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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結資料(Linked Data)的共享

—以SHARE-VDE個案經驗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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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LDT@L 計畫的發想及落實

LDT@L系統的開發

各Dataset的介接

加入SVDE的評估 

課題與挑戰

0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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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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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雙方合作進行
臺灣Linkded Data計
畫的籌備，並各自
考量參與成員

臺大簡單簡報LD現況及施作方
向，同時會後決議需成立正式
組織來運作：
• 簽署MOU

臺大圖書館與香港科
技大學進行視訊會議

國家圖書館與臺大圖
書館簽署合作意向書

國家圖書館與臺大
圖書館完成計畫書

國家圖書館與臺大圖書館合作計畫成型

正式啟動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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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naf & lcstt upload CZ 的作業

• 2021/5/31 與與原廠進行視訊會議
• API的撰寫及使用
• 修改原API格式使適用於透過Alma import profile串接
• 提交以下資料給Exlibris

✓ List of Chinese Subject Terms(lcstt)
✓ New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 libraries(ncsclt)
✓ SPQROL query example



5

內部作業流程的改變

• 權威館員:維護的機制?
• Local Authority的去留?
• LDTC和Alma CZ同步機制

• 架構示意圖
• 編目員工作的改變

✓ 主題詞 :著錄65X時$2使用lcstt
✓ 分類法:著錄084時$2使用ncsclt
✓ 中文人名:著錄100/600/700時600 

$2要使用twnaf
✓ 西文人名:著錄100/600/700時600 

ind2要輸入0
✓ 日、韓人名:著錄100/600/700時

600 $2要使用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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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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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書目與權威資源鏈結系統 https://ld.ncl.edu.tw/

https://ld.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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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05

名稱權威：MARC
檔整理

• 去重
• 清除雜訊
• 調整標目格式

以符合著錄規
範

中文主題詞表

• 整理Excel表單
• 確立對應欄位

內容
• 利用MarcEdit轉

換為機讀檔案
• 人工檢視及修

整

中文圖書分類法

• 整理Excel表單
• 確立內容所對

應的機讀格式
欄位（部分依
國圖建議）

• 利用MarcEdit轉
換為機讀檔案

• 人工檢視

匯入Master 
Server（LDTC）

紀錄內容優化

2020-2022 鏈結資源化之程序 :資料端

• 清除雜訊
• 調整標目格式

以符合著錄規
範

• 之前未檢出的
錯誤

• 可增補之資訊
（如生卒年、
重要經歷、人
名修飾語調整
／著錄…等）

• 格式上可調整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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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主題詞表>> Excel 資料欄位與MARC21欄號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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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列：中圖分類表轉換為MARC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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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列：主題詞表表轉換為MARC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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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
維
護

LDTC

添購硬
體
設

備

評

估／測試工具軟體

系
統
建
置

評估／測試工具軟體

系統建置

• Master Server（LDTC）
• Linked Data Service

系統維護

• API程式撰寫
• 測試、除錯、優化

確立系統架構

• Master Server（元資料儲存）
• Triplestore（RDF資料儲存）

• 著重運算速度及儲存空間
• SSL憑證

2020-2022 鏈結資源化之程序 :系統端

添購硬體設備01

確
立
系
統
架
構

02

03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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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5

02

01

選擇適合的本體論

確定N-Tripl 的LD格式 

發布

鏈結外部LD資源

03
SPARQL Endpoint的建置

資料鏈結化的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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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T@L 

Server
BIBFRAMEMARC

NEW 

ILS 
API

MARC

( 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 ,ILS) ENRICH ?

WORK INSTANCE ITEM

系統商的配合進程

Ontology  
L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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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圖書館的邀請&系統商的合作

• 種子圖書館的邀請
✓ ALMA 用戶：淡江大學圖書館
✓ 非ALMA 用戶：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2022/4/12高雄餐旅大學

圖書館加入種子圖書館行列。
• 2021年9-10月兩度與凌網進行討論與溝通，確立合作進行的方式
• 2021 年10月與飛資得進行討論
• 以RDA著錄：

✓ 抄錄編目 : 國內外各大圖書館(國家圖書館)陸續採用RDA規範, 利於抄錄書目.
✓ 人力運用 : 中西文規範一致編目人力可相互運用
✓ 國際間趨勢且配合LD資源的推展應用

• 非RDA 著錄：
✓ 增加MARC21關係欄位($4或$e, $i, $0, $1)
✓ 書目串連欄位:個人名稱 : 100、700、600
✓ 增補URI
✓ 可加URI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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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商的配合與協助：飛資得資訊公司 (Aleph 系統)

