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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檢索點概述
一、檢索點的涵義
• 檢索點(access point)係指名稱、用詞、代碼、標目、字句或片語

• 為一資訊單元代表著特定的項目，可作為資訊檢索的查詢鍵

• 透過檢索點圖書館目錄或書目資料庫可被查詢，館藏資源可被辨識與檢索

Access point refers to a name, term, code, heading, word, phrase, etc., a unit of information 
representing a specific entity that can serve as a search key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under which a 
library catalog or bibliographic database may be searched and library materials may be identified and 
retrieved.

• 檢索點或稱檢索項，為一個用以檢索與識別每個書目紀錄或權威紀錄之獨特項目，如題名
項、個人著者項、標題項、團體著者項、集叢名項、關鍵字、杜威分類號、美國國會圖書
館分類號、國際標準圖書號碼（Interna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簡稱ISBN）、國際標
準叢刊號碼（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簡稱ISSN）、登錄號(Accession Number)、
美國國會圖書館卡片編號（Library of Congress Card Number，簡稱LCCN）等均屬之。檢索
點為用以標示每一紀錄或資料檔、索引檔之檢索媒介。

Access points are the indexed elements of an authority 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that helps make 
the record searchable and identifiable. In a catalog, index, or other organized systems some examples 
of access points are, author, title, name (person, family, corporate body, etc.), subjects (topical, 
geographical, etc.), classification or call number, and codes such as ISBN, etc. which are chosen by 
the cataloger or indexer, when creating a bibliographic, authority, or metadata record (a surrogate), to 
enable the retrieval of the record.



• 檢索點來自於

1.主題編目：以便查尋資料之內容，如分類號、標題。

2.記述編目：以便作書目的確認、找尋，如書名、作者等，又稱書目性的檢索點。

• 書目紀錄除了記載著錄項目外，還要選擇適當的檢索款目，以檢索目錄檔中的書目
記錄。

• 在卡片目錄中，檢索款目記載於追尋項，以阿拉伯數字引出標題，或以羅馬數字引
出作者、書名等檢索點；將這些檢索點打在主卡的上方，即著錄項的上一行，如將
作者檢索點打在主卡上方，成為一張作者款目，將題名(如並列題名、又名等)打在
主卡上方，成為書名款目，將標題打在主卡上方，成為標題款目；排片時也會跟據
這些標目排列，如彙整書名標目排成書名目錄、彙整著者標目排成著者目錄。

• 在線上目錄中，不需重覆製作卡片，只需將這些檢索點建為索引檔，即可提供使用
者以作者、題名、標題等檢索點來檢索。線上目錄藉由電腦系統的功能，更多的欄
位可以設為索引項，作為檢索點之用。



二、相關詞彙

• 款目( Entry) ：目錄中某一編目物件的紀錄

A record of an item in a catalogue.

• Main entry (主要款目) ：主要款目是指在一個編目紀錄的多種款目中記載著錄事項最完整的
款目，它以標準統一的方式著錄，並載有追尋項及其他有關該紀錄的標目

complete catalogue record of an item, presentecd in the form by which the entity is to be 
uniformly identified and cited.  The main entry may include the tracing(s).

• Added entry (附加款目) ：目錄中除了主要款目以外的其他款目

entry, additional to the main entry, by which an item is represented in a catalogue; a secondary entry.

• 標目( Heading)：目錄款目中作為檢索點而置於目錄頂端的名稱、字句或片語

A name, word, or phrase placed at the head of a catalogue entry to provide an access point.

• 檢索點(Access point)： 書目紀錄中用以查詢及辨識的名稱、用詞及代碼

A name, term, code, etc., under which a bibliographic record may be searched and identified.

檢索款目與標目多用於卡片目錄，檢索點普遍使用於機讀目錄



卡片目錄



Survey of Emerging Cataloging Practices : Use of RDA by Academic Libraries / by 
Salman Haider & Primary Research Group Staff. - New York : Primary Research Group, 
2016. (111 pages ; 28 cm.). ISBN: 9781574403831.

關於學術圖書館
採用RDA之調查
的西文圖書

https://1.bp.blogspot.com/-_e2ootVCRKs/Wqq9RUvmWRI/AAAAAAAAHEo/ldU-wWOTHG0-WY-5qjL7XtuP3J4oiJByACPcBGAYYCw/s1600/Survey+of+Emerging+Cataloging+Practices+-+Salman+Haider.jpg


MARC FIELD TAG MARC 21 FIELD INDICATORS DATA RECORDED

000 Leader 01499cam a22003975i 4500

★ 001 Control Number 21035302

005 Date and Time of Latest Transaction 20190626080219.0

008 Fixed-Length Data Elements 190626t20162016nyua 000 0 eng d

★ 010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__ |a 2019295036

★ 016 National Bibliographic Agency Control Number 7_ |a 017845848 |2 Uk

★ 020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__ |a 1574403834

★ 020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__ |a 9781574403831

★ 035 System Control Number __ |a (OCoLC)ocn949911758

040 Cataloging Source __

|a YDXCP |beng |cYDXCP |erda |d IQU |d
BTCTA |d OCLCF |d HLS |d OCLCQ |d HUL
|d UKMGB |d DLC

042 Authentication Code |a lccopycat

★ 050 Library of Congress Call Number 00 |a Z694.15.R47 |b H35 2016

★ 082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Number |a 025.32 |2 23

★ 100 Main Entry--Personal Name 1_ |a Haider, Salman, |e author.

★ 245 Title Statement 10

|a Survey of emerging cataloging practices :
|b use of RDA by academic libraries / |c by
Salman Haider and Primary Research Group
Staff.

機讀目錄 檢索點更多元



MARC FIELD TAG MARC 21 FIELD INDICATORS DATA RECORDED

264
Production,Publication,Distribution,
Manufacture, and Copyright Notice _1

|a New York : |b Primary Research Group,
|c [2016]

264
Production,Publication,Distribution,
Manufacture, and Copyright Notice _4 |c © 2016

300 Physical Description __ |a 111 pages : |b illustrations ; |c 28 cm

336 Content Type __ |a text |b txt |2 rdacontent

337 Media Type __ |a unmediated |b n |2 rdamedia

338 Carrier Type __ |a volume |b nc |2 rdacarrier

★ 630 Subject Added Entry-Uniform Title 00 |a Resource description & access.

