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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RDA 結構與內容 (1) 



新版 RDA  基本內容 

» 以書目實體和元素的著錄規則 (Instructions: Entities & 

Elements) 為基礎，佐以編目導引 (Guidance) 和其他相關編目資

源 (Resources) 聯合組成的線上編目工具平台，用來作為描述書

目資源的規範和參考工具 

» 以具國際性為宗旨 – 為全世界編目機構所建立 

» 推動圖書館編目資料與鏈結性資料結構相容，期最終得以應用在

鏈結性資料的環境 

 



新版 RDA 實施計畫 

» 於 2020年12月出版， 

» 美國國會圖書館和美國合作編目計畫 (LC 和 PCC) 宣布實施新 
RDA的時間會是 2022 年 

» 2022年十月左右，美國合作編目計畫更新了實施新 RDA 的日
期，即在2023 年6月前不會實施新版 RDA 

 



官方 (新) RDA Toolkit 首頁 (https://access.rdatoolkit.org/) 

訂購 RDA 帳戶 

 

在實施新版 RDA 

前，進入新版 

RDA 需建立個人
帳戶，以個人帳
號登入 

6 



登入後 RDA Toolkit 首頁 (https://access.rdatoolk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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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工具欄 
Original Toolkit – 連結到舊版 RDA 

Bookmarks and Notes – 個人建立的書籤和註解 

Documents – 個人建立的文件 

Views – 內容顯示設定 

Help – 需要幫助網頁 

English – 語言、字體大小設定 

Submit Feedback – 意見信箱 

RDA 主要內容連結 

RDA 結構 

8 



內容顯示設定 – 可根據需要，設定特定的
內容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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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 內容顯示設定 



設定 RDA 內容
固定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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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需要幫助連結) – 連結到相關說明網頁，對 RDA 

Toolkit 的使用有更詳細說明 

 

11 RDA Help 網頁 



語言字體設定:  
• 網站語言 

• RDA 內容語言 

• 網站字體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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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字體設定下拉 



實體 

導引 

編目政策 

編目附錄資源 

RDA  主要內容 – 四部分 (下拉清單) 

搜尋框 – 可用來搜
索 RDA 全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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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 首頁內容 

最近拜訪的網頁 

RDA 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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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檔的更新 

RDA 訓練講習 

消息或出版品 

RDA 個人設定 

紀錄或更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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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 首頁內容 



最近更新的 

編目規則 

其他相關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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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 首頁內容 



第一章：RDA 結構與內容 (1)： 
 
實體和元素 

1 



實體下拉頁面，包括 

12 個實體，所有 RDA 

編目著錄規則 (包括實
體和元素) 均在此部分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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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 Toolkit 內容 - 實體 (Entities) 

» 實體 – 讀者關心的相關書目資訊，做為資源發現依據 

» 以 IFLA 圖書館參考模式 (LRM) 的實體順序做內容安排 

» 每一實體有其獨立頁面，實體頁面內列出 ： 

⋄ 實體定義 (definition) 

⋄ 著錄前注意和考慮事項 (pre-recording) 

⋄ 實體最低層次描述 (minimum description) 

⋄ 實體界線 (entity boundary)  

⋄ 著錄方式說明 (recording methods)  

⋄ 實體屬性和關係元素列表 



實體主頁 – 表現形式  

實體定義 

著錄前注意和考慮事項 

網頁連結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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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最低層次描述： 

應包括那些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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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界線： 

說明何種情況下需
要著錄一新作品，
新表現形式，新具
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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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錄方式： 
• 非結構性著錄方式 (Unstructured 

description)  

• 結構性著錄方式 (Structured description) 

• 識別碼著錄方式 (Identifier) 

• 國際資源標識符著錄方式(IRI - 

Internationalized Resource Ident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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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列表 – 位於實體主頁底端 
• 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 也可用搜索框搜索元素 
 

搜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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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 內容 – 元素  



資料元素 (Elements)  

» 用來描述實體的一特性、屬性或關係 
⋄ 例： 正題名 (具體呈現) ；翻譯原文題名 (表現形式)；載體形式 (具體呈現) 

