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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ＤＡ 继续前行∗ ∗

克里斯·奥利弗 撰　 赵丹丹 译

摘　 要　 简要介绍了 ＲＤＡ（《资源描述与检索》）这一标准的宗旨、特点以及当前的编制情况。 由于客

观原因，目前 ＲＤＡ 的实施仍采用 ＭＡＲＣ 格式，但 ＲＤＡ 通过定义元素及强调关系的记录完全可以被应用

于语义网环境中。 在 ２０１０ 年首次发布后，ＲＤＡ 一直在自我完善，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及应用范围的扩

大，ＲＤＡ 前进的脚步将不会停止。
关键词　 ＲＤＡ　 规范检索点　 ＲＤＡ 注册　 国际化

Ｍｏｖ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ｗｉｔｈ ＲＤＡ
Ｃｈｒｉｓ Ｏｌｉｖｅ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ａｉ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ＤＡ． Ｄｕｅ ｔｏ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ＲＤＡ ｉｓ ｎｏｗ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 ｏｆ ＭＡＲＣ， ｂｕｔ ＲＤＡ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ｗｅｂ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ｉｎ ２０１０， ＲＤＡ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ｐｅ，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ｃａｎ ｓｔｏｐ ＲＤＡ ｆｒｏｍ ｍｏｖ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ＤＡ；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 ＲＤＡ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ＲＤＡ（《资源描述与检索》）首次

发布，自此以后，该标准秉承“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战略规

划”的目标和 ＲＤＡ 序言的宗旨仍不断进行修订。
ＲＤＡ 第一版达成了最基本的目标：实现了方向性

转变，探索了资源描述和检索的新方法，描述内

容足以用于发布和早期实施。 “首次发布” （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的概念在 ＲＤＡ 工具套件网站和 ＲＤＡ 开

发联合指导委员会（ＪＳＣ）网站上均没有得到明确

说明，但对于 ＲＤＡ 开发者来说却是心照不宣的。
该措辞频繁出现于 ＪＳＣ 认可的文件中，如常见问

题（ＦＡＱ）、ＪＳＣ 成员报告以及文件《议题延期至

ＲＤＡ 首次发布后》 （５ ／ ＪＳＣ ／ Ｓｅｃ ／ ６ ／ Ｒｅｖ）。 ＲＤＡ 中

也有一些占位章节，这些占位章节的内容只有一

句话：待补充。 但这并不代表 ２０１０ 年 ＲＤＡ 发布

时是不完整的，相反，ＲＤＡ 是一部可以取代并超

越其前身 ＡＡＣＲ２ 的完整标准。 “首次发布”的版

本仅仅是当时开发阶段的写照，并不代表开发工

作的终结，而是新阶段的开始。

在 ２０１０ 版 ＲＤＡ 中，我们可以看到，ＲＤＡ 所代

表的方向与 ＡＡＣＲ２ 是不同的。 ＲＤＡ 旨在成为适

用于数字环境的标准，应用范围更为广泛的标准，

以及以 ＦＲＢＲ 家族概念模型①为基础的理论框架

更加清晰的标准。 在 ２０１０ 版 ＲＤＡ 中，这些方面

都已得以实现，且随着 ＲＤＡ 的持续开发和更新，

标准的内容仍在不断完善并逐渐达到更高水准。

较之于 ２０１０ 版，２０１５ 版 ＲＤＡ 更加符合其当初设

定的基本目标和宗旨。 随着技术要求的进步和标

准逐渐广泛地为国际编目领域采用，ＲＤＡ 会继续

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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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报告，经作者授权翻译并在本刊发表，英文原文详见《国家图

书馆学刊》网站（ｈｔｔｐ： ／ ／ ｇｔｘｋ．ｎｌ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ＦＲＢＲ 家族概念模型是指 ＩＦＬＡ（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开发的三个概念模型：ＦＲＢＲ（书目记录的功能需

求）、ＦＲＡＤ（规范记录的功能需求）和 ＦＲＳＡＤ（主题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