★ 650 Subject Added Entry - Topical Term _0 |a Academic libraries.

★ 650 Subject Added Entry - Topical Term _0 |a Descriptive cataloging |v Rules.

★ 630 Subject Added Entry-Uniform Title 07
|a Resource description & access. |2 fast |0
(OCoLC)fst01791077

★ 650 Subject Added Entry - Topical Term _7
|aAcademic libraries.|2fast|0 (OCoLC)
fst00794997

★ 650 Subject Added Entry - Topical Term _7
|aDescriptive cataloging.|2 fast |0 (OCoLC)
fst00891123

★ 655 Index Term-Genre/Form _7 |a Rules. |2 fast |0 (OCoLC)fst01423857

★ 710 Added Entry-Corporate Name 2_
|aPrimary Research Group, |eauthor, |e
issuing body.



同一作品不同
圖書館建檔內
容有所不同檢
索點亦有差異



線上公用目錄 各圖書館提供讀者查詢的檢索點不盡相同

查詢資
料的檢
索點



三、檢索點範圍界定

由於資訊系統發展快速，查詢資料的檢索點可由系統開發者與系統使用單位加以
界定，且透過全文檢索等的超強功能，書目紀錄中可以作為檢所點的項目已不限於
傳統的題名、著者、標題等，內容相當多元，範圍甚為寬廣。

本單元所討論的檢索點為編目規則所規範的檢索點
不包含：各種代碼(如定長欄之語文代碼、國別代碼)

各種標準號碼(如ISBN、ISSN)
主題分析款目（如分類號）
查檢結果相關性低的項目(如出版年)



貳、編目規則檢索點相關規定

• 編目規範

AACR2 相關規定

CCR    相關規定

ICP 相關規定

RDA    相關規定



一、英美編目規則（AACR2）
1.檢索點相關規則

．英美編目規則（AACR2）檢索點相關規則
Part II

Introduction: Headings, Uniform Titles, and References

21: Choice of Access Points

22: Headings for Persons

23: Geographic Names

24: Headings for Corporate Bodies

25: Uniform Titles

26: References

．檢索款目相關規則參閱的章節如下：

檢索款目之擇定→ chapter 21。
各類檢索款目的形式： 個人名稱、地理名稱、團體名稱、劃一題名→   

chapter 22-25。

參照：款目形式擇定後，不用的款目形式需作參照→  chapter 26。



2.主要款目

AACR2 檢索點的做法和中國編目規則有所差異，最主要的就是AACR2 
有主要款目(Main Entry)的觀念。
• 主要款目通常是指著者款目而言。西文文獻著錄一直採用著者標目為主要款目的原因，除
了語言文字本身的特點外，還有檢索習慣的問題。歐美國家歷來將著作版權作為個人財產
權，並由國家法律予以保護，在列舉作品時較習慣說明係何人所著，在查找文獻過程中，
習慣以著者字順為主要途徑。此外，一般編目理論認為，題名不如著者概括性強，經由著
者更能使資料集中在一起。

• 主要款目的觀念在線上目錄時代是否有必要，受到相當多執疑，這些執疑最主要的看法是：
在線上目錄上，每一個檢索點的地位都是一樣的，無所謂主要款目或附加款目的差別。

• AACR2 仍維持主要款目的原因：

1. 主要款目在排列書目記錄時仍有效

2. 主要款目在決定著者號時仍有效

3. 在列舉引用書目時仍有效

4. 需用到劃一題名時，主要款目的觀念仍有效

5. 傳統檢索的觀念習以作者檢索

6. 舊目錄的更改維護成本之顧慮



3.「著者」檢索點

• 「著者」檢索點

主要款目(main entry)—

AACR2對於「著者」檢索點有明確定義，界定舉凡對作品有智慧 或藝術品
內容有創作性貢獻的個人或團體，以貢獻最大的「第一著者」為主要款目。

附加款目(added entry)—

第一著者以外，其他有利於檢索的個人著者、團體著者、題名、相關題名
為附加款目。

著者非主要創作，屬於編、譯等著作方式；或作品中沒有明顯的主要著者；
或合著者超過4人以上，則以書名為主要款目，另立其他合著者為附加款目。



二、中國編目規則(CCR) 
1.檢索點相關規則

《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檢索點相關規則列於第二部分

乙編 標目

第二十一章 檢索款目之擇定

第二十二章 人名標目
第二十三章 地名

第二十四章 團體標目

第二十五章 劃一題名
第二十六章 參照 (與權威控制相關)

規則內容全文可於《國家圖書館編目園地》線上查閱

◎國家圖書館編目園地»資訊組織規範»中文編目規範»編目規則»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

http://catweb.ncl.edu.tw/standard/east/rule

http://catweb.ncl.edu.tw/userfiles/cat07/file/CCR3/1317000367.pdf
http://catweb.ncl.edu.tw/userfiles/cat07/file/CCR3/1317000412.pdf
http://catweb.ncl.edu.tw/userfiles/cat07/file/CCR3/1317000456.pdf
http://catweb.ncl.edu.tw/userfiles/cat07/file/CCR3/1317000484.pdf
http://catweb.ncl.edu.tw/userfiles/cat07/file/CCR3/1317000512.pdf
http://catweb.ncl.edu.tw/userfiles/cat07/file/CCR3/1317000541.pdf
http://catweb.ncl.edu.tw/standard/east/rule


2.檢索款目之擇定

• 通則

規則用於選擇適當之款目，以檢索目錄中之書目記錄。

• 來源

依作品之主要著錄來源選擇檢索款目。所有檢索款目需取自書目記錄之各著

錄項目。

• 範圍

檢索款目之擇定包括作品之標題及正題名以外之各種檢索款目（如著者、合

著者、編者、集叢名等）。

• 基本原則

除以題名及著者為檢索款目外，並視需要，另立適當之各種款目，以利檢索。



(1)題名 (21.1.1)

題名類別 檢索款目

1.又名 (1)正題名「才子古文」 (2)又名「天下才子必讀書」

2.原題名（如翻譯作品、改寫作品之
原題名）

(1)正題名「四庫書目續編」 (2)原題名「販書偶記」

3.並列題名 (1)正題名「中華民國經濟年鑑」(2)並列題名「Economic 

yearboo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4.「欽定」、「御批」、「增補」
等字樣後之題名