» 資料元素的描述規則是 RDA 編目規則的基幹 

» 列於 RDA 各實體主頁的底端，按英文字母排，可由搜索連結進入元

素主頁 

» 有屬性元素 (Attribute elements) 和關係元素 (Relationship 

elements) 

» 每一元素均在 RDA 註冊表 (Registry) 內 (有 RDA 註冊表標識符 (IRI)) 

 

 



實體的元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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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元素 (Elements)  

» 每一元素具有一個或數個不同標示 (labels) ，包括:  

⋄ 屬性元素 (Attribute element) – 指實體的特性元素 (例: 載體形式 

(carrier type)) 

⋄ 關係元素 (Relationship element) – 用來連結兩實體 (領域 (Domain) 

範圍 (Range) 的關係顯示 (例: 出版年 (date of publication)) 

 



關係元素 (Relationship Elements)  

» 領域 (Domain)：元素所屬的實體  

» 範圍 (Range)：關係元素所指的資訊的實體 
 

 例：       哈姆雷特(牛津版紙本書) – 具體呈現實體 (manifestation) 領域 

               1954 – 時間實體 (timespan)  範圍  

           有出版年  關係元素   

 

哈姆雷特 

1954 

有出版年 



關係元素 (Relationship Elements)  

» 關係元素連結領域 (domain) 和範圍 (range) 形成資源描述框架結構

語句 (RDF –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 主體 (領域) – 關係 – 受體 (範圍)   

⋄ 構成三元組資料語句 – 鏈結性資料環境相容的結構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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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 元素用語 (Elements) 

» 元素用語 (或標示) 非為一般讀者使用而建立 
例:   

     700 1- $a Bull, Charles Livingston, $d 1874-1932, $e 
contributor person of still image 

 

» 資料元素用語和定義是根據鏈結性資料原則設立，
對系統較具意義 

» 編目機構可各自建立讀者易懂的用語作為公用顯
示標示 



元素 (Elements) 頁面內容和結構 

» 包含:  

⋄ 元素定義 (Definition and Scope) 

⋄ 元素參考版頁 (Element Reference) 

⋄ 著錄前考慮事項 (Pre-recording) 

⋄ 著錄方式說明 (Recording methods) (不同情況下 (condition / 

option) 的著錄說明) 

⋄ 相關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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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主頁結構： 

元素定義 (Definition and Scope) 

元素參考版頁 (Element Reference) 

著錄前注意考慮事項 (Pre-recording) 

著錄方式說明 (Recording Methods) 

相關元素 (Related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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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參考版頁 (Element Reference) 

 

元素 RDA 註冊表標識符 

元素領域 (Domain) 

元素範圍 (Range) 

其他相關元素標籤 (Alternate labels) 

都柏林核心元素用語 (Dublin Core Terms) 

IFLA LRM 元素關係標識符  

MARC 21 相對書目格式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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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元素 
屬性元素 



第二章：RDA 結構與內容 (2) 
 
導引 (Guidance)  
編目政策 (Policies) 
相關資源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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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 導引 (Guidance) 

RDA 導引提供與編目密切相關的編目理論、指
引和重要書目觀念的說明，如： 
• 書目資源內容和載體的著錄 (Content and carrier) 

• 資料出處 (著錄來源) (Data provenance) 

• 著錄方式 (Recording methods) 

• 實體界線 (Entity boundaries) 

• 聚合集 (Aggregates) 

• 連續性作品 (Diachronic works) 

 

不屬於(故不列入)元素著錄規則，併入編目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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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 導引 (Guidance) –  
資源內容和載體 (Content and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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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內容和載體  
(Content and carrier) 

» RDA 對書目資源的內容和載體描述有清楚的區別 

⋄ 內容 (content) 是表現形式的屬性，描述作品的內容

以何種形式表現 (例：文字形，動態影像) 

⋄ 載體 (carrier) 是具體呈現和單件的屬性，是指書目

內容儲存在何種載體內 (例：線上、光碟、微卷等)，

著錄載體形式是描述具體呈現的表現 

⋄ 媒體形式 (media) 也是載體 (carrier) 的特性，根據

載體形式採用何種媒體來取得書目資源內容 (例：電

腦。光碟放映機) 

» RDA 提供內容和載體形式控制詞彙以便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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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資源內容和載體 

