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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目业务外包中数据质量的分析与改进 ①

潘洁莲
（南京大学 金陵学院图书馆，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编目业务外包目前已经成为很多国内中小图书馆的最佳选择，但其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外包加工
中的数据质量问题。作者结合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图书馆开馆以来的工作实践，对编目业务外包工作中数据质量的问题

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改进和提高的一些初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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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编目业务外包的普遍化
编目业务外包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国外图书馆逐渐

兴起。近几年，因其能起到降低人力和资金成本、节约时

间、提高效率而成为很多国内图书馆的选择［１］。

１．１　网络的发展为编目业务外包提供了基础平台
随着网络环境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图书馆的管

理模式从根本上得到了很大改变。图书馆信息存取利用

的空间不断扩大，从而使图书馆与其它机构之间的合作

交流更加便利。网络环境和网络技术为编目业务外包提

供了一个可以实施的基本条件，使得编目业务外包中数

据的传递和信息的交流可以实时和便利地展开。

１．２　网络编目资源为编目外包服务提供了优良的条件
近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网络建设的发展，网上的各种

资源，包括书目资源日益丰富，网上出版社、网上书店、网

上图书馆比比皆是。特别是全国高校图书馆的 ＣＡＬＩＳ联
机编目中心的发展，为编目外包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撑。许多著名的大学图书馆都有水平很高的编目专家，

他们在网上提供了几乎所有适合大学用书的完整的编目

数据，质量又好，并且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学科。

１．３　人力资源缺乏使很多中小图书馆采用外包业务
以往选择编目外包较多的是没有或缺乏具有专业背

景的资深编目人员的中小图书馆。随着联合编目的发展，

套录在编目工作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加，由于需要较高专业

知识与经验的原始编目人员不足，目前编目外包甚至也逐

渐扩展到编目力量较为雄厚的“２１１工程”高校馆。

２　业务外包中遇到的数据质量问题
各单位提供的编目外包服务实际上就是在网络上下

载已有编目资源的过程，俗称套录。服务单位的这种套

录，通常是针对批量用户的，而不是专门为某一个图书馆

服务。这样，对一批图书馆共性的满足，当然会与某一图

书馆的个性需求产生矛盾，出现问题也就在所难免，更不

要说在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了。以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图书馆来说，服务商所提供的数据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分类的规范问题
图书分类的业务技术要求高。每家图书馆都有不同

的分类规则，而外包编目人员只能针对某一种书统一给

号，不能按照不同图书馆的规则要求去做。这对某个图

书馆来说，原定的分类规则有时就会被破坏，时间久了，

馆内的分类体系就会造成混乱。就我馆来说，分类的规

范问题大致有以下三点。

２．１．１　复分表的使用
我馆编目规则规定国家区分号“（）”、地区区分号

“（）”、时代区分号“＝”，概不使用；通用复分表中的“世
界种族与民族表”、“中国民族表”、“通用世界、地点和环

境、人员表”和资料法类号也均不使用（在分类号右上角

有个“＋”），而套录过来的许多数据中，往往都含有以上
的各种复分号。

２．１．２　类目的选择
有些图书，其内容可能会牵涉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类目。具体分配到哪个类目，还要根据本馆的具体环境

和任务而定。例如《农业化学》这本书既可以分到农业

类，又可以分到化学类。但由于我们学校没有农业专业

只有化学专业，所以应分到化学类。然而外包编目人员

出于统一的考虑，往往就会分到农业类了。

２．１．３　类号长短的控制
各馆都在编目规则中明确类号的使用方法，包括类

号的长短及组配的使用等。可是，外包服务提供的数据

则没有这些限制。尤其是在语言、文字类的图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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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Ｈ３１９．４：Ｉ，下面有的细分到 Ｈ３１９．４：Ｉ５５１．４，有的只
笼统的分到Ｈ３１９．４：Ｉ５５。
２．２　著录的规范问题