(1)正題名「御批通鑑輯覽」 (2)省略題名「通鑑輯覽」

5.封面題名、卷端題名等
非載於主要著錄來源而與正題名有重
要差異之題名

(1)正題名「李太白詩文集」 (2)卷端題名「分類補注李太
白詩」

6.劃一題名 (1)正題名「孤兒歷險記」 (2)劃一題名「湯姆歷險記」

7.集叢名
集叢之各單元分別編目時，得將集叢
名立為檢索款目，集 叢號可加於集叢
名之後。

(1)正題名「賦稅實務」 (2)集叢題名「正中工商管理
叢書」



(2)著者 (21.1.2)

著者類別 實例 檢索款目

1.作品之創作者
其他著作方式重要著者

中華樂府／何志浩詞；黃友棣曲 何志浩、黃友棣

2.單一個人著者 創意人：創意思考的自我訓練／詹宏
志著

詹宏志

3.單一團體著者
團體著者包括政府機關、公司行號、宗
教團體、學會、協會、學術及教育機構、
專案組織、會議等

21世紀資訊科學與技術的展望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21 世紀資訊科學與技術的展望國際學
術研討會(民 85 : 臺北市)

4.著者不實
主要著錄來源所載著者不實，考證得知
真實著者

中國文學大辭典／江恆源、袁少谷合
編

莊適、江恆源、袁少谷
（說明）該書經考證其真實著者為莊適。

5.合著者
2或3人分立款目，3人以上僅立首列者

中等教育／王家通，陳伯璋，吳裕益
合著

王家通、陳伯璋、吳裕益

6.作品之原著者
作品係改寫、修訂、釋義、翻譯、節編、
續補等，書目中載明所據作品之著者

戰爭與和平／廖清秀改寫 托爾斯泰、廖清秀
（說明）托爾斯泰原著，得以托爾斯泰立檢
索款目。

7.插圖者 細說錦繡中華／郭嗣汾著；陳乃勇插
圖

郭嗣汾、陳乃勇



(3)著者題名款目 (21.1.3)

項目 實例 著者題名款目

1.集叢整套編目後其所屬各單元之
著者及題名

小學生文庫／王雲五主編
內容：兒童圖書館／徐庸撰--... 

徐庸.兒童圖書館

2.作品係註釋、翻譯、改寫，其原
作品之著者及題名

音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經／（漢）河上
公註

老子.道德經

3.無共同題名且無明顯主要部分之
作品，以整體為一單元著錄，其
各部分之著者及題名

無悶草堂詩存 五卷，附詩餘一卷／
林朝崧撰．灌園詩集三種／林獻堂撰

林獻堂.灌園詩集

4.作品為另一作品之相關作品 續精神分析入門／弗洛依德撰；右澤
平作譯

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入門

(4)附傳記或評論性資料之作品 (21.1.4)

項目 實例 檢索款目

主要著錄來源中若載有作品以外他
人所作傳記或評論性資料之撰述者，
得與傳主同立為檢索款目。

袁枚評傳／楊鴻烈撰 楊鴻烈、袁枚



第二十一章另針對以下各類型作品訂有檢索款目之擇定

• 21.2 藝術作品

• 21.3 音樂作品

• 21.4 錄音資料

• 21.5 錄影資料

• 21.6 相關作品

• 21.7 法令類出版品

• 21.8 宗教類出版品



(5)藝術品 (21.2)

項目 規則 實例 檢索款目

1.藝術作品若
改製為另一
型式

藝術作品若改製為另一型式，除為改製
者立檢索款目外，亦應以原創作者立著
者題名檢索款目。

蟠桃仙 [藝術複製品] / (明)吳圻緙絲；
(明)沈周原畫

（說明）此作品係(明)吳圻根據(明)沈周之畫作
「蟠桃仙」緙絲而成。

(明)吳圻
沈周.蟠桃仙

2.藝術作品複
製品

藝術作品除為原創作者立檢索款目外，
若為複製品，亦應以負責複製之個人或
團體立檢索款目。

調良圖 [藝術複製品] / (元)趙孟頫繪 ; 
[國立故宮博物院複製]

（說明）除以(元)趙孟頫立檢索款目外，並應以
國立故宮博物院立檢索款目。

(元)趙孟頫
國立故宮博物院

3.兩件以上藝
術複製品

(1)無文字部分者
藝術複製品未含文字部分者，得以原創
作者立檢索款目。

吳昌碩作品集 : 繪畫 / [吳昌碩繪]

(說明）為一複製畫集，以吳昌碩立檢索款目。

吳昌碩

(2) 有文字部分者
藝術複製品含文字部分者，若主要著錄
來源載有文字部分之著者，得與原創作
者分立為檢索款目。

畢卡索 = Picasso / 畢卡索繪 ; [陳銀輝
傳記及作品解說]

（說明）為一複製畫集，除以畢卡索
（Picasso,Pablo）立檢索款目外，另得以陳銀

輝立檢索款目。

畢卡索（Picasso,Pablo）
陳銀輝



(6)音樂作品 (21.3)

項目 規則 實例 檢索款目

1.音樂作品
改編

音樂作品除以作曲者立檢索款目外，如
係改編，亦應以改編者立檢索款目。

望春風 [樂譜]／李臨秋詞 ; 鄧雨賢曲 ; 陳澄
雄改編

（說明）除以鄧雨賢立檢索款目外，亦應以李臨
秋、陳澄雄(改編為合唱譜)分立檢索款目。

鄧雨賢
李臨秋
陳澄雄

2.歌詞原著
者

音樂作品之作詞者應立檢索款目，歌詞
若係以他人作品而成，其原著者及其題
名得立檢索款目。

滿江紅 [樂譜]／(宋)岳飛詞；林聲翕曲

（說明）除以林聲翕立檢索款目外，亦應以歌詞
原作者（宋）岳飛立檢索款目。

林聲翕
(宋)岳飛

3.古典作品
有單獨題名

古典音樂作品若有單獨之題名，該題名
得另立檢索款目。

貝多芬第六交響曲 : 田園 / (德)貝多芬
作曲

（說明）得以題名「田園交響曲」另立檢索款目。

(德)貝多芬
田園交響曲



(7)錄音資料 (21.4)