» 使用 MARC 21 編目，用定長欄 (006, 008) 和欄位 336 (內容), 
337 (媒體), 338 (載體) 著錄 
 

336        $a Text $ text $2 rdacontent 
337        $a unmediated $b n $2 rdamedia 
338        $a volume $b nc $2 rdacarrier 
 
336        two-dimensional moving image $b tdi $2 rdacontent 
337        video $b v $2 rdamedia 
338        videodisc $b vd $2 rda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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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 導引 (Guidance) –  
資料出處 (Data provenance) 

5 



資料出處、來源 (Data Provenance) 

» 資料出處資訊提供與著錄相關的資訊，如書目資料的： 
⋄ 著錄機構、著錄日期、著錄語言、資料出版機構、據以著錄的著錄規則

和資料來源 

» 描述具體呈現 (manifestation) 的著錄來源，也屬資料出處的一種，

新版有詳細說明，例： 
⋄ 具體呈現是圖書式出版品，其著錄來源為何；錄音資料出版品，其著錄

來源為何 

⋄ 著錄資料來自出版品或其他資源 

» 資料出處的著錄和資料著錄來源是編目員需要遵循的，目的為提供著
錄的一致性，是編目前必須參考、諮詢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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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錄資料來源 (Source of metadata) 

» 著錄資料來源 (或著錄資料出
處) 可在資料出處網頁，從 
“Recording a source of 

metadata” 連結到詳細的說明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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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錄來源：具體呈
現 (出版品)是書頁
(葉)式 

資料著錄來源 (依以下順序)： 
1. 題名頁 

2. 封面 

3. 標題頁 

4. 刊頭頁 

5. 版權頁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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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 導引 (Guidance) –  
著錄方式 (Record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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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錄方式 
(Record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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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錄方式 (Recording Methods)  

» 指登錄元素資料的方式 

» 四種著錄方式： 
⋄ 非結構性著錄方式 (Unstructured description)  
⋄ 結構性著錄方式 (Structured description) 
⋄ 識別碼著錄方式 (Identifier) 
⋄ 國際資源標識符著錄方式(IRI - Internationalized Resource Identifier) 

 

» 每種著錄方式用來支持讀者查詢 (find)、辨識 (identify) 和探索 
(explore) 圖書館書目資源，提高書目資料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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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錄方式 (Recording Methods)  

» 每一實體和元素網頁上都列出四種著錄方式，指示是否使用和

如何使用著錄方式 

» 有些元素可有超過一種著錄方式選項 

» 非每一元素都適用每種著錄方式 

» 由編目機構自行決定採用何種著錄方式，或可列入本地編目政

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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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錄元素 – 識別號 



非結構性著錄方式 (Unstructured 
description) 

» 著錄的元素資料沒有結構限制，不遵循任何控制詞彙及登錄格式 

⋄ 原文照抄的轉錄著錄 (transcribing) 屬於此著錄方式  

⋄ 自由書寫的附註項也是 

» 有些著錄資料須要著錄資料出處 

» 範例： 
245 10 $a 理解都市綠地人與自然體驗及健康效益之研究 / $c 洪詩涵[撰] 

502      $a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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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著錄方式 (Structured description) 

» 遵循特定結構格式來著錄的資料元素 

» 有些結構性資料可來自控制詞彙系統 

» 例：檢索點、結構性附註、控制性名稱或題名、控制性主題標
題用語、號碼、年分 

» 是否著錄資料出處，由編目機構決定 

» 範例： 
100  1# $a Adams, Henry, $d 1838-1918. 
  
