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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出版潮流以及用户需求变革的双重驱动下，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NSTL）无论是源头的资源建设模式还是终端用户的服务需求都发生较大变化，亟待面向新

的业务发展目标构建一体化的元数据管理模式。在NSTL总体业务流程重组再造中，NSTL元数据管理的主要目

标在于对资源品种、卷期以及文摘元数据进行规范集成，并形成名称规范库，同时支持服务过程中的资源调度计

算。基于上述目标，本文对NSTL元数据一体化管理核心流程以及多源异构元数据质量控制策略进行分析，并以

NSTL元数据管理系统为例，论述元数据一体化管理的具体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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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NSTL）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基

于统一的资源采集规划、分布式数据加工、集中的网络

系统以及协同服务原则，已经建立起相对稳定的业务

流程，形成以资源建设、数据加工、网络系统、文献服

务为主要单元的组织结构，协调各成员单位共同开展

国家科技文献保障工作。但是，面对当前不断发展变化

的科技信息环境，特别是文献资源数字化以及资源开

放性不断增强，NSTL亟待对原有基于印本文献的采集

加工和服务的业务布局和流程进行优化，从文献服务

向知识服务方向转变，以适应数字业务环境变化和用

户对知识服务的需求[1]。文献元数据是关于文献资源在

品种（如期刊品种、会议）、实体（如期刊卷期、会议论

文集）以及论文层级的描述性信息，在以印本为主的资

源建设时期，文献元数据主要是指通过编目形成的书

目数据。随着文献资源出版方式多样化，元数据的采集

获取方式也呈现出多源化趋势，因此在NSTL业务流程

再造过程中，需要通过元数据一体化管理，实现对多来

源、多载体、多类型文献的统一管理，为海量文献资源

的深化利用奠定数据基础。

1  NSTL资源建设模式变革对元数据管
理的要求

在数字出版潮流以及用户需求变革的双重驱动下，

NSTL无论是源头的资源建设模式还是终端用户的服务

需求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依托传统编目、实物登到对元

数据进行管理的弊端逐渐显现，因此亟待面向新的业

务发展目标构建一体化的元数据管理模式。

1.1  采集对象拓展驱动元数据对象多元化

为践行国家科技文献保障使命，NSTL在建设之初

即已形成以外文印本资源为主体的资源保障模式，资源

类型涉及期刊、会议录、科技报告、科技丛书等多种类

型。近年来，每年外文印本期刊订购量仍然维持在1.7万
种。但是，随着数字出版趋势越发明显，完全依托印本

资源引进已难以满足科研人员的信息需求，因此NSTL
逐渐加大了电子资源引进力度，通过全国陆续开通电子

资源、开放资源建设等方式，拓宽文献资源采集获取渠

道，由此形成立体化资源保障体系。

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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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印本为主体的资源建设时期，编目业务在资源

管理揭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NSTL书目

元数据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来源。但是随着科技文献资

源来源渠道多样化，书目元数据不再局限于通过编目

产生，视频、课件等非传统科技信息资源也难以完全用

MARC进行描述，因此原本线性化的书目元数据管理

方式亟待转变。

1.2  揭示途径扩充驱动元数据处理流程化

同样是基于印本文献资源，出于数据质量优化和

版权管理的考虑，NSTL长期通过“自主编目+加工”方

式进行资源的组织揭示。但是在立体化资源模式牵引

下，资源揭示方式也正在向多来源采集方向转变。从

2014年起，NSTL开始陆续与科睿唯安、爱思唯尔、施

普林格•自然等国外知名数据库商、集成商以及出版社

合作，直接获取XML格式的论文元数据。目前，NSTL
元数据合作渠道达到20余家，累计采集超过1亿条论文

元数据。此外，为了突破商业资源发现服务中存在的馆

藏壁垒，NSTL在2020年启动“国家外文科技期刊联合

目录”建设，目前已与上海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CALIS管理中心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