項目 規則 實例 檢索款目

1.錄音資料
主要表演者

錄音資料除以原創作者（包括音樂作品之作曲、作詞
者、非音樂作品之著者）立檢索款目外，亦應為主要
表演者（如：演唱者、講述者、管絃樂團）立檢索款
目。主要表演者超過三人以上，以首列者立檢索款目。

童年[錄音資料]／李宗盛詞曲；
張艾嘉[唱]
（說明）除以李宗盛立檢索款目外，
亦應以演唱者

李宗盛
張艾嘉

2.表演者之
專輯作品

錄音資料為某一表演者之專輯作品，應以此表演者立
檢索款目；創作者超過三人，可不必立檢索款目。

長笛之愛[錄音資料]／賴英里[演
奏]
（說明）以演奏者賴英里立檢索款目。

賴英里

項目 規則 實例 檢索款目

音樂性錄影
資料

一般性錄影資料檢索款目之擇定，依本章相
關規則處理；惟音樂性錄影資料，則得依
21.4.1 之原則擇定。

杜蘭朵公主[錄影資料] : 北京紫禁城實況錄影
=Turandot : in the forbidden city of 
Beijing / 普契尼 (Giacomo Puccini)作 ; 梅
塔(Zubin Mehta)指揮 ; 卡索拉(Giovanna 
Casolla)主唱 ; 張藝謀導演 ; 佛羅倫斯歌劇院
管絃樂團及合唱團演出。

（說明）除以普契尼立檢索款目外，另應以梅塔、
卡索拉、張藝謀、佛羅倫斯歌劇院管絃樂團及合
唱團分立檢索款目。

普契尼
梅塔
卡索拉
張藝謀
佛羅倫斯歌劇院管絃樂
團及合唱團

(8)錄影資料 (21.5)



(9)相關作品料 (21.6)

項目 規則 實例 檢索款目

續篇、索引、
要語索引、連
續性出版品專
號等分別單獨
編目

相關作品包括續篇、索引、要語索引、連續性出版品
專號等，若分別單獨編目時，應將相關之著者及題名
另立檢索款目。

續精神分析入門／弗洛依德撰；
右澤平作譯

（說明）除以弗洛依德及右澤平作立
檢索款目外，另以「精神分析入門」
立檢索款目。

弗洛依德
右澤平作
精神分析入門

項目 規則 實例 檢索款目

劃一題名檢索
款目

法令類出版品涉及某一特定法令、行政規
章、或條約、合約者，得視其重要性立劃
一題名檢索款目。（參見 25.0.3 款）

（說明）除為法條本身作檢索款目外，另得為法
條之發佈單位立檢索款目。

兩岸著作權法之比較研究 / 蕭雄淋著

（說明）除以蕭雄淋立檢索款目外，得以「著作
權法」另立劃一題名檢索款目。

蕭雄淋
著作權法 ←劃一題名

四十年代中國、蘇聯與外蒙古的關係 : 以「中
蘇友好同盟條約」為中心 / 徐桂香著

（說明）除以徐桂香立檢索款目外，得以「中蘇
友好同盟條約」另立劃一題名檢索款目。

徐桂香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劃一

題名

(10)法令類出版品 (21.7)



(11)宗教類出版品 (21.8)

項目 規則 實例 檢索點

宗教經典作品
之著者

凡宗教經典之作品（如聖經）應為有關之著者立檢索
款目，至於劃一題名之選定見第二十五章。

可蘭經 / [羅德威(J.M. Rodwell)英
譯 ; 馬堅中譯]

（說明）除為可蘭經立劃一題名檢索
款目外，另應為羅德威(J.M. Rodwell)
及馬堅分立檢索款目

羅德威(J.M. Rodwell)
馬堅
可蘭經法 ←劃一題名

宗教儀式作品，
所屬教會

有關宗教儀式之作品，應以所屬教會(如天主教)立檢
索款目。
. 

普天崇拜(合訂本) / 中華基督教會等
同編

（說明）以中華基督教會立檢索款目。

中華基督教會



3.人名標目

• 通則

人名標目應自其本名、室名、別號、筆名、諡號、封號、廟 號或其他名號

中擇其著稱者為標目；未經採用者，另立參照 款目引見之。 例：黃春明

不用筆名 邱文祺、黃大魚。 羅蘭不用本名靳佩芬

• 人名標目之選擇

一人有二個以上之名號者，應擇其著稱者為標目，如無法確定，依下列順
序擇定：

(1) 個人作品中最常用者

(2) 文獻中最常用者

(3) 個人最近使用者



(1)各類人名標目(22.1.2-22.1.7)

項目 規則 人名標目

1.筆名
（含室名、別號）

(1)作品如均署同一筆名，以該筆名為標目；如知其本名，則另立
參照款目引見之。

琦君
不用本名潘希真為標目，本名立「見」款
目

(2)作品以不同之筆名題署，選擇著稱者為標目；未採用者，另立
參照款目引見之。

劉大白
不用金慶棪、劉靖裔、金伯貞、大白等為
標目，但均另立「見」款目

(3)以不同之筆名或本名題署，且各署名均已相當著稱，則可同時
採用各署名為標目，並立參照款目連結之

漢寶德
筆名也行，均可立為標目，並立「參見」
款目

2.廟號、諡號、封
號

帝王、后妃、諸侯、貴族逕以廟號、諡號、封號為標目，如本名較
為著稱則以本名為標目。

唐高祖
不用李淵、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

3.法名 僧尼之有法名及俗名者，以法名為標目；如俗名較為著稱，則以俗
名為標目。

釋證嚴
不用俗名王錦雲

4.滿、蒙、回、藏
等
少數民族之人名

滿、蒙、回、藏等人名之標目，依 22.1.1 至 22.1.4 各款擇定。 (清)納蘭容若
不用納蘭性德、成德、成容若，但均另立
「見」款目

5.已婚婦女姓名 已婚婦女冠有夫姓者，其標目依 22.1.1 至 22.1.4 各款擇定。 張鼎鍾
不用馮張鼎鍾

6.譯名 外國著者已取用中文名字者，以中文名字為標目。如無中文名字，
採較為著稱之中文譯名；若無著稱之譯名，則採用作品中之譯名；
若作品中無譯名，則依參考資料翻譯之；若無法查得，則自行翻譯。