502       $b M.A. $c International Faith Theological Seminary, London $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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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碼著錄方式 (Identifier) 

» 著錄的元素資料是識別碼，如：ISBN 

» 識別碼可由外來獨立機構或本地機構指定給予 

» 識別碼可來自控制詞彙 (註冊表) 

» 識別碼的著錄須遵循特定詞彙著錄格式 

» 是否著錄資料出處，由編目機構決定 

» 範例： 
 
020    $a 9780778554660 $q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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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資源標識符著錄方式(IRI - 
Internationalized Resource Identifier) 

» 著錄的元素資料是國際資源標識符 (IRI) 

» 著錄標識符做為識別標識用在鏈結性資料環境內使資料互連，是 

RDF (資源描述格式) 的必要元素 (即每一元素都有其獨特 IRI 供作連

結)  

» 不須著錄資料出處 

» 範例： 

         100 1#  $a Obama, Michelle, $d 1964- $0 
http://id.loc.gov/authorities/names/n2008054754 $1 
http://viaf.org/viaf/8140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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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 導引 (Guidance) –  
實體界線 (Entity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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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界線  
(Entity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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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界線 (Entity boundaries) 

» 一套標準或規範用來決定一實體是否應視為新實體，以新書目資料來描述 

» 用於當資料元素有變化，此改變後的實體，是否可算新作品 (或新表現形
式、或具體呈現) ，若是，則須建立新書目資料 (Metadata description 
set) 

» 此新實體可以是相同或不同實體類型 

» 一般而言，編目員用現有的描述實體書目資料和元素改變後的資料做比較，
根據 RDA規則來決定是否需要視改變後的實體為新實體，建立新書目紀
錄 

» 例如： 
⋄ 從紙本書變成電子資源 
⋄ 連續性作品題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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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界線 (Entity boundaries) 

» 使用不同的著錄方式導致不同的著錄資
料表現，不是實體改變，不需新編目資
料 

» 實體界線也決定於編目團體的書目描述
傳統或文化表現 

» 不同的實體有其特定的實體界線規範 

» 可從實體界線網頁點擊進入不同實體的
主頁，找到實體界線的規範 

» 也可從每一實體的主頁找到實體界線的
規範 

實體界線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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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形式主頁 

實體界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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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呈現主頁 

實體界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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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 導引 (Guidance) –  
聚合集 (Aggreg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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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集 

(Aggregates) 



聚合集 (Aggregates) 

» 聚合集是具體呈現實體，是一個或數個聚合成的表現形式的具體呈

現，該表現形式聚合了一個或數個作品 

» 具體呈現聚合集種類： 

⋄ 彙編聚合集 (collection aggregate) 例：台灣本地作家短篇小說選 

⋄ 附加性聚合集 (augmentation aggregate) 例：陳寅恪先生全集 (上.下冊補

篇合售) 

⋄ 平行聚合集 (parallel aggregate) 例： 莎士比亞：四大悲劇 (中英對照，精裝

合訂本) 

» 對不同的聚合集成的作品、表現形式或具體呈現的描述規則，參照

相關實體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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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呈現主頁 

聚合集描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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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 導引 (Guidance) –  
Diachronic Works (連續性作品) 

9 



Diachronic Works 

(連續性作品) 



連續性作品 (Diachronic 
Works) 

» 連續性作品是一作品有計畫的，連續性的擴展內容並使具體呈現，

作品內容歷時改變，以分開的表現形式表現，出版在分開的載體

上 

» 即作品內容有計畫的歷時改變，有計畫的具體呈現其作品新內容 

» 連續性作品種類： 
⋄ 累積性作品 (extension by accumulation) – 連續性 (successive) 

⋄ 新作品取代舊作品 (extension by replacement) –  整合性 

(integ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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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錄說明  

» 聚合集和連續性作品的著錄說明
列在資源描述 (Resource 
Description) 章節 

  

» 新版 RDA 導引 (Guidance) > 資
源描述 (Resource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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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RDA – Policies 
編目政策說明 

1 



編目政策說明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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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政策 (Policies) 

» 各國家圖書館或編目團體對使用 RDA 規則的應用說明，對規則的選項

提供採用、如何採用或不採用的本地政策，目前包括： 
⋄ 大英圖書館編目政策 (BLPS, British Library Policy Statements) 

⋄ 美國會圖書館和編目合作計畫編目政策 (LC-PCC PS, LC-PCC Policy 

Statements) 

⋄ (美)音樂圖書館協會編目實施政策 (MLA-BP, Music Library Association 

Best Practices) 

⋄ 紐西蘭國家圖書館編目政策 (NLNZ-PS, National Library of New Zealand 

Policy Statements) 

» 未來其他國家圖書館或編目團體編目政策也可加入此處 

 

 

 