自开发之初，ＲＤＡ 就定位为用于记录数据的

内容标准，而不是编码标准或记录显示标准。
ＲＤＡ 定义了用于著录和检索的元素，规定了元素

中数据的表达格式。 数据不再是长长的文本字

符串，而是记录在定义清晰、标记明确的各个元

素中。 ＲＤＡ 不再与任何编码格式或显示方式相

关联。 无论是 ２０１０ 版还是 ２０１５ 版，ＲＤＡ 的本质

为用以记录实体书目数据以及实体间关系的数

据元素集。
ＲＤＡ 开发时已着眼于未来。 数据的粒度和

精度可以由大规模的机器操作来实现，也可以应

用在新的技术环境中，尤其是在关联数据的语义

网中使用。 ＲＤＡ 特别强调准确记录关系的重要

性，在后 ＭＡＲＣ 时代，关系将成为使数据有意义

的关键要素。 同时，ＲＤＡ 具有内在的灵活性，预
计未来将会出现多种不同的整合数据的方式。
然而，我们目前不得不在 ＭＡＲＣ 环境中实施

ＲＤＡ，从而掩盖了 ＲＤＡ 的前瞻性。 尤其是在实施

的第一阶段，编目员对于规则的转换无所适从，
对 ＲＤＡ 的诠释比较僵硬死板，所有人遵从相同的

选项，采用相同的数据编码方案。
从 ＲＤＡ 的第 ６、９、１０ 和 １１ 章内容中可见其

灵活性。 在这些章节中多次出现下列规则：“识
别属性或作为独立元素，或作为检索点的一部

分，或兼作两者予以记录”。 这些章节论述了有

关实体作品、内容表达、个人、家族或团体的数据

元素，每一章节的最后均为规范检索点的构建规

则。 ＲＤＡ 着重于收集有关各个实体的数据，而
后，编目机构可以使用其中一些数据元素来构建

规范检索点，但 ＲＤＡ 的主旨仍是收集关于实体的

数据。
在 ＭＡＲＣ 格式中，尤其在共享规范文档中，

规范检索点是预先构建的，且必须遵循特定的顺

序。 但是，由于网络环境和新技术的流动性，这一

固定模式终将成为过去时。 ＲＤＡ 的建构师汤姆

·德尔塞有自己的观点，在 ２０１０ 年发给笔者的电

子邮件中，重申了其观点：
独立元素的定义意味着，传统上融入带有预

设结构的检索点的数据元素被当作 ＲＤＡ 元素记

录时，不需要在那样的结构中进行存储和显示

……过去被锁定在预设的“统一模式”检索点结

构中的元素，通过未来个性化的显示方式，能更好

地服务于特定用户群体的需求，或快速构建检索

点，使用自动程序生成能更直接响应用户检索要

求的结果显示集。
例如，一部作品的作者是“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Ｂｒｏｗｎ”，

这是一个常见的名字，可能有许多个叫“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Ｂｒｏｗｎ” 的人。 现行要求是首先通过日期进行

区分：
Ｂｒｏｗｎ，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１９２６－

Ｂｒｏｗｎ，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１９３５－

Ｂｒｏｗｎ，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１９４１－

Ｂｒｏｗｎ，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１９５４－

Ｂｒｏｗｎ，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１９６０－

Ｂｒｏｗｎ，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１９６３－

Ｂｒｏｗｎ，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１９６４－

用户一定知道他们检索的作者的出生日期

吗？ 如果一名学生想要查询一本他的教授的著

作，他会知道该选哪个“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Ｂｒｏｗｎ”吗？ 也许

在未来，用户可以用更加有意义的数据来区别个

人，如职业或工作：
Ｂｒｏｗｎ，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Ｓａｉｌｏｒ）
Ｂｒｏｗｎ，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
Ｂｒｏｗｎ，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Ｂａｎｋｅｒ）
Ｂｒｏｗｎ，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Ｂｒｏｗｎ，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Ｂｒｏｗｎ，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Ｂｉｏｌｏｇｉｓｔ）
Ｂｒｏｗｎ，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Ａｕｔｈｏｒ）
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很快地识别和选择

出他想要查询的“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Ｂｒｏｗｎ”。 ＲＤＡ 中构建

规范检索点的小节就是针对当前的环境而撰写

的，但其他章节则是为未来更加灵活的环境而设

计的。
编目界正在逐渐摆脱通用性，向着灵活性的

方向迈步。 虚拟国际规范文档（ＶＩＡＦ）就是一个

实例。 个人名称等的不同记录方式由一个标识符

控制。 通过将世界各国的规范文档集合在一起，
ＶＩＡＦ 展示了一种新的模型，在该模型中没有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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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选形式，而是人名在不同地理区域、不同语