海明威
不用漢明威



(2)人名標目格式(22.2-22.3)

項目 規則 標目格式

1.中國人名一般原則 中國人名依擇定之名稱直接著錄之 瓊瑤

2.外國人名一般原則 西洋人之中譯名，以姓為標目，其後記其原文姓名於圓括弧內，
姓在前名在後，以逗點相隔。名之後得加生卒年代，以逗點相隔。

詹姆斯(James, Preston Everett, 
1899-)

3.中國人名註明朝代 (1)中國人名之前須註明朝代，置於圓括弧內。民國以後之人名
「民國」二字可予省略。

（宋）歐陽修
徐志摩

(2)竊偽之朝代，應以正統之朝代著錄。 （漢）王莽
不用（新）王莽

(3)人名前之朝代，以卒年為準；如有疑義或特殊情形時，得參
照諸家著錄決定之。

（明）鄭成功
（說明）鄭成功生於明熹宗天啟四年，卒
於清聖祖康熙元年，畢生反清復明，以著
錄為明人為宜。

帝王之廟號、后妃之諡號，原已冠有朝代者，不須另加註明，其
朝代名稱亦不須置於圓括弧內。

元太祖

4.僧尼 僧尼以法名為標目者，法名前冠「釋」字。 釋星雲
不用星雲，但另立「見」款目

5.相同標目之區分 (1)中國人名：朝代相同者，加註其西元生卒年、籍貫、專長、職
稱等於姓名之後，置於圓括弧內。

(漢)蔡邕(上虞人)
(明)王相(1470-1518)

(2)其他國家人名
標目相同時，可於譯名後圓括弧內之原文名稱後加註公元生22卒
年代，原文名稱與生卒年以逗點相隔。

杜威(Dewey, John, 1859-1952)
杜威(Dewey, Melvil, 1851-1931)



4.地名

• 適用範圍

地名用於團體標目之作用：

(1) 區別名稱相同之團體

(2) 作為政府機關標目之一部分

(3) 標示會議、展覽會等舉行之地點



地名標目(23.1-23.3)

項目 規則 地名標目

1.本國地名 本國地名以縣、市名稱直接著錄。縣以下之市、鎮等地名
應冠所屬縣名。

澎湖縣
桃園縣中壢市

2.外國地名 外國地名應冠以國名或地區名稱，惟著名者得省略國名或
地區名稱。

英國曼徹斯特

3.同地異名 同一地方如有不同之地名，選用其正式之地名，惟正式地
名若有習用者，宜選用習用名稱。

澳洲
不用澳大利亞

4.外國地名中譯名 外國地名如有習用之中文譯名，照錄之。無習用者，則參
考地名辭典及其他資料選定之。

舊金山
不用三藩市

5.地名之變更 地名如有變更，採用作品所載之地名。其新舊地名分立
「參見」或「說明參照」款目。

俄羅斯
參見 蘇聯
（說明）蘇聯於 1991年分裂瓦解

6.相同地名區別 相同之地名應冠較大地區之地名以資區別。外國地名之原
名得記於中文譯名之後，加圓括弧。

廣西壯族自治區鳳山縣
黑龍江省鳳山縣
高雄縣鳳山市



5.團體標目

• 通則

團體標目直接採用該團體著稱之名稱，未經採用者，另立參照款目引見之。

• 名稱選擇原則

團體名稱不止一個，採用其著稱者。如無法確定，則依下列順序擇定

(1)作品中最常用者

(2)文獻中最常用者

(3)最近使用者



(1)團體標目選擇(24.1)

項目 規則 團體標目

1.團體名稱變更 團體名稱如有變更，採用其作品所載之名稱。新舊名稱分立
「參見」或「說明參照」款目。

世界傳播學院 參見舊標目：世界新聞專
科學校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參見新標目：
世界傳播學院

2.不同形式之名稱 團體名稱如有不同之形式（如全銜、簡稱等），則採正式名
稱或全銜。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不用文建會

3.譯名 外國團體之有中文名稱者，以中文名稱為標目。無中文名稱
則採用作品中之譯名；作品中之譯名與前此所錄者不同時，
以既用者為準。其歧異之譯名另立參照款目引見之。
作品中無中文譯名，則參考其他資料以較為常用者選定之。無
法查 得，則自行擬定。外國團體之原名得記於中文名稱之後，
加 圓括弧。

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日本放送協會(Nippon Hoso Kyokai)



(2)團體標目格式(24.2)

項目 規則 標目格式

1.省略字樣 團體名稱中如含下列字樣，宜省略之： (1) 冠首之「私立」字樣。
(2) 冠首之「財團法人」字樣。(3) 「股份有限」或「股份有限
公司」字樣。(4)會議、研討會、展覽、博覽會等名稱之「屆次、
時間、地點」字樣。

中國文化大學
（說明）省略「私立」字樣

倚天資訊公司
（說明）省略「股份有限」字樣

2.加註適當字樣 團體名稱如無法顯示其為團體時，可於名稱後加註適當字樣於圓
括弧內，以說明其性質。

六十分鐘(電視節目)
紅孩兒(合唱團)

3.標目相同之團體 標目相同之團體於名稱後，加註其所在地或其他足以辨識之字樣，
置於圓括弧內。如其一為眾所熟知者，該團體可不加任何字樣。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廣州市) 

4.政府機關 (1)我國中央機關之標目可省略「中華民國」字樣；惟中國大陸中
央機關之標目可加註「中國大陸」字樣，置於圓括弧內。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文化部(中國大陸) 

(2)我國地方機關之標目，機關名稱冠其縣市名稱。 臺北縣教育局

(3)我國各級政府之二級以下單位，如其名稱不足以辨識，需於單
位名稱前加註其上級機關名稱。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第三科

(4)外國政府機關之標目，機關名稱應冠國名，國名採習用之名稱。日本在臺交流協會

5.需冠上級團體名稱之
下級單位

下級單位之名稱本身不足以區辨者，須冠其上級單位之名稱。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



(2)團體標目格式(24.2)

項目 規則 標目格式

6.會議、研討會等 會議、研討會等指有特定宗旨與主題而召開者。會議屆次、舉行
時間、會議地點依次加註於名稱之後，置於圓括弧內。屆次、時
間、地點間，以冒號相隔。

亞太地區圖書館學研討會(1 : 民 72 : 
臺北市)
歐洲地區國家建設研討會(5 : 民 74 : 
英國牛津大學)