3 



編目政策下拉選項 

4 



載體形式 

核心元素 

5 



LC-PCC (美國會圖書館 – 合
作編目計畫編目政策) 

不採用此選項 

LC-PCC (美國會圖書館 – 

合作編目計畫編目政策) 

採用此選項 

6 



編目附錄相關資源 
(Resources) 

7 



編目附錄相關資源 (Resources) 

» 詞彙表 (Glossary) 

» 詞彙編碼列表 (Vocabulary Encoding Schemes) 

» 相關團體編目資源 (Community resources) 

» RDA 修訂紀錄 (Recording history) 

» 舊版 RDA (Original Toolkit) 連結 

» 英美編目規則第二版 (AACR2)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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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Glossary) 

9 



詞彙編碼列表 (Vocabulary Encoding 
Schemes) 

10 



相關團體編目資源 (Community 
resources) 

11 



RDA 修訂紀錄 
(Recording 
history) 

12 



» 舊版 RDA (Original Toolkit) 連結 

» 英美編目規則第二版 (AACR2) 連結 

13 



編目附錄相關資源 (Resources) 

» 這些相關資源持續發展與修訂中 

» 未來內容會更新、增加或刪減 

14 





第三章 (1)：與舊版 RDA 不同處 

 
 



新舊版 RDA Toolkit 



與舊版 RDA 不同處 (1) 

» 新版 RDA 是平面式結構 (沒有舊版的遵循傳統編目步驟的順序及層

次) 

» 沒有目次表 

» 沒有章節或傳統的規則號碼 
⋄ 章節號碼代表編目規則層級性，對維護和更新具相當困難度 

⋄ 編目員可取得規則參考號 (reference) 或連結 (link) 來取代規則號碼 

 

 



舊版 RDA 章節結構
和章節號 

3 



新版 RDA 規則參考號 (reference) 或連結 

(link)  

加書籤 

加註解 

加連結 

加參考號 

強調顯示規則 

4 



加標籤 
加註解 

加連結 
加參考號 

5 



與舊版 RDA 不同處 (2) 

» 新版 RDA 根據 LRM 實體和屬性，編列三千多個資料元素

(elements)，每一元素均有其網頁，列出詳細著錄規則 

» 在元素頁可選擇同時瀏覽相關編目政策說明 (Policy statements) 

» 編目前導說明 (Guidance) 與編目條文分開 
⋄ 包括背景資料，新概念 (如: 代表性表現形式 (Representative 

expression), 連續性作品 (Diachronic works)等) 

 

 



與舊版 RDA 不同處 (3) 

» 詞彙用語不同 

⋄ 傾向系統產生的用語，也使翻譯工作較容易 

⋄ 與鏈結性資料應用系統的用語相容 

» 編目團體可用其熟悉的編目用語發展本地編目指導說明作補充 

» 盡可能的將編目規則一般化促進通用性，遠離偏向英美傳統的編目
方式 

» 提高 RDA Toolkit 各元素編目規則的一致性 





第三章 (2)：Why 

RDA 為何要重新設計，重新組織? 
 



理由一 

» 符合 2016 年修訂的國際編目原則 (International Cataloging Principles 

(2016)) 

» 遵循國際編目團體同意的書目資料觀念模式 (即 “圖書館參考模式” 

LRM)  

 



理由一     (Cont’d) 

» 符合 2016 年修訂的國際編目原則 

(International Cataloging Principles 

(2016))  

⋄ 以讀者方便為最高宗旨 (User 

convenience) 

⋄ 資料應具開放性 (openness) 

⋄ 資料應與網路系統 (語意網) 相容、互通 

(interoperability) – 第二最高宗旨 (重要

性高於讀者方便性外的其他原則) 

 



理由一        (Cont’d) 

» 遵循國際編目團體同意的書目資料觀念模式 (即 “圖書館參考模式” 

LRM)，包括： 
⋄ 對書目資料結構的共識 

⋄ 對書目資料功能表達的共識 

» 因 LRM 的出版，RDA 需以 LRM 為基礎重新組織 
⋄ 三模式 (FRBR，FRAD，FRSAD) 融併成 “圖書館參考模式” (Library Reference 

Model) 

⋄ 增加了新實體 – (例:  Agent，時間 (timespan))  