言环境下的不同首选形式。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０５５１？－０４７９？ ａｖ． Ｊ．－Ｃ．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Ｋｏｎｇｚｉ， ５５１－４７９ ｖ．Ｃｈｒ．
Ｃｏｎｆｕｃｉ， ｃａ． ５５１－４７９ ａ．Ｃ．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５５１－４７９ ａ．Ｃ．
Ｋｏｎｇ， Ｑｉｕ ｖ５５１－ｖ４７９
孔子， ５５２－４７９ Ｂ．Ｃ．
Ｋｏｎｇｚｉ
Ｋ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５５１－４７９ ｆ．Ｋｒ

（来自于 ＶＩＡＦ）
在 ＲＤＡ 开发过程中，重要举措之一是不再像

ＡＡＣＲ２ 那样使用字符串和段落，而是定义数据元

素。 我们使用 ＲＤＡ 规则时通常是通过工具套件

中的标签阅读线性文本，线性文本是依据资源描

述和提供检索的要求按必要步骤组织的。 在工

具套件的工具标签中，有另一种阅读模式可供选

择，即将 ＲＤＡ 作为数据字典。 在这种模式下，
ＲＤＡ 规则作为元素集呈现，其中的元素和子元素

按照 ＦＲＢＲ 模型组织。
每个 ＲＤＡ 元素都是准确和清晰的，只包含一

类数据，并尽可能地使用受控词汇。 因此，未来任

何数据元素都有可能用于为数据作索引、查找和

检索以及创建有意义的记录显示方式。 同时，由
于数据经过精确解析，任何元素均可由人或计算

机使用。 数据越精确粒度就越细，因而也就越能

可靠地被计算机所处理。 ２０１０ 年这种方式已初

见端倪，而且随着 ＲＤＡ 开发工作的推进，ＲＤＡ 数

据的机器可操作性的提高将面临新的机遇。 目

前，有讨论稿提议将数量和尺寸数据拆解为更加

精细和准确的数据块，以便未来更好地实现机器

处理。
这一讨论稿为《机器可操作测量数据元素，

载体数量、页码和叶码、尺寸、内容数量和持续时

间———讨论稿》 （６ＪＳＣ ／ ＡＬＡ ／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 ５）。 讨论

稿提出只允许使用文本串或文本串与粒度更细

的测量子元素集相结合的方式，但未来可能只采

用粒度更细的测量子元素集。 如果想要用不同

的编号或语言术语来呈现数据，粒度越细操作越

方便。
例如：

　 字符串 测量子元素

１ ｖｏｌｕｍｅ 测量类型 载体数量

测量单位 ｖｏｌｕｍｅ
测量值 １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测量类型 载体数量

６００ ｓｌｉｄｅｓ 测量单位 ｓｌｉｄｅｓ
测量值 ６００
测量限定词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２５×３５ｃｍ 测量类型 高度

测量单位 ｃｍ
测量值 ２５

测量类型 宽度

测量单位 ｃｍ
测量值 ３５

　 　 目前针对这一讨论稿尚无决议，但已经过多

次讨论，且是 ＪＳＣ 会议正在进行中的议题。
ＪＳＣ 创建了 ＲＤＡ 命名空间，在 ＲＤＡ 注册网

站发布了元素集和受控词汇。 ＲＤＡ 注册网站为

ＲＤＡ 元素集和 ＲＤＡ 受控词汇通过网络获取提供

了基础，适用于关联数据环境。 就像关联数据环

境中的使用者预期的那样，数据以计算机可读格

式使用，而且数据是公开获取的。 这样数据不仅

可以为图书馆界所用，也可为其他文化传承机构

使用。 不论 ＲＤＡ 元素集是被全部应用，还是被部

分应用，都有助于数据的互操作。
ＲＤＡ 是一套实用的规则，目前作为 ＡＡＣＲ２

或其他编目标准的替代品可以在许多环境中应

用，而图书馆仍然采用传统的 ＭＡＲＣ 环境。 但

ＲＤＡ 在将图书馆已经创建和正在创建的数据迁

移到新技术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确保数据在

未来可以被有效地利用。
ＲＤＡ 旨在成为应用范围更广的标准，有两层

含义：一是与除图书馆外的其他文化传承机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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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如档案馆和博物馆；二是打破前身的英美

限制，使得 ＲＤＡ 在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中更易使

用。 在 ２０１０ 年首次发布中，ＲＤＡ 的 ０ １１ 小节声

明如下：ＲＤＡ 是为应用于国际化环境而设计的。
这一声明彰显和表明了 ＲＤＡ 的一个重要意图。
ＲＤＡ 的前身 ＡＡＣＲ２ 虽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