研究所/图书馆等达成合作。

无论是从其他机构通过免费或少量付费方式获取

的论文元数据，还是通过合作共享而来的馆藏数据（包

括书目数据和登到数据），都需要通过依次从品种、卷

期（册）、论文层层挂接对应，形成相互关联统一的资

源整体。从外部引进元数据，同时囊括了书目、卷期以

及论文层级的描述信息，元数据管理成为多来源元数

据采集的管理入口，与以往数据管理业务相比，需要增

加对论文元数据的清洗归并等流程，为元数据后期的

融合计算奠定规范的数据基础。

1.3  服务目标提升驱动元数据管理标准化

无论是立体化资源保障，还是多来源论文元数据

以及馆藏元数据的合作引进，其最终目的在于构建资

源发现服务，最大程度地保障科研用户对资源的发现

与全文获取。基于大元数据体系，NSTL将在数据、资

源以及知识层面构建多层次服务体系。但是，海量多

源异构数据融合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数据格式标准化

问题。因此，NSTL在2017年推出《NSTL统一文献元

数据标准》，该标准在充分借鉴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倡议

（Dublin Core Metadata Initiative，DCMI）、主流文

献服务商的数据标准和ANSI/NISO Z39.96等基础上

形成，为NSTL数据集成融合、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

以及不同应用服务系统间的互操作建立统一的数据描

述体系[2]。

目前，NSTL各个业务系统均以《NSTL统一文献

元数据标准》为基础进行数据描述、交换和互操作，以

XML为编码语言，因此原有基于MARC的书目数据需

要进行相应的扩展和转换，以适应NSTL整体业务流程

的变革。

2  NSTL元数据一体化管理框架

面对当前不断发展变化的信息环境，NSTL从资源

建设到数据加工，再到用户服务模式都做出了诸多改

变，着力从文献服务向知识服务方向拓展。元数据一体

化管理作为NSTL业务流程再造的重要环节，对多来源

论文数据的规范管理及其深化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2.1  NSTL总体业务布局

NSTL业务流程再造的总体目标在于建立支持知识

化服务的业务布局和流程，总体业务框架见图1。在新

的业务布局中，NSTL着重加强了业务模块的整体化建

设，主要体现在内部业务资源建设、数据管理以及面向

用户的系统服务。

2.1.1  立体化信息资源建设

在商业出版、开放获取等科技信息资源出版传播模

式的共同影响下，NSTL资源建设对象从印本资源扩展

到电子资源、开放资源乃至第三方数据资源，购买不再

是资源建设的唯一途径，资源的采集和合作共享成为

开放环境中资源建设的重点，亟待通过强化资源发现、

评估、采集（合作获取）来扩大资源获取范围。

从业务层面而言，对资源建设流程的再造重点具

体包括：资源类型扩展，同时涵盖传统类型文献和新型

数据资源等；从文献订购管理向采集渠道管理扩展，按

照资源获取渠道，可以分为订购管理和采集共享管理；

强化资源版权属性和过程文档管理，以确定各类资源

的具体服务方式和服务对象。

NSTL元数据一体化管理研究丁遒劲，王星，李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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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关联化文献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包括文献元数据和非文献元数据等各类