⋄ RDA 須配合新實體提供編目指示 

» 三模式的融合得使實體、元素的辨識和應用一致，不致因資料交換或系統轉換

時造成資料流失或誤解 

» 新 RDA 結構具擴張性，容易增加新實體 

 
 



理由二 

» RDA 指導委員會承諾要建立真正國際化的國際性編目規則 

» 繼續將英美編目傳統色彩逐一取消 (如: Old Testament (聖經舊約

作為劃一題名)) 

» 擴張 RDA 指導委員會員的國際代表性 

» 以國際性視野審視 RDA，除繼續支持既有的編目方式，也使新編

目原則更具彈性，讓非英美地區國家也容易採納 

» 新版 RDA 結構使 RDA 翻譯工作較容易實行 

 

 



理由三  

» 國際編目界對圖書館資料須走出圖書館進入廣大的語意網的期待和遠見 

» RDA 必需支持鏈結性資料的實施，包括:  

⋄ RDA 註冊表 (Registry) 的發展完成 

⋄ IRI 著錄方式使著錄資料具活動性 (actionable)，可與其他資料做有意義

的連結 

⋄ RDA 實體、元素和詞語的建立支持鏈結性資料格式著錄 (即資料描述格式 

(RDF)) 

• 即實體 –關係 -- 受體的三元組格式 (Triple: subject – predicate – object) 

 

 



RDA 註冊表 (Registry) 



理由四 

» 舊版 RDA 的結構已過時 (與鏈結性資料語句結構脫節)，不容易

維護，也不容易更新內容 

» RDA 需要新的內容管理系統 – 此系統容易建立新內容，更新舊

內容，也使翻譯和出版容易許多 



新版 RDA (The Official RDA Toolkit) 

» 編目規則不變，與舊版同 

» 因無明確層次結構，編目機構團體可發展自用的編目應用守則 

(Metadata application profiles) 來協助本地編目工作 

» 新版 RDA 的使用 

⋄ 經由實體連結至元素頁面，可找到元素的完整著錄規則 

⋄ 以美國編目為例，從元素頁面的 LC - PCC 編目政策說明可進一步查詢  

LC-PCC 資料格式指導文件 (Metadata Guidance Documentation) 

⋄ LC-PCC 資料格式指導文件有更詳細的編目規則解釋和 MARC 21及 

Bibframe 範例   (https://www.loc.gov/aba/rda/m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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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PCC 資料格式指導
文件網站首頁 

(https://www.loc.gov/ab

a/rda/mgd/) 
 

https://www.loc.gov/aba/rda/mgd/
https://www.loc.gov/aba/rda/mgd/


第四章：如何使用 新版 RDA 
 

1 



新版 RDA (The Official RDA Toolkit) 

» 編目規則不變，與舊版同 

» 因無明確層次結構，編目機構或團體可發展自用的基本書目資料應用

守則 (Metadata application profiles)，列出基本著錄要求 (核心著錄

元素、非核心著錄元素等) 來協助本地編目工作 

 

例： 美國書目合作編目計畫 (BIBCO) 用 RDA 所制定的基本書目資料應用

守則  (BIBCO Standard Record (BSR) RDA Metadata Application Profile)  

(https://www.loc.gov/aba/pcc/bibco/documents/PCC-RDA-BSR.pdf) 

  



使用新版 RDA 編目前題與認知 

» 了解、辨識資源類型 

» 熟悉資料出處 、著錄來源 (Data provenance) 
⋄ 能從新版 RDA 查詢相關資料出處 、著錄來源  

» 認識、熟悉圖書館參考模式 (LRM) 實體類型及元素 

» 根據編目資源類型，決定著錄元素 

» 熟悉 RDA Toolkit 內容結構，知道如何找到需要參考的網頁 

» 認識本地編目政策說明和如何採用政策 

» 認識其他相關資源，隨時參考 

3 



使用新版 RDA編目步驟 

» 步驟一：確認資源類型和著錄來源、出處 

» 步驟二：決定需要著錄的元素 (Elements to record) 

» 步驟三：確認著錄元素的實體類型 (Entity) 