除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四个编制国之

外的许多国家应用。 但是，ＡＡＣＲ２ 是从英美角度

编写的，偏向于一系列特别的参数集———语言、
文字、编号、日历、文化等。 在 ２０１０ 年以前，ＲＤＡ
的大部分内容也是由上述四个拥有相同语言和

相似文化的编制国开发完成的。 作为一个双语

国家，加拿大在四个编制国中具有唯一的发言

权，时常提醒编制组要意识到规则只适用于英语

国家的局限性。 国际化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
但真正付诸实施是需要时间的，也需要来自其他

国家的反馈。 随着 ＲＤＡ 实施者队伍的不断壮大，
将有更多的机会识别英美偏见的残留并将之

消除。
变更作品名称中首冠词的著录规则就是一

个成功的案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ＲＤＡ 对一条原有规

则进行了变更，而这源于德国国家图书馆的一项

提案。 德国国家图书馆在翻译 ＲＤＡ 的过程中发

现，其中 ６ ２ １ ７ 的主要规则沿袭了英美的编目

实践。 主要规则规定省略首冠词，而交替规则规

定记录作品题名的首冠词。 鉴于首冠词在有词

尾变化的语言如德语中的重要作用，这一规定会

为其实施 ＲＤＡ 带来许多问题。 德国国家图书馆

提议将这两个规则互换位置，消除 ＲＤＡ 中的英美

偏见，最终获得通过并付诸实施。
ＪＳＣ 采取了两项举措来支持和扩大国际化：

成立翻译工作组，对负责 ＲＤＡ 开发的 ＪＳＣ 和负责

人委员会实行新的管理结构。
随着 ＲＤＡ 翻译语种数量的增长，ＪＳＣ 发布了

一份关于翻译政策的文件（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ＲＤＡ ａｎｄ ＲＤＡ Ｔｏｏｌｋｉｔ ６ＪＳＣ ／ Ｐｏｌｉｃｙ ／ ６）。 在这份文

件中，ＪＳＣ 决定设立翻译工作组，这是因为过去几

年间来自翻译团队的反馈一直是富有启发性的，
而且也为标准的修订做出了积极贡献。 下面截

取了关于设立新工作组的部分文字：
ＪＳＣ 希望能够从翻译者处获得关于如何完善

标准的信息，尤其是对非英语母语者来说存在问

题的短语或词汇的选择，以及可能体现文化偏见

的规则方面的信息。 为了方便这一信息的获得，
ＪＳＣ 成立了翻译工作组，负责提供语言方面的报

告，并帮助 ＪＳＣ 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法。 希望各语

言翻译小组可以向 ＪＳＣ 提供此类信息，各语言翻

译小组的成员可以作为代表加入翻译工作组。
（ＲＤＡ 与 ＲＤＡ 工具套件翻译政策 ６ＪＳＣ ／ Ｐｏｌｉｃｙ ／ ６）

工具套件的结构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各翻

译语言已经整合于其中，而且可以实现整个文本

或文本中某个规则在不同语言间的切换，可以比

较不同翻译语言对某一特定规则的表达方式，也
可以通过分屏对不同语言间的文本进行比较。 不

同翻译语言的文本通过段落标识符相互关联，这
些标识符也包含了语言版本和内容版本（如，与
哪一年更新相符）的信息。 各翻译版作为同一作

品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在同一地址、用同一订阅号

呈现，肯定了翻译版作为主要文件的重要性，而不

是将其作为分离的、辅助的文件。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战略规划” 的首要目标是使

ＲＤＡ 成为国际认可的标准，其次是促进 ＲＤＡ 在

世界范围内的实施。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该规划

建议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实行新的管理结构，扩大

ＲＤＡ 规则制定的参与范围，保证决策过程中的多

角度考虑。 ＪＳＣ 和负责人委员会重新被命名为

ＲＤＡ 指导委员会（ＲＳＣ）和 ＲＤＡ 董事会，将由专

家和地区代表共同组成。 地区代表将不再仅限于

原有的编制国，而是基于联合国地理区域。 ＲＤＡ
董事会将包括来自国家机构的代表，来自非洲、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北美洲、亚洲、欧洲和大洋

洲六大地区的代表各一位。 ＲＳＣ 也将包括以上六

大地区代表各一位，此外，还包括来自翻译工作组

的代表。 ＲＳＣ 和 ＲＤＡ 董事会为实现国际化正在

努力构建与之相匹配的管理结构，以便在范围更

广泛的国际代表中进行决策制定。
ＲＤＡ 的本质特征之一为它是一部基于完善

理论框架的实用标准。 在开发的过程中，ＲＤＡ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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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与 ＦＲＢＲ 和 ＦＲＡＤ 相协调。 在 ＲＤＡ 的导