元数据的管理，根据NSTL数据管理业务现状，文献数

据管理划分为书目数据管理、文摘元数据加工集成、

元数据增值计算和主题标引[3]。其中，书目数据管理是

对各来源资源进行编目以及名称规范，涉及NSTL订购

或合作获取的印本文献、开放资源和数字资源。同时，

从书目数据集成库析出的调度信息将融入NSTL发现

系统的资源调度知识库。此外，文摘元数据加工集成的

重点在于自主加工处理包括引文数据在内的文摘元数

据，并与经元数据管理系统处理的第三方元数据进行

关联挂接，形成统一的文摘元数据集成库。

2.1.3  智能化系统服务增强

NSTL用户服务系统的建设将以知识发现为目标，

以知识与知识、数据与数据、用户与用户、知识（数据）

与用户之间的关联、计算与聚合为基础，构建NSTL知
识发现系统。该系统在资源端能够对多载体、多类型、

多来源资源进行统一集成揭示，通过知识组织与关联

揭示实现资源增值。在服务端，系统支持用户元数据快

速搜索发现与排序，并通过统一认证与分级服务，实现

资源统一配置与调度，基于增值数据与关联计算结果，

帮助用户发现相关的资源和服务。

2.2  元数据管理在NSTL业务流程中的功能
定位

元数据管理介于资源建设和数据管理两大业务模

块，它既需要对从第三方采集获取的论文元数据进行

规范处理，又要从中析出品种和卷期信息，与编目数据

融合形成书目数据集成库，支持后续文摘元数据融合

以及资源调度计算，元数据的具体管理思路见图2。

2.2.1  实现多来源、多层级元数据规范集成

元数据管理对象同时涵盖论文元数据、馆藏信息

以及书目数据。在论文元数据层面，元数据管理需要对

从第三方获取的论文元数据进行格式转换与校验、人

工质检与规范、品种挂接和卷期规范等，向数据加工模

块流转规范化的论文元数据；在实体馆藏层面，元数据

管理需要做好第三方图书馆OPAC数据与NSTL本地馆

藏数据的融合处理；在品种层面，联合编目系统除了继

续做好原有印本文献编目外，还需加强对开放资源和

E-only资源的编目，同时扩展对于非析出文献的增强编

目，形成多来源元数据获取、规范以及匹配融合机制。

2.2.2  构建覆盖各类资源的实体名称规范库

基于NSTL自有馆藏资源以及从第三方获取的论文

元数据以及馆藏信息，书目数据集成库将基本覆盖各

图1  NSTL总体业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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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主流科技文献资源，各类资源在历史沿革、名称规范

方面存在诸多交叉重复，需要构建统一的实体名称规

范库。根据NSTL资源建设现状，实体名称规范库主要

包括期刊名称规范库以及会议名称规范库。期刊名称

规范库能够显示期刊关停并转等历史沿革关系，会议

名称规范库能够显示会议举办的历史变化情况。实体

名称规范库作为一项基础工具，它对支持元数据的高

效融合，在服务系统中实现资源的精准导航具有重要

作用。

2.2.3  基于资源多元属性支持服务调度计算

文献资源属性包含多个方面，除了题名、摘要等偏

重内容的描述性信息外，不同来源渠道元数据的版权

特征也是影响文献资源与用户契合度的关键因素。一

般而言，图书馆的元数据主要是对其纸质馆藏的描述，

因此对应的全文服务方式以纸质馆藏借阅和文献传递

为主，存在服务时效滞后问题，但是用户受众面较广。

除了开放获取资源可以直接访问全文外，学术出版商等

来源元数据描述的一般为电子订阅资源，只有处于特

定IP范围内的用户才能访问全文。元数据同时包含资源

描述信息和渠道信息，因此能够有效支持资源调度知

识库对资源对象、服务主体以及用户的匹配关联，从而

在最大程度上为用户提供情景敏感的服务。

2.3  NSTL元数据一体化管理核心流程

元数据集成管理系统实现了为下游NSTL大数据

平台提供经校验转换、质检规范后的论文元数据，为

NSTL资源发现系统提供多馆藏书目集成数据、多馆藏

卷期集成数据、物理馆藏信息数据和数据库品种信息

等，支持服务系统的资源发现功能，主要工作流程包括

数据预处理、书目元数据归并集成以及实体名称规范

库构建。

2.3.1  第三方元数据预处理

针对NSTL通过合作共享获取的20余家外部机构

论文元数据，NSTL以《NSTL统一文献元数据标准》作

为统一标准规范，来统一各类型资源的描述格式，建立

对不同格式、不同类型的元数据进行统一规范控制的

方法和策略，构建完备一致的多来源元数据规范模型，

促进多条薄元数据整合为单条厚元数据。在同一标准

规范基础上，多源异构的论文元数据将经过格式验证

与转换、查重、质检等形成统一的元数据资源。

图2  NSTL元数据管理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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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L元数据一体化管理研究丁遒劲，王星，李芳菊



2021年第7期（总第206期）22

2.3.2  书目元数据归并集成

对于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书目数据建立归一规则

库及冲突发现机制，利用规则最大程度自动化合并多条

重复书目数据，减少人工操作，保证多条重复书目数据

记录聚合归并为一条记录，形成多来源书目数据集成

数据库[4]。同时，需要完整存储和分析存在冲突的数据

记录，采用机器学习与人工结合的方法解决数据冲突，

并对多来源书目数据聚合时通过遴选与测评基准数据

源建立归一规则，使不同来源的书目数据能够相互补

充，为资源发现系统提供全面、准确的书目数据。

2.3.3  实体名称规范库构建

针对第三方元数据预处理结果，对规范书目信息

进行管理并形成NSTL实体名称规范库，以“品种”为

单位，汇聚同一资源名称的不同表达形式，梳理资源间

的有效关联关系，逐步形成覆盖各类文献资源的NSTL
实体名称规范库，在规范名称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卷