» 步驟四：根據實體類型，連結到實體頁面 

» 步驟五：從實體頁面底部，查詢元素並連結到元素頁面 

» 步驟六：從元素頁面，找到元素的著錄規則 

» 步驟七： 配合元素頁面相關的的編目政策說明 (Policy statements) 
及資料格式指導文件範例來登錄資料元素 

 

4 



範例 

» 紙本書 

 封面 題名頁 

5 



步驟一：從資源類型決定資料來源、出處 

» 編目資源類型 
⋄ 內容形式：文字形資料，錄音資料，樂譜，地圖或其他書目資源？ 

⋄ 一次性 (definitive)、連續性 (continuous) 或整合性 (integrating) 資源 
⋄ 媒體形式：電子資源或實體資源 (需用的媒體來取得資源內容)？ 
⋄ 載體形式：儲存資源的載體形式？ 

 

» 著錄編目資料來源 (source of metadata) 
⋄ 根據資源內容形式，查詢 RDA ，確認資料主要著錄來源 

 
 

6 



範例著錄 – 紙本書   茶金歲月 

» 紙本書  
⋄ 內容形式 (336)：文字形資源 ；一次

性資源 (非連續性、整合性)   
⋄ 媒體形式 (337)：不需媒體 
⋄ 載體形式 (338)： 紙本 
 
 

 
 
 

7 



導引 (Guidance) 下拉 

> 點擊 Data Provenance (著
錄來源、資料出處) 連結 

8 

RDA Toolkit – 查詢資料來源、出處 



點擊 “資料著錄來源” 
(Recording a source of metadata) 

9 



紙本書著錄來源、資料出處 (Data 
provenance) 

著錄來源選項順序： 
題名頁 

封面 

標題頁 

刊頭頁 

版權頁 

書目資源形式是書頁、
書葉、單頁或卡片 

LC-PCC 政策：採用此選項 

10 

1 

2 

3 



書目資源形式是書頁、書
葉、單頁或卡片 

大英圖書館政策：採用此選
項，若是古籍，用 DCRMR 

11 



若書目資源缺乏
書目元素資訊 

LC-PCC政策：不用 RDA 選
項，另設不同規則 

12 



範例著錄 – 紙本書   茶金歲月 

» 書目元素主要著錄來源 – 題名頁 

13 



步驟二：決定需要著錄的元素 (Elements to 
record) 

» 列出需要著錄的元素 

» 描述元素，如： 
⋄ 正題名 
⋄ 著者敘述項 
⋄ 版本敘述 
⋄ 出版項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 附註 

» 檢索點，如： 
⋄ 作者人名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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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和步驟四 

» 步驟三：確認著錄元素所屬的實體類型 (Entity) 
⋄ 正題名  “載體呈現”實體元素 (Manifestation entity element) 

 

» 步驟四：根據實體類型，點擊連結到 RDA 實體頁面 
 

 

15 



著錄元素：正題名 

    正題名 – “載體呈現” (Manifestation) 實體元素        

從實體標題下拉
頁面，連結載體
呈現實體主頁 載體呈現實體

主頁 

16 

1 2 



步驟五：從實體頁面底端，搜索查詢元素，連
結到元素頁面 

搜索元素 

點擊連結到正題名元素
主頁 

17 



正題名元素主頁 – 包含
編目規則及政策說明 

步驟六：從元素頁面，可找到元素的著錄規則
及相關編目政策 (policies) 

18 

LC-PCC 核心元素 



19 

正題名元素主
頁：著錄方式 

規則說明 
(Recording 

methods) 



步驟七： 配合元素頁面的著錄規則和相關
的編目政策 (Policy statements) 登錄資料元素 

20 

著錄方式： 

以非結構性著錄方式著錄 

LC-PCC： 

採用此選項 

LC-PCC： 

若資源是期刊，
採用此選項 



RDA 正題名編目規則 – 著錄來源 

RDA 規則選項：登錄著錄來源 (即正題名資料出處) 

 

LC-PCC PS政策：若資料非來自於具體呈現本身，或有其他 LC-

PCC文件規定，才需著錄資料來源 

21 



RDA 規則 – 其他著錄方式： 
• 結構性著錄方式 – 不適用 

• 識別號著錄 – 可著錄名稱識別
號 

• IRI 著錄 – 可著錄國際資源標
識符  

22 

                               