7.展覽、博覽會等 展覽、博覽會等屆次、時間、地點之記載與會議、研討會相同。 德國現代美術展(民 74-75 : 臺北市
立美術館)
臺中縣美術家接力展(3 : 民 79-80 : 
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8.分會、支會、分部、
分館等

團體之分會、支會等所在地之地名記載於團體名稱之後，置於圓
括弧內。
如分會、支會等之名稱已包含其所在地之地名，則不必重複記載
地名。

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台灣省第一
支會（臺北縣三重市）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臺北市
分會

9.寺廟、教堂等 寺廟、教堂等所在地之地名記載於其名稱之後，置於圓括孤內。 龍山寺(彰化縣鹿港鎮)
清真寺(臺北市)
聖家堂(臺北市) 

10.電臺、電視臺等 電臺及電視臺之所在地記載於其名稱之後，置於圓括弧內。
如電臺及電視臺之名稱已包含其所在地之地名，則不必重複記載
地名。

飛碟廣播公司(臺北市)
高雄市天南廣播電臺
臺北之音



6.劃一題名

• 適用範圍

作品因版本或譯本不同而題名有異者，編目時得使用劃一題名，並
立為檢索款目，期於目錄中匯集一處，以便檢索。

• 因內容增修而題名有異之作品，不需立劃一題名，但可於附註項中註
明其先前版次之題名，並以之立檢索款目。

• 依下列情況考慮某一作品是否應使用劃一題名：(1)該作品之知名度；
(2)該作品不同版本及譯本之多寡；(3)該作品之原文是否為外文；(4)
該作品之不同版本、譯本是否需匯集一處，以便於研究。

• 劃一題名以使用本國語言為原則，必要時得以外文題名著錄，並依下
列順序選擇(外文作品之題名如有多種不同之中文譯名亦採此原則)

(1)最為著稱之題名

(2)作品中最常使用之題名

(3)原題名



劃一題名標目格式 (25.2-25.5)

項目 規則 標目格式

1.劃一題名為檢索款目 以劃一題名為檢索款目時，應於附註項中註明，並以前導用語
「劃一題名」引出。

大衛高柏菲爾
註云：劃一題名：塊肉餘生錄

2.劃一題名之標目與
其他標目相同

劃一題名之標目若與其他人名標目、團體標目，或題名標目相同
需區分時，應在標目中加適當之修飾字詞，置於圓括弧內。

亨利四世、亨利四世(劇本)
圖書館學刊(臺大)
圖書館學刊(輔大) 

3.劃一題名之標目加註
項目

(1)單元卷冊號
作品之某一單元單獨出版但無個別題名，以該作品題名為劃一

題名，並加註該單元之卷冊號。若該單元有個別之題名，逕以該
題名作為題名標目，並以該作品之劃一題名引見個別題名。如有
必要得以說明參照引見之。

浮士德.第一部
（說明）無單獨之個別題名

阿里八八四十大盜
（說明）阿里八八四十大盜為天方夜譚之

一單元個別題名
參照款目如下：天方夜譚. 阿里八八四十
大盜 見 阿里八八四十大盜

(2)語文名稱
作品之語文若與原文不同，則在劃一題名標目中加註作品語文

名稱，但作品語文為中文者，則不須加註。
，若含二種語文，則在劃一題名標目中加註該二種語文之名稱。
若含二種語文以上，則註明「多種語文」。

水滸傳. 日文
（說明）作品語文為日文，原文為中文

哈姆雷特
（說明）作品語文為中文，原文為英文

道德經.中文.英文
道德經.多種語文

(3)選輯
僅包含作品若干部分之選輯，則在劃一題名標目中加註「選輯」

字樣。



劃一題名標目格式(25.2-25.5)

項目 規則 標目格式

4.宗教經典 宗教經典之劃一題名標目，依序包含：劃一題名、單元題名、語
文、版本或譯本名稱、選輯

(1)基督教經典
基督教經典以「聖經」為劃一題名

聖經.新約.日文.選輯
聖經.舊約.詩篇.廿三章

(2)佛教經典
佛經以「大藏經」為劃一題名

大藏經.經藏.小部.本生經
大藏經.律藏.解脫律

5.文學作品 文學作品之劃一題名標目，依序包含：劃一題名、單元題名、語
文、選輯

西遊記.日文
天方夜譚.選輯

6.音樂作品 音樂作品之劃一題名標目，依序包含：作曲者、樂曲形式、演出
媒體、作品號、調性

孟德爾頌(Mendelssohn-Bartholdy, 
Felix).三重奏.鋼琴.弦樂.第2號.作
品66號.C小調

(1)有單獨之題名
音樂作品若有單獨之題名，該題名另立檢索款目。

貝多芬(Beethovan,Ludwig Van).交響
曲.第6號.作品66號.F大調
（說明）本作品之題名「田園交響曲」

另立檢索款目

(2)無單獨之題名
音樂作品若無單獨之題名而以樂曲形式或演出媒體等為題名，
依 25.5.1 款立劃一題名標目。

. 

四重奏.弦樂
諧謔曲.鋼琴.曲品22.A大調



三、國際編目原則(ICP)

• 在「巴黎原則」（Paris Principles）訂定55年後，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簡稱IFLA）於2017年3月2日發布最新版本之「國際編目原則
2016」（Statement of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Principles, ICP 
2016）。

• ICP內容分成7大部分︰1.範圍；2.總原則；3.實體、屬性與關係；4.書目敘
述；5.檢索點；6.目錄的目標功能；7.查找的功能基礎

1.Scope

2. General Principles

3. Entities, Attributes, and Relationships

4.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5. Access Points
6. Objectives and Functions of the Catalogue