期规范库，支撑NSTL资源融合与知识服务。

3  多源异构元数据质量控制策略

各来源原始数据遵循标准格式不同、元数据薄厚

程度不一，甚至存在数据内容错误等情况，因此需要对

各渠道的元数据进行分门别类地管理，涉及多来源元

数据格式解析与验证、格式统一映射与转换、相似度计

算以及数据增强等多个环节[5]。例如，期刊论文元数据

质量控制策略如图3所示。

图3  期刊论文元数据质量控制[5]

OA

3.1  基于来源元数据格式的解析与验证

网络通信过程中需要传输数据，常用的数据格式有

两种，即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和XML。
在NSTL目前已有元数据合作的来源中，多数出版社使

用XML格式提供元数据。由于不同来源元数据遵循的

标准不一，其对应元数据文件的逻辑结构、文件构成的

元素、元素的属性以及元素和元素属性的关系存在差

异。因此，来源元数据遵循标准对应的XML Schema或
DTD文件，作为XML文档结构的定义和描述，是元数

据管理主体对获取元数据进行格式解析和验证的主要

依据。

根据来源元数据标准对应XML Schema或DTD文

件，元数据管理方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来源元数据标

记符的语法规则，并构建专门的元数据解析器。在加

载XML文件路径及XML文件基础上，元数据解析器

获取数据文件中的相关元素并进行解析。同时，XML 
Schema或DTD文件作为数据结构说明文件也是验证

数据文件元素、属性是否完整和准确的重要工具，解析

后的元数据还需要经过XML Schema格式校验，以确

保获取元数据符合来源元数据标准，这是元数据管理

主体对获取元数据最基本的质量要求。

3.2  基于映射转换规则的元数据格式统一

数据标准化是对多源异构元数据同构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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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元数据标准对不同来源数据进行格式转换，