範例 - 茶金歲月 

» 著錄正題名，題名來自題名頁 
 

          245 10 $a 茶金歲月 
 

» 正題名資料來自出版品題名頁 

» 因是一次性出版品 (monograph)，非期刊，不須著錄題名來源  

23 





範例著錄 – 紙本書   茶金歲月 

» 紙本書  -- 資源類型 
⋄ 內容形式 (336)：文字形資源 ；一次性資源 

(非連續性、整合性)   
⋄ 媒體形式 (337)：不需媒體 
⋄ 載體形式 (338)： 紙本 
 
 

 
 
 

1 



三元素用來描述資源類型 

» 內容形式：文字形資源  表現形式實體 

» 媒體形式：不需媒體  具體呈現實體 

» 載體形式： 紙本  具體呈現實體 

 

2 



內容形式  表現形式實體 

3 



搜索、進入內容形式元素網頁 

4 



LC-PCC 核心元素 

若資源有數種內容形式 

著錄所有的內容形式 

著錄最主要的內容形式 

5 



非結構性著錄方式 

結構性著錄方式 

LC-PCC: 

不採用此選項 

LC-PCC: 

採用此選項 

6 



元素參考版頁 

有使用 MARC 21 欄位
著錄指示  
 

7 



載體形式，媒體形式  具體呈現實體 

具體呈現主頁 

8 



從實體網頁搜尋找到載體形式元素，
再從連結進入元素網頁 

元素網頁 

LC-PCC: 

核心元素 

9 



非結構性著錄方式 

結構性著錄方式 

LC-PCC: 

不採用此選項 

LC-PCC: 

採用此選項 

10 



從實體網頁搜尋找到媒體形式元素，
再從連結進入元素網頁 

元素網頁 

LC-PCC: 

核心元素 

11 





範例 (續)  
題名頁 

1 

版權頁 



著錄元素：出版者 
重覆七步驟著錄其他元素 

» 步驟一：確認資源類型和著錄來源、出處 

» 步驟二：決定需要著錄的元素 (Elements to record) 

» 步驟三：確認著錄元素的實體類型 (Entity) 

» 步驟四：根據實體類型，連結到實體頁面 

» 步驟五：從實體頁面底部，查詢元素並連結到元素頁面 

» 步驟六：從元素頁面，找到元素的著錄規則 

» 步驟七： 配合元素頁面相關的的編目政策說明 (Policy statements) 

及資料格式指導文件範例來登錄資料元素 

2 



步驟 1-4：決定需要著錄的元素  –  出版者 

» 步驟一：確認資源類型和著錄來源、出處 
⋄ 紙本書，著錄來源 – 版權頁 

» 步驟二、三：決定需要著錄的元素和實體類型 
⋄ 出版者 – 具體呈現實體  

» 步驟四：根據實體類型，連結到實體頁面 

 

 

3 



連結具體呈現實體主頁 
4 



具體呈現 (manifestation) 實
體主頁底端，搜索元素 

出版者名稱 

出版者執行者(用於檢索點) 

步驟五：從實體頁面底部，查詢元素並連結到元素頁面 

5 



出版者元素主頁 

LC-PCC：核心元素 

6 



步驟六：從元素頁面，找到元素的著錄規則 

若有超過一個出版者， 

選項1：著錄第一個 

選項2：全部著錄 

7 



出版者元素著錄方式– 非結構性著錄方式 

用規範式原文照錄 

LC-PCC:  

採用此選項 

8 



RDA 規則 – 其他著錄方式： 

• 結構性著錄方式 – 不適用 

• 識別號著錄 – 可著錄名稱
識別號 

• IRI 著錄 – 可著錄國際資
源標識符  

 

若無出版者資訊，著錄 

[publisher not identified] 

9 



» 範例 - 茶金歲月 

» 著錄元素出版者，著錄來源：版權頁 
 

          245 10 $a 茶金歲月：$b 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 

        264 _1 $a 新北市： $b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c 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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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 配合元素頁面相關的的編目政策說明 

(Policy statements) 及資料格式指導文件範例來登錄資
料元素 



課程結束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