LDT@Library加值Aleph系統運用

• 第一階段：提供單筆書目加值URI功能 
✓原Aleph編目模組中新增修訂書目功能
✓內容範圍：書目中個人作者(tag 100, 600 ,700)加值LDT@Library 的URI
✓進度：種子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已於三月初完成程式安裝及測試
➢南台科技大學：已於四月中完成程式安裝及測試
➢高雄餐旅大學圖書館:已於五月初完成程式安裝及測試

• 第二階段：批次書目回溯加值URI服務(費用另計)
✓根據圖書館提供書目範圍批次回溯加值URI服務
✓提供資料匯出服務
✓提供圖書館兩份報表

➢比對成功的報表(至少提供書目號、標目欄號與資料、加入的URI資訊)
➢沒有比對到的書目系統號清單+標目欄號與資料

✓提供加值URI後的書目MARC資料檔，可供圖書館複寫回Aleph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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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商的配合與協助：凌網科技公司 (HyLib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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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Data 介接 

https://www.wikidata.org/wiki/Wikidat
a:Property_proposal/Authority_control
#Linked_Open_Data_Taiwan_@_Librar
y_Name_Authority_ID

https://www.wikidata.org/wiki/Wikidata:Property_proposal/Authority_control#Linked_Open_Data_Taiwan_@_Library_Name_Authority_ID
https://www.wikidata.org/wiki/Wikidata:Property_proposal/Authority_control#Linked_Open_Data_Taiwan_@_Library_Name_Authority_ID
https://www.wikidata.org/wiki/Wikidata:Property_proposal/Authority_control#Linked_Open_Data_Taiwan_@_Library_Name_Authority_ID
https://www.wikidata.org/wiki/Wikidata:Property_proposal/Authority_control#Linked_Open_Data_Taiwan_@_Library_Name_Authority_ID


19

VIVF

WikiData

國際接軌

Linkded
Data 
Implement

LC

OCLC

相關單位的配合：
• RDA的教學與推廣:書目

中心及學會等單位共同
規劃系列課程

• 協助中小型圖書館與系
統商的溝通

• 各系統商的協力開發

願景：
• 善盡大館責任協助並提供各類型

圖書館需要的協助
• 與國際接軌讓臺灣的研究能量透

過Linkded Data的實現被看到，大
幅提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

與各Dataset 的介接

時程 :
• 初始以人名權威﹑中文主題題

詞表及中圖法類表為工作目標
• 預計2022年中前將會開始擴及

書目資料及詞表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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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具有完整功能的鏈結資源系統並持續更新、維護，
確保其內容之正確性及永久性。01

善盡大館責任，除鏈結資源系統本身即為開放性質，
權威紀錄庫亦可提供圖書館或一般公眾檢索及使用。02

撰寫API提供各系統商介接，期促進各自動化系統鏈結資
源功能的開發，同時也可節省各圖書館處理之人力與時
間成本。

03

紀錄及鏈結數據內容均有置入來自國際大型data hub的連結，
期能透過串連提高臺灣書目資料及研究資源的國際能見度。

04

預期效益

05

提升編目的效能同時統整各類型圖書館編目共同的規範和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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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
開
發
及
平
台
架
設

確認名稱權威記
錄的格式及規範

確認主題權威記
錄的格式及規範

確認中圖法與MARC 
21對照欄位及規範

API 的開發與應用

系統商的協力與配合

共建共享機制的運作

• DataSet 介接
✓ LC

✓ VIVF

✓ OCLC

✓ WikiData

• UI介面的呈現
• 資料鏈結網路的
     落實

基礎建設 整合建設

鏈結系統的建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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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介接的準備工作

• LOD Cloud :

✓發佈LDT@L的Dataset於 https://lod-cloud.net/ Linked Open Data Cloud讓LDT成為Open Data

✓LOD Cloud是一個最大型的Linked Open Data平台，發佈至LOD Cloud已是一個標準程序及趨
勢，裡面包含了所有大小型的Linked Data Dataset如LC、VIAF、DBPedia等

✓LOD Cloud上的dataset可在語意網上被搜尋並被使用

• WikiData 的介接 :

✓Wikidata為開放式系統，介接與被介接全由使用者自己處裡

✓依照Wikidata的架構，匯入的URI會自動寫入它們entity本身的RDF檔案裡並達成鏈結

• 與其他單位介接 :  

✓主動與其他單位做介接

✓其他單位至LDT@L做介接

➢可從較大型且有中文資料的單位著手: LC、NDL、Share-VDE、ISNI

➢與大型單位介接的好處是增加曝光度，讓LDT@L更容易被發現，間接帶動其他單位來
主動介接的可能性

https://lod-cloud.net/


23

人工審核

透過OpenRefine 植入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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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取其他機構的Dataset並與LDT@L做比對