有利于元数据规范和交换。根据来源元数据标准与核

心元数据标准间的映射转换规则，对格式校验合格的

元数据进行字段映射和格式转换，能够使所有元数据

按照统一的标准格式描述资源。需要注意的是，原始格

式数据仍然需要保留，以便后期溯源。此外，在元数据

格式转换和标准化过程中，需要对每篇文献相关期刊、

作者、基金项目等科研实体赋予唯一标识符，以作为后

续抽取科研实体和回溯的管理依据。

目前，除大型学术出版商和二次文献提供商使用

自定义元数据规范外，多数学术出版商仍是遵循JATS
标准加工元数据。NSTL以《统一文献元数据标准》为

中心标准，基于各元数据来源提供遵循标准的XML 
Schema或DTD文件，形成元数据标准之间的映射转换

规则，实现各来源元数据在形式上的统一。

3.3  基于机器学习的元数据相似度计算

对同一数据渠道来源数据的重复情况，需要制定

一系列规则进行查重，识别重复数据。与传统通过人工

对核心字段设置权重的查重方式不同，利用各类机器

学习算法进行数据查重，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提升元数

据相似度的计算效率。具体而言，通过输入数据重复样

本，利用神经网络分类算法，生成判断数据重复的数学

模型，进而对存量数据以及增量数据进行分类。对于神

经网络的输入层，输入数据分别为标题、摘要、作者、

关键词、作者机构等参数。对于标题、作者、关键词和

作者机构等非常短的文本，可以延续系统之前使用的

编辑距离来确定字段之间的相似度；对于摘要，可以通

过SimHash算法来判别摘要的相似度。

以期刊论文为例，期刊自上而下包含期刊品种、卷

期和论文3个层面，相应的查重规则也应该从上述3个
层面依次展开。在品种层级，通过期刊名称、ISSN、出

版机构等信息，利用机器算法自动筛选出疑似重复的

品种，根据机器筛选的结果进行人工比对。对重复资源

在品种层面进行合并、编辑，对不重复而相似资源进行

人工标记，用于再次排查疑似重复的参考。在卷期层

级，需要对卷期信息以及卷期下设论文进行查重，以判

断是否为重复卷期。在论文层级，依据DOI、论文题名、

起始页码、总页数等对同一品种、同一卷期下论文元数

据进行查重。机器自动查重结束后，为保证结果的准确

性，仍需要以人工方式再次进行比较判断，确定是否为

同一论文元数据并进行冲突解决。

3.4  基于逻辑验证的元数据增强

除格式规范性外，作者与机构的对应关系、关键词

拆分准确性、元数据内容与来源网页内容相符性等内容

层面的数据质量问题也需要重视。因此，为了进一步确

保元数据质量，提升元数据在后期服务中的可用性，对

符合来源元数据标准的元数据需要进行逻辑验证（部

分逻辑验证规则见表1）和媒介对象损坏验证，任何一

步验证失败的数据都将被系统退回，经过机器和人工

修正后再次进行校验，直至完全通过校验。例如，施普

林格•自然姊妹公司Digital Science开发的科研创新引

擎Dimensions主要是基于自定义的元数据标准，对各

来源数据补充额外的元数据字段以及元数据信息，以

及深度标引实现全文层级的出版信息元数据增强。

表1  元数据逻辑验证规则示例

长度验证

有效性验证

格式验证

必备性验证

长度验证

长度验证

必备性验证

长度验证

有效性验证

长度验证

长度验证

对应性验证

长度验证

长度验证

必备性验证

长度验证

小于70

“10.”开头

8位阿拉伯数字，最后一位可为x，

前4位与后4位之间可有“-”

不为空

等于4

不大于25

不为空

1~450

筛查出包含front cover或table of 

content或blank page的字符串

大于30

2~5 000

作者与机构存在对应关系

大于2

小于50

不为空

3~160

DOI

ISSN和

EISSN

出版年

卷号和期号

题名

摘要

作者

作者机构

页码

刊名

字段名称 规则类型 规则说明

数据逻辑验证一般可通过程序自动实现，例如

PubMed Central的在线校验工具可基于自身设定的规

则对数据进行验证，对与规范不符的元数据发出警告

或报错[6]。随着元数据来源的不断增加，数据逻辑验证

规则并非固定不变，在日常自动校验外还需要继续采

用人工质检方法，按照一定比例对数据进行人工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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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质检结果结合自动验证结果作为有监督学习训

练集，定期进行最优模型训练。其中，预警模型用来检

验和优化数据逻辑验证规则的合理性，预测模型用来

评估各渠道元数据质量，以支持确定服务利用的优先

顺序。

4  NSTL元数据管理系统建设实践

2019年，NSTL基于自身业务流程再造需要，开始

设计开发元数据管理系统。目前，该系统已初步完成开

发，并实际应用于NSTL业务中。

4.1  系统结构

NSTL元数据管理系统覆盖数据采集获取、格式校

验、映射转换、查重规范、集成归一的元数据管理全生

命周期。系统以管理规则发现构造及维护为核心，将机

器学习计算与人工训练核查相结合，通过多重迭代优

化，实现多源异构元数据集成工作流的高效流转运行。

图4为NSTL元数据管理系统的基本结构。

图4  NSTL元数据管理系统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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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要功能模块

NSTL元数据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包括元数据

预处理模块、书目数据集成模块、实体规范管理模块。

4.2.1  元数据预处理模块

系统通过对第三方来源的论文元数据进行格式检

验、数据解析转换、按来源查重、机器质检、人工质检，

以及卷期及书目元数据的析出，形成符合NSTL元数据

标准的第三方来源的元数据预处理库。基于预处理各

环节，系统开发了预处理库整体流程的监控管理统计

页面，可实现从数据按来源按批次经格式增强校验、批

次及来源内查重、机器质检到人工质检的全流程直观

的监控管理。同时，系统基于实际业务需求，开发完成

了“刊频配置管理”“文献到货统计”“卷期完整性统

计”“字段齐备性统计”“刊种覆盖情况统计”的数据

统计功能。

4.2.2  书目数据集成模块

书目数据集成模块能够实现对多来源印本编目数

据、OPAC馆藏信息以及数据库涵盖资源品种书目数据

的统一管理，以及不同类型数据之间的关联耦合，通过

书目、卷期元数据的集成、归一和关联，建立统一的书

目、卷期集成库。系统可通过OAI方式收割NSTL联合

目录书目及登到数据，同时支持从标准接口收割其他系

统书目数据，也可通过Excel格式文件按规范要求导入

其他来源书目数据，导入后数据将进行格式校验、内容

增强校验以及人工内容抽检，并按照数据映射规则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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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范书目及卷期数据，支持书目及卷期数据的增删改