7. Foundations for Search Capabilities



‧ICP的詞彙表中定義「檢索點」如下︰「用以檢索和識別書目或權威資料的
一個名稱、術語、代碼等」。

‧以專項（第5項）安排有關編製檢索點的規定及結構，對檢索點做了完整而
全面的規定。

5. 檢索點

5.1 一般規則

5.2 檢索點的選擇

5.3 權威檢索點

5.3.1 權威檢索點必須遵循一種標準

來建立

5.3.2 權威檢索點的語言和文字

5.3.3 首選名稱的選擇

5.3.4 權威檢索點的名稱形式

5.3.4.1 個人名稱形式

5.3.4.2 家族名稱形式

5.3.4.3 團體名稱形式

5.3.4.4 作品/內容版本的名稱形式

5.3.4.5 區分名稱

5.4 不同名稱和名稱的變異形式



• 使用者的便利性最為重要
提供書目著錄及檢索點時，必須謹記使用者的需求永遠排在第一位。

• 檢索點包含書目紀錄和權威紀錄單元
ICP的第7項-查找的功能基礎，呼應其第6項-目錄的目標功能中的第

一大功能—查找（find），認為檢索點應該包含書目紀錄和權威紀錄的
單元，提供對書目和權威紀錄及其相關書目進行可靠的檢索，也能作為
限定查詢結果之用。名稱、題名和主題，都要能透過特定的圖書館目錄
或書目檔所提供的任何手段進行查找和檢索（透過名稱的全稱形式、關
鍵詞、詞組、詞的截斷、識別符等）。
• 基本檢索點與附加檢索點
ICP的第7項明確訂定配置在書目紀錄和權威紀錄的基本檢索點

（essential access points）與附加檢索點（additional access 
points）。附加檢索點可以作為供選擇的檢索點，也可以作為過濾或限
定檢索的手段。
‧停用「標目」、「劃一題名」
ICP附錄的停用詞彙中，「標目」一詞已列為停用詞。「劃一題名」

的名詞，在ICP中也是被停用的，改以「作品/內容版本的權威檢索點」
(authorized access point for the work/expression)



四、資源描述與檢索(RDA)

• 資源描述與檢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簡稱RDA）為
新的書目著錄規則，於1997年AACR聯合修訂督導委員會決議制定AACR
新版本。2008年11月全部初稿公諸於世並接受評論，2010年6月RDA式
出版。

• AACR2有關標目法的部分，安排在第21章至26章，其中的21章是規定標
目選擇的主要章節，其後則分章規定個人、團體以及參照款目的做法。

• RDA的檢索點包括：實體檢索點（作品、內容版本、個人、家族、團
體）、 關係檢索點、和其他檢索點（如：題名等），其有關檢索點的
規定，主要安排在第2段、第3段、第6段及第9段。

• RDA以ICP為概念基礎，主要款目、附加款目等的理念不適用於線上目
錄，改用「檢索點」取而代之。

• 「檢索點」的概念，自從AACR2帶有卡片目錄時代色彩的的「標目」，
演變到RDA全盤接受ICP的「檢索點」觀念，ICP除了把檢索點從書目資
料擴展到權威資料，甚至演進到包括了資源內容的「主題」檢索點，
而RDA在檢索點的規則編製與ICP同步，絕大多數採用ICP的規定。



RDA與檢索點相關的內容
段別 內容 與AACR2的關聯

第2段（第5-7章） 記錄作品和內容版本的屬性規則，其中第6
主要是說明用於檢索點控制的作品或內容版
本屬性，如首選名稱、語言、日期、表演媒
體 等，還包括創作者/作品內容版本權威檢
索點的組合方式

AACR2的第25章劃一題名及第21章
主要款目的選取有關

第3段（第8-11章） 紀錄個人、家族和團體的屬性規則，主要是
說明選擇 個人、家族和團體首選名稱和變
異名稱的規則

AACR2的第22章個人名稱標目、第
24章團體/會議名稱標目以及第26
章的相關名稱參照

第6段（第18-22章）與資源相關的個人、家族和團體的關係，分
別依照與作品、內容版本、載體版本、單件
等加以說明

第19章的創作者/作品關係的說
明，與AACR2第21章中選擇主要款
目具有相當功能；其餘各章中的
檢索點則相當於AACR2的附加款目

第9段（第30-32章）個人、家族和團體之間的關係 與AACR2第26章的參照相當，此段
基本上是在權威紀錄上呈現。



AACR2 RDA

heading  (標目) authorized access point （權威檢索點）

main entry (主要款目) preferred title + authorized access 
point for creator if appropriate

（首選題名＋創作者之權威檢索點）

added entry (附加款目) access point （檢索點）

uniform title (劃一題名) preferred title (+ other information to 
differentiate) (首選題名)

see reference  (見)     variant access point （其他形式檢索點）

see also reference (參見) authorized access point for related 
entity
（相關實體之權威檢索點）

RDA相關詞彙變更



．不再採用“rule of three”--使用者更易於查找及識別著錄

．著者超過三人，仍然全部照錄(另一做法則為根據核心元素條款，僅著錄首
先命名者，其餘以[and…others]表示)。

RDA

245 $c Nancy Drew, Bess Marvin, 

George Fayne, NedNickerson

或

245 $c Nancy Drew [and three 

others]

AACR2

245 $c Nancy Drew … [et al.]



• 有關作品/內容版本檢索點的規定

RDA有關檢索點的規定較AACR2更為擴大，除了在名稱及概念上的差異外，「創作者＋作
品」組合形式以及劃一題名有更積極的做法

1.「創作者＋作品」之組合形式

檢索點除了個人、家族、團體之外，還包括題名的檢索，RDA特別說明有關作品及內容
版本的檢索點，對如何組合「創作者+作品」的形式以成為權威檢索點有詳盡規定︰ 『當作
品只有一個著者時，應該採用「創作者權威檢索點+作品首選題名」 ，而若當作品有多個著
者時，則應該採用「主要創作者權威檢索點 +作品首選題名」』。

2.「劃一題名」的改變

• AACR2對於劃一題名有詳細規定，主要在訂出一個明確單一的檢索點

• RDA則不強調劃一題名，而事先選擇作品最為人熟知的題名作為首選題名（preferred 
title），再加上其他核心項目以描述作品屬性，共同組合而成檢索點。當一載體含有多個
語文的內容版本時，不是以「polyglot」表示，而以首選題名加上各種語文，分別成立一
個獨立的內容版本檢索點