• 比對工作皆使用OpenRefine工具

• 在OpenRefine內透過Reconcile API或SPARQL Endpoint爬取其他機構dataset並與LDT@L資料做比
對介接

OROpenRefine

Reconcile API

SPARQL Endpoint

爬取 Wikidata、LC、ISNI、
VIAF、DNB等機構dataset

與LDT@L資料作比對
後植入URI並轉出RDF

• 有釋出API或SPARQL Endpoint的機構才可做比對介接

• Reconcile API有分官方開發版本與第三方所開發版本

✓ LDT@L目前欲介接之VIAF、ISNI、LC機構所使用API為第三方開發，Wikidata與DNB為官方開發

• SPARQL Endpoint皆為官方開發



25

LDT@L 的瓶頸

• 缺乏External Linking
• 更新難以自動化
• 無法負擔書目紀錄處理所需的人力與時間成本
• 維護管理作業重複

      日期區間: 2022/08-2023/03/21
總檢視筆數: 16,655
至少有一組URI的筆數: 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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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Card

What’s N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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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ShareVDE

全名 : Share Virtual Discovery 
Environment 

共享型虛擬探索環境*

2021年9月介面及後台管理升級

連Share Family在有33個單位加入，集

中在北美和歐洲

*取自陳亞寧「鏈結資料公用目錄的評估初探(2021)」一文

Linked Data格式的聯合公用目錄

有完整的LOD平台，且持續發展中

累計處理了約7千8百萬筆書目及權威

紀錄，由此創建了約1億5千萬個實體

✓1.0：https://share-vde.org/(已關閉)

✓2.0：https://svde.org/

2016年由Casalini Libri、@Cult發起，
聯合16家北美研究型圖書館成立

https://share-vde.org/
https://sv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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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Share Family Linked Data Ecosystem

• Share-VDE (Virtual Discovery Environment);
• Share-Catalogue - the Italian network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 the PCC data pool - the Program for Cooperative Cataloging (PCC) Catalogue in Linked Open Data;
• National Bibliographies in Linked Open Data;
• Parsifal - the LOD portal of the URBE consortium (Roman Union of Ecclesiastical Libraries);
• Kubikat-LOD pilot project - the LOD portal for the catalogues of Kubikat Art History libraries;

https://www.svde.org/
http://catalogo.share-cat.unina.it/sharecat/clusters
https://pcc-lod.org/
https://natbib-lod.org/
https://parsifal.urbe.it/parsifal
https://www.kubikat-lo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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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VDE and Share Family –Linkded Data Ecosystem :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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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VDE 2.0 的特點 

• 反映Share-VDE資料模型的組件
• 利用鏈結資料的特點實現廣泛且詳細的檢索結果
• 提供更直觀的UI介面
• 提供介接合作夥伴的 API功能，增加與local system的連結
• 允許專用skim，即。 專門為各個合作夥伴自行定制模板。最新成果包括 :

✓ Share-VDE 2.0 Entity Discovery https://svde.org/
✓ 新的後台管理機制
✓ 和Share Family 使用同樣的技術支援
✓ 結合國家書目審查的機制

https://sv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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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VDE 在做什麼 ?

Identification

Enrichment

Reconciliation/Cluster

BIB / AUT 
Records
(MARC, xml 
etc.)

Triplestore

Discovery 
Portal

Clusters 
Knowledge 
Base

Enriched_NTU
BIBs
(MARC)

Enriched_NTU
BIBs
(BIBFRAME)

Library_A

Library_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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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J.Cricket is ?

• 什麼是J.Cricket Entity Editor 
✓ 是一個鏈結資料實體及權限的編輯器
✓ 適用於在所有合作夥伴的鏈結資料實體（svde.org、pcc-lod.org、natbib-lod.org）
✓ 是一個管理屬性的手動應用程序CKB (custer knowledge base)中實體的（屬性、關係和鏈

接）知識庫
✓ 是一個在合作夥伴間共享的協作工具
✓ 可以成為LOD中實體共享的新工具

• J.Cricket 的說明:
✓ 不是傳統的編目工具:
✓ 不是原創編目工具
✓  與 Sinopia 或 Marva 不同
✓ 不影響成員中的原始數據圖書館的系統（除非圖書館想要使用臨時 API用於 SVDE 及其係

統中的實體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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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ricket Entity Editor Screen 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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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Cat未來在目前MARC環境之中同時支援BIBFRAME紀錄的匯入及輸出
✓ OCLC將會在所有的MARC紀錄中置放758欄位以利與Work entity的連結，這個過程也可

有效處理重複的紀錄
✓ 編目員將可在記述編目過程中直接引用WorldCat Entities的URI；使用的平台較可能是

WorldShare Record Manager，Connexion Client的用戶則也可以下載或查詢到這些紀錄
• 相較於書目，OCLC認為權威紀錄可以在LD環境中發揮更大作用；WorldCat Entities已經完成

