说明：在可能的情况

下，编制国的4个国家图书馆在记录中应用哪些交替、

可选增加、可选省略上达成一致意见[10]。因此，以美国

为代表分析英美体系国家政策声明与AACR2条款的关

系是有代表性的，也能说明编目规则在内容上的延续和

细化。

从表3可见，美国国会图书馆政策声明与AACR2
完全一致的规则20个，达到74.1%，由此可以说明，美国

国会图书馆政策声明作为英美体系的代表，其编目规

则大部分是延续继承的。其余7个规则中有3个是可选

附加规则，美国未作出明确规定，即在编目实践中由编

目员自行判断，另外4个交替规则虽然和AACR2处理方

式不同，但并非与AACR2背道而驰，而是将规则进一

步细化，使描述或检索点更加客观，符合资源特征。

2.3 德语国家与英美体系RDA政策声明差

异分析

比较德语国家与英美体系政策声明的差异，既体现

德语国家对AACR2的不适应，也说明RDA国际化进程

为德语国家选用RDA提供可行性。从政策声明看，德语

国家与英美体系编目实践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3点。

（1）关于变音符号的可选择附加规则。变音符号

各国机构RDA政策声明及与AACR2条款比较分析——以题名著录与检索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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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语和法语的识别非常重要，因此对于德语国家

而言，这是必须要采用的附加规则，即信息源上未出现

的变音符号应依数据所用语言的标准用法添加。加拿

大针对法语资源也采用此可选附加规则，显示RDA增

加此规则的必要性。

（2）关于首冠词的交替规则。原先沿用自AACR2
的正式条款“省略首冠词，除非统一题名应以该首冠词

排列”变成交替规则。4个英语编制国依然沿用AACR2
的做法，采用交替规则；德语国家采用正文规则，即当

记录首选题名时，如果出现首冠词，则应包含在内。保

留首冠词是德国最先提出的修订建议，反映欧洲非英

语国家的普遍做法，RDA最终采纳德国的修订建议，

将沿用AACR2的原规定改为交替规则，彰显了RDA走

向国际化的决心[11]。

（3）针对不包含全部汇编作品的交替规则。4个英

语编制国都采用交替规则，记录惯用总题名“选集”。

德语国家对多个部分单行资源的层次描述有悠久的传

统，因此直接采用正文规则，即记录每个组成部分的首

选题名或为每个部分构建规范检索点。

从表1和表2可见，德语国家与英美体系国家规则的

差异明显，不同选择的政策声明有18个。美国国会图书

馆政策声明与AACR2一致的规则有14个，即德语国家

在与题名相关的政策声明中有78%与AACR2不同，说

明德语国家的编目习惯不适用AACR2，德语国家采用

AACR2将是一项重大的挑战[12]，而RDA提供更多选择

给非英美体系的编目国家。如关于变音符号，以及对多

个部分单行资源的层次描述，为解决对不同类型资源的

描述，RDA提供全面、分析和分级3种描述资源方法[12]。

9个相同选择的政策声明中有6项规则，美国国会图书馆

政策声明与AACR2一致，说明在协作环境下描述资源

的一致性[12]。

3 结语

从编目规则到元数据标准，R DA致力于成为国

际通行标准。对于英语国家，虽然R DA编制体例和

AACR2完全不同，但规则内容存在继承或发展，英语

国家均能顺利适应；对于非英美体系国家，由于RDA
提供许多本地化选项，增加对非英语国家/地区编目习

惯的适应性，打开了全球应用的大门。

对于中文资源而言，RDA本地化选项同样提供实

施思路。如关于作品题名文字不同于创建机构首选文

字的重要修订，就是符合中文编目习惯的规则。随着

RDA正文规则的不断修订，越来越多的规则更加适应

中文资源编目习惯。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源

描述与检索》的中文化及其应用研究”提出的修订建议

中[8]，关于连续出版物主要变化的规则，RDA正文规则

修订后分为两种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将正文切分为单词

的语言和文字及不能将正文切分为单词的语言和文字，

后者解决了中文题名哪些属于“主要变化”的问题。我

国编目界应积极参与RDA修订，提出适合中文编目的建

议和意见，使中文资源尽早实现RDA编目，促进编目规

则全球一体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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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词表作为一种有效的知识组织工具，在网络环境下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常春研究馆员及其项目研究团队，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的编制模式与应用方式

研究”（10BTQ048），对这一课题开展研究，并于完成《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编制与发展》。

该著作主要论述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的编制、维护与应用的理论和方法。编制方法包括网络环境下总

体策略、总体形态、选词方法、词间关系建立方法、编制管理机制、维护方式方法等；应用研究包括网络

环境下相关技术的突破给叙词表带来的各类新的应用方式，从术语服务、多语种翻译、概念组配、知识

单元、概念映射、国外应用等多个方面，阐述了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的发展方向。最后按年代顺序介绍了国

内历年编制的、可查阅的重要中文叙词表，理、工、农、医四大领域20多个可从网络上在线获取的英文叙

词表。该书可供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相关专业人员参考使用。

《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编制与发展》于2015年4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定价38.00元。

《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编制与发展》

各国机构RDA政策声明及与AACR2条款比较分析——以题名著录与检索点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