查操作，最终形成书目、卷期规范库，并提供接口供其

他系统调用。

4.2.3  实体规范管理模块

系统根据内嵌规则对书目数据进行自动归并，也可

进行编辑与规范，以补全规范实体的相关信息。在归

一中如果发现冲突则进行人工的冲突解决处理，同时

对期刊沿革、别名等关系进行梳理，以形成多来源实体

名称规范库，并提供接口供其他系统调用数据。另外，

通过校验和修正的数据可根据制定好的查重规则，通

过机器算法自动筛选出疑似重复的资源品种，根据机

器筛选的结果进行人工比对，对重复资源进行合并、编

辑，对不重复而相似资源进行人工标记，用于再次疑似

重复的排查参考。

4.3  论文元数据集成案例

约翰•威立是NSTL元数据合作出版商之一，基于

元数据管理系统，NSTL对约翰•威立提供元数据实现

自动化规范管理。

4.3.1  元数据格式转换

约翰•威立提供的元数据遵循的是出版商自定义

规范，包括WileyML 3G、WileyML 4.0、BPA Content、
EEP、JWSCHA以及WileyML 2.1，期刊论文元数据主

要根据统一XML模型WileyML 3G形成[7]。NSTL元数

据管理系统根据WileyML 3G Schema对获取元数据进

行初步格式校验，并以《NSTL统一文献元数据标准》

与WileyML 3G之间的映射规则形成数据转换程序，将

数据转换为统一格式。

4.3.2  多来源数据查重与归并

在所有约翰•威立范围内完成数据查重后，各来源

数据需要进行渠道交叉查重与归并。例如，Pediatrics 
International等10种期刊由约翰•威立学术出版商出

版，同时被Web of Science收录，以该10种期刊2020年
出版论文元数据为例，受数据提供及时性、数据收录标

准因素影响，两来源在相同期刊的论文元数据量和具

体内容存在部分交叉。原始数据包含214期（10 944条）

约翰•威立来源数据以及309期（16 301条）科睿唯安来

源数据，共计523期（27 245条）数据。经过NSTL元数

据管理系统处理后，归并为379期（18 798条）数据。

NSTL元数据管理系统共识别出8 447条来自不同

来源但是指向同一篇论文的重复元数据。重复数据之

间的识别主要依靠预先设置的查重规则和大数据运

算实现。以一篇论文分别来自约翰•威立和科睿唯安的

数据为例，两条元数据的期刊品种信息相同，论文的

DOI、关键词等信息也一致，但是论文题目书写方式存

在差异，来自约翰•威立的数据为“Lead‐Free Halide 
Perovskite Cs3Bi2xSb2–2xI9（x≈0.3）Possessing 
the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for Hydrogen Evolution 
Comparable to that of（CH3NH3）PbI3”，而科睿唯安

的数据中将“x≈0.3”写为“x approximate to 0.3”，由
此造成两条数据存在差异，但是经过元数据融合将归

并为一条新的元数据。

5  结语

NSTL经过20多年的发展，始终以国家科技文献保

障为发展使命，经历了从印本文献，到商业电子资源，

再到开放获取资源等各类资源建设模式并存的发展格

局，资源类型从传统期刊、会议录等逐步向产业报告、

课件、科学数据等方向拓展。在前端科技信息资源生产

传播模式变革下，NSTL积极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进行

了一系列业务流程重组改造，涉及资源建设、数据管理

以及系统服务各个业务模块。元数据管理同时涉及论

文元数据、馆藏信息以及书目数据，是NSTL业务布局

从传统订购文献向立体化资源建设转变的集中体现，

同时也是图书馆未来业务流程发展的方向之一。因此，

图书馆界需要重视提升元数据管理能力，不拘泥于传

统编目业务，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科技信息环境中获得竞

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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