言中，即声明了这一标准与 ＩＦＬＡ 概念模型之间

的协调性。 ＲＤＡ 的结构，用词，用户任务的重要

地位，依据实体、属性和关系理解书目数据以及

对关系的强调，这些都是其与 ＩＦＬＡ 概念模型相

协调的佐证。 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的更新中，ＲＤＡ 完

成了与 ＦＲＳＡＤ 之间的协调，使得其与 ＦＲＢＲ 家族

概念模型完全相符。 实际上，ＲＤＡ 并没有增加实

体和属性用于定义主题，或增加记录这一数据的

相应规则，而是保持在高水平的通用性层面。 主

题可以依据语言、文化、学科、资源的特殊性等以

不同方式分类。 ＲＤＡ 没有定义主题元素，主要为

第 ２３ 章增加了有关主题关系的文本内容。
在 ２０１０ 年版中，ＲＤＡ 简要地确认了主题关

系的重要性：至少应包括一个主题关系元素，且
包含在 ＲＤＡ ０．６（核心元素）中。 当时，第 ２３ 章还

没有文本。 ２０１５ 年，与 ＦＲＢＲ 家族模型的结合得

到扩展并囊括了 ＦＲＳＡＤ。 关于与模型相协调的

部分从 ＲＤＡ ０．３ 变换到了 ０．２，处于 ＲＤＡ 导言章

节中更重要的位置。 第 ２３ 章新增了文本，定义了

术语、功能目标和原则、核心元素、记录主题关系

和关系标识符的规则（遵循其他章节中的模式），
还增加了附录 Ｍ，罗列出用于主题关系标识符的

受控词汇。
第 ２３ 章的文本中引入了一个新概念———可

识别的主题系统，指的是“创建数据的机构使用

的主题检索点和 ／或分类号的标准”。 这可以实

现与外部主题方案或受控词表的关联，而无需预

先决定主题检索如何组织或使用何种术语。 这

也证明了 ＲＤＡ 并不旨在成为统一模式，而是满足

多种需求，促进标准化框架的灵活性。
与 ＦＲＢＲ 家族的三个概念模型相协调标志着

ＲＤＡ 之前未完成工作的完结。 然而这并非结束，
ＲＤＡ 仍需要不断改进以保持与 ＦＲＢＲ 家族概念

模型之间的协调。 ＩＦＬＡ 的 ＦＲＢＲ 评估组正在将

三个模型合并为一个模型，合并中需要重新建模

以解决模型间的冲突或不一致。 建模过程中也

为统一模型引入了流线型，取消了一些实体并引

入了新的实体，统一模型没有完全颠覆前三个模

型，而是沿袭了其实质内容。 统一模型可能会对

ＲＤＡ 的元素和结构产生影响，可能会改变我们对

数据某些部分的理解，但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数据

的记录。 这一模型正在开发中，期望于 ２０１６ 年接

受世界范围内的评估。 在模型没有发布前，其对

ＲＤＡ 的影响还不确定。 ＪＳＣ（现在称为 ＲＳＣ）掌握

了统一模型的研发情况，并与 ＦＲＢＲ 评估组保持

着密切的沟通。 ＪＳＣ 认为，统一模型会是对 ＲＤＡ
的内容和结构产生影响的因素之一。 ２０１５ 年初，
ＪＳＣ 决定采用务实的工作原则：如果对 ＲＤＡ 某一

领域的修订建议有可能会被外部变化影响，那么

该领域的修订则推迟或交由工作组考虑特定外

部变化的总影响。
与首次发布的版本相比，２０１５ 年的标准已大

不相同。 为了推进开发并使之与愿景和目标更好

地匹配，ＲＤＡ 已经做了许多改变。 这些改变并没

有使 ＲＤＡ 偏离原来的定义特征：数字世界的编目

标准；与更大范围的文化传承机构和国际编目界

联合；通过与 ＩＦＬＡ 概念模型相协调形成完善的

理论框架。 自从首次发布开始，ＲＤＡ 始终致力于

成为灵活性和适应性强的标准，并面向其他机构

开放。 为了实现国际化的目标，ＲＤＡ 将会不断地

完善以适应技术进步以及不同语言和文化地区

的需求。

（克里斯·奥利弗　 渥太华大学图书馆资源描述

与元数据服务中心主任、 加拿大编目委员会主

席、 国际图联 ＦＲＢＲ 评审组主席， 赵丹丹　 副研

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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