取消“rule of three”--使用者更易於查找及識別著錄

111 2  |a藝術與設計國際研討會
245 10 |a藝術與設計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b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 and design. 
|c 國立屏東大學視覺藝術學系主辦 ; 日本大阪教育
大學,福州大學,越南河內藝術學院,美國喬治亞州
立大學,韓國國民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廈門大學, 
福建工程學院,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國立雲林科
技大學,國立台南大學,國立屏東高中,屏東縣立中
正國中,屏東縣立民和國小,百世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智凰網路科技,智慧菓,台灣時報,屏東縣警察局, 
高雄市中國書法學會,福建省雕刻藝術家協會,八方
藝術學會, 觀昇有線電視協辦

245 00 |a 太陽雨 : |b 1980年代至今的東南
亞當代藝術 = Sunshower : 
contemporary art form Southeast Asia 
1980s to now / |c方彥翔,柯念璞,小山
田洋子,吉田彩子執行編輯 ; 黃亮融,詹
慕如,羅心彤,陳美智,徐詩雨翻譯

700 1 |a方彥翔,|e編輯
700 1 |a柯念璞,|e編輯
700 1 |a小山田洋子,|e編輯
700 1 |a黃亮融 |c(英語),|e譯者
700 1 |a詹慕如 |c(翻譯學),|e譯者
700 1 |a羅心彤 |c(英語), |e譯者

710 2 |a國立屏東大學 |b視覺藝術學系,|e主辦者
710 2 |a日本大阪教育大學
710 2 |a福州大學
710 2 |a越南河內藝術學院

711 2 |a太陽雨-1980年代至今的東南亞當代
藝術 |d(民108 : |c高雄市立美術館)

711 2 |a太陽雨-1980年代至今的東南亞當代
藝術|d (2017 : |c 日本東京都)

245段著者敘述項照錄所有主協辦單位、710段追尋主辦者及前三個
協辦者

245段著者敘述著錄所有編輯者翻譯者名字、700段追尋名列前3位的編
輯者跟譯者



參、檢索點功能的發揮

一、權威控制是檢索點增值的利器

• 檢索點是查詢與利用資源的關鍵要素，為讀者查檢資料所依賴的
重要途徑。

• 由ICP、RDA相關規範可看出，檢索點與權威控制兩者密不可分，
相輔相成而能發揮更佳的功效。建立妥善檢索點是權威控制的基
礎，而權威控制就是要對不同形式的檢索點做適切的管控。

• 做好權威控制可讓檢索點的功能更加充分發揮，不做權威控制僅
增建檢索點，可能會有遺漏不全，耗費人力實際功效有限。



二、影響檢索點功效的因素

➢編目建檔內在因素
＊資料內容錯誤

打錯字：林柏維→林柏雄
欄位建錯：246→ 264
指標錯誤：03→ 30

➢編目建檔外在因素
＊特定欄位未設為索引項
＊異體字（同字不同形）未對應：稅/税、三/叁
＊字體顯示異常：薄→ {45557e} 
＊檢索結果排序異常

書目品質管理很重要

系統功能完備很重要



異體字對應處理有助查得不同字形的相同字

兌/兑、稅/税、戶/戸/户、
懲/惩、三/叁、丐/匄、世/丗
/卋/㔺、丹/㣋、之/㞢、五/
㐅、亡/兦/亾



題名出現非正常字形造成該書無法被查得

弹 {2d3d4b}

• 008 000501s1992 cc ad b 000 0 chi d 
020 7302010072(精裝) :|c人民幣13.9元
245 00 {2d3d4b}性流体动力润滑 /|c温诗铸, 杨沛然著
246 13 彈性流體動力潤滑

薄 {45557e}

• 008    991215s1994    cc ado        000 0 chi d 

• 020    780569883X(精裝) :|c人民幣180元

• 245 00 {45557e}意芸術 /|c林文舉著

• 246 13 {45557e}意藝術

•



三、降低檢索點失效的方法

➢做好書目品質控管

．自我檢核

．專人抽檢

．特別加強各檢索點查驗

➢由讀者問題線索中追查

為何從書名查不到但從作者卻可以找到？為何叢書目中無法得知套書

各冊的內容？

．釐清問題真相--是編目建檔問題或是系統功能問題

．找出原因解決問題癥結



肆、權威控制概述
一、權威控制的涵義

• 權威控制（authority control）是藉由標目形式的一致化，以及建立不同
形式標目間的參照關係將選用與不選用的相關標目連結起來，並說明其間的
關係，保持一個完整的資料檔。

• 獨特性、標準化及連結性是權威控制的特性。

• 基本工作有兩項：(1)決定標目或檢索項的形成；(2)紀錄其決定事項。

• 權威控制是圖書館書目控制重要的工作

人工編目系統中，以卡片目錄維護之標目一致性。
線上編目系統中，藉由系統結與指引功能，辨識匿名作者及追蹤名稱的

各種更替情形；並能將相關主題、作品聚集一處，保持目錄中標目的一致性
與一貫性(Uniformity and Consistency)；維護書目資料庫檢索點(Access 
Point)形式一致性，進一步將書目資料庫中的名稱、作品與主題間之關係標
示出來。



二、相關詞彙
1.權威工作（authority work）

決定書目記錄中個人名稱、團體名稱、劃一題名、集叢題名、主題的標目形
式、所需參照及此標目與其他權威標目之間關係的整個過程。

2.權威紀錄（authority record）

顯示使用於圖書館目錄的標目形式、與其他不同標目形式的參照、及權威
資料來源等的一筆記錄。

3.權威檔（authority file）

由權威紀錄匯集而成主要包括名稱權威檔、集叢權威檔及主題權威檔。

4.自動化／線上權威控制（automated authority control）

使用電腦管理權威控制的大部分過程。

5.其他用語：中國大陸稱為 「規範控制」、日本稱為「典拠管理」 (拠同據) 、

韓國稱為 「典據統制」。



三、權威控制的目的

• 提高書目資料之正確性與可靠性

• 增加查尋檢索途徑

• 提高查全率及查準率

• 發揮目錄的效能

• 提高編目的工作效率與品質

• 避免建立重複的紀錄



四、權威控制的功能

➢增進圖書館目錄的效用

．1876 年 Charles A. Cutter 在《Rules for a Printed Dictionary Catalog》

一文提出，控制名稱標目的形式是達成目錄功能的方法之一。 （Ｍarch 14,1837–September 6,1903）

．為達成目錄提供查詢、聚集以及辨識的功能，加強目錄的參照結構以幫助讀者能

以權