地名（Place）實體的擴充，預計還會有事件（Event）及團體名稱（Organization）等加入
✓ 未來WorldCat的紀錄裡會包含來自WorldCat Entities的identifier
✓ OCLC開發的entity management tool “Meridian”預計2023年底推出

• OCLC同時也正針對Dewey及FAST二套資料集進行多國語言翻譯的計畫

OCLC 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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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DE 現況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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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Share-VDE 初步討論

• 書目與權威紀錄的加值
• LDT@L URIs做為另一外部dataset的可行性
• Sinopia與Share-VDE的作業模式與應用 NTUL 可依循PCC模式
      

NTUL可以在 Sinopia 中定義
這些實體並對它們進行建模，
以便它們可以成為內部的編目
工作流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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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Share-VDE後可以改變什麼?

• Quality

➢Enriched MARC, Enriched BIBFRAME

➢Institution-level SKIN（例如：https://stanford.svde.org/）

• Use

➢Exposition

➢Reuse of enriched MARC → Enriched Search ?

• Engagement

➢exchange, collaboration

https://stanford.svde.org/


38

• enriched library data with URIs
• 允許圖書館員可以藉由 J Cricket編輯鏈結資料
• 為圖書館使用者提供更豐富、更增強的搜索結果 
• 透過由來自世界各地加入的圖書館了解語義 Web 應用程序的最新發展
• 與(LD4P) 計劃和合作編目計劃 (PCC) 進行實質的合作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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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Portal 實例:
British National Bibliography Linked Open Data Portal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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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ricket Entity Editor 的最新發布

• 為LD環境的實體資料編輯器

• 跨成員館共享的協作工具

• 資料範圍：由Share Family成員提供的紀錄所產出的實體資料

• 作用範圍：手動直接維護CKB中實體資料的屬性值、關係及鏈結

✓ 處理結果不會影響成員館端系統中的原始資料，若想同步的話則可利用API

• 使用介面與Discovery Portal整合，使用者經登入認證後即可操作
• 2023年1月開發進度:已完成後端管理Jcricket的API，前台使用者介面開發中
• 2023年6月26 ALA Annual Workshop進行系統demo

✓ 可與其他工具（如Sinopia）在實體管理流程中達到互補
✓ 可支援外部系統的工作流程及串連
✓ 可透過與第三方資料來源如Wikidata、ISNI介接來擴展權威紀錄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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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發展

• 2023 Q1

✓ J.Cricket前台

✓ “增量更新”模組開發，用於定期將MARC紀錄匯入SVDE

• 2023 Q2

✓ 開發供第三方程式使用的工具，包括API、OAI-PMH等

✓ 開始創建Item層次的實體

• 2023 Q3

✓ 建立Share Family成員間的互連



42

進度說明

• 2023年3月提供500筆書目、200筆權威進行測試
• 2023年8月再提供575筆書目、250筆權威進行測試

✓ 包含110欄位
✓ 066 & 880 $1 
✓ 046 著錄格式
✓ 主題詞表的提供
✓ 行政院職業分類表的提供

• 中文檢索結果的呈現
• Discovery portal 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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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Next ? 

• 編目著錄規範的調整
• 各相關標準的匱乏與制定
• BigFrame editor 介接的可行性
• 館員的訓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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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與挑戰

• 各項標準的制定 :
✓ 地名主題詞選定來源依據及採用著錄之優先順序
✓ 中文主題詞表及中文圖書分類法權威紀錄新增羅馬拼音及英譯詞彙

• 「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45種專類複分表
• 新增「中文主題詞表」9種附表詞彙內容
• 加入SVDE的作業的改變

✓ LDT@L的維護
• UI介面、檢索機制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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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的調整
• 受限於廠商的發展規劃，需要廠商的技術支援或開發
• 中文書目的對應不足
• Local Authority 無用武之地 ?
• Marc 會存在多久?
• Marc 和 RDF 的並存維護 ?
• 書目資料的概念分析和資料交換要求之間有區別嗎
• 如何逐步使 MARC 與 BIBFRAME 更容易地保持一致，
• BIBFRAME 是否需要容納為了方便而附加到 MARC 上的資料元素，但不是真正的書目描述
• 許多 BIBFRAME 概念證明只是將 MARC 切換為BIBFRAME從而延續了複製資料的做法。 為了落

實連結資料的概念，必須思考停止資料的複製，而是轉向資料來源的共享。

隱憂或改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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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BIBFRAME

• 對創作者:圖書館希望圖書館的資料在網路上更能夠被檢索被看見
• 對使用者:圖書館希望對使用者提供跟資料本身相關的所有鏈結資源
• 而BIBFRAME的開發是將圖書館資料轉化為鏈結資料的依據

Note :引自Myung-Ja (MJ) K. Ha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Library, Metadata Librarian
9/19/2023 BWFE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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