由于外包编目人员对于套录的数据疏于检查，导致

很多的ＭＡＲＣ著录不规范甚至不完整。比如２００字段中
有的副题名做成了分辑题名，有的分辑题名做成了副题

名；３００和２２５字段随意性很大，有些教材类的图书，丛书
名做成了附注项，而附注项做成了丛书名；７ＸＸ字段中既
有个人责任者又有团体责任者的时候，往往团体责任者

字段就不做了。

２．３　查重、给号不严谨
外包编目人员由于追求进度的关系，在做数据时只

进行一些题名和 ＩＳＢＮ的简单查重，有时甚至忘记查重，
这样导致异书同号、同书异号的现象非常多［２］。多卷书

或丛书往往存在着多条ＭＡＲＣ数据，有集中著录的，也有
分散著录的。分散著录的时候有的用总题名做正题名，

有的又用分卷名做正题名。在给种次号的时候他们通常

直接按Ｆ１自动给号，而不注意前面是否有空号，导致系
统里面的空号数量占据非常大。

３　原因
３．１　受外包单位编目人员业务水平限制

网上编目资源太多，有简编的，也有复杂编目的了；

有出版社的电子目录，有图书供应商的电子目录，也有大

大小小各种不同图书馆的目录。这些目录，有的编目质

量很好，有的很一般，甚至很差。外包服务人员在套录

时，如何正确选择合适的目录，既是判定服务人员编目水

平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外包提供商的服务水准的重要

条件。如果他们对服务对象的要求了解不多，对网上各

种编目资源的情况知道甚少，那就必然会导致套录来的

数据质量不高，甚至不符合要求。

编目是图书馆工作中的核心业务，它要求编目人员

必须经过严格、系统的学习，具备较强的编目经验，专业

背景，熟悉馆藏体系、分类特点等。而一般图书馆选择的

外包服务单位基本上都是以提供图书为主营业务的单

位，他们以销售图书为主，提供编目服务为辅，以提供编

目服务来推动图书的销售。这些单位在提供编目服务

时，要么从一些单位套录，要么只提供采购数据中的简易

编目，因为他们同样也不可能具有较多的专业背景的资

深编目人员，这就导致编目数据中一定或相当数量的错

讹或偏差。

３．２　重数量不重轻质量
供应商的编目人员因为工资和数量挂钩，所以他们

的工作重心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最多的量。为了节约

成本，他们对编目人员只进行简单的培训后就上岗。这

些编目人员在工作中只是按套录数据照录，他们对图书

的分类、ＭＡＲＣ的格式都不能完全掌握，甚至根本不看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更不用提对本馆的馆藏结构的了

解和编目细则的实施了。

３．３　外包人员的不固定、不稳定
一是外包编目人员的流动性大。二是由于供应商承

担了多个图书馆的编目外包工作，而每个图书馆对于图

书的分类细则都有所不同，所以会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

３．４　图书馆对数据质量的忽视
图书馆的工作重心更多关注为读者服务，对于采编

则更多注重新书采购量，忽视编目数据质量。

４　如何提高外包的数据质量
４．１　选择资质优秀的供应商长期合作［３］

选择资质好、信誉好的供应商。编目员资格证书或

获得书目数据的上载权限。在确定了供应商之后，必须

与供应商签订周密的外包合同，对他们的工作流程、工作

内容、数据加工等进行规范，确保数据和加工质量符合编

目的要求。

４．２　图书馆与服务外包商要真诚合作
虽然外包编目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但是我们依然

有必要在他们正式上岗编目前进行培训，向外包编目人

员详细介绍本馆的编目规则，让他们熟悉我馆馆藏体系、

分类特点、著录要求等，明确编目的各项规章制度，尤其

是熟悉本馆的编目规则。

４．３　提高图书馆编目人员素质
对馆内编目人员，我们应不定期的参与编目培训，不

断提高专业知识。不但能熟悉图书编目录入数据和

ＭＡＲＣ数据的规则标准，更能熟识中图法图书分类体系
和本馆的分类粗细规则，而且要对本校专业体系有全面

的认识。在平常的编目工作中对经常出现的问题要不断

的总结，提高编目的水准，并要求尽力做到统一规范。还

要不断提高他们对计算机操作和图书馆系统软件应用的

熟练度。

４．４　加强对外包数据的实时监督和修正
当外包编目人员每编完一批数据，编目人员应该对

外包编目的书目数据及时抽检。在抽检过程中发现错误

应及时改正，并记录在案，定期汇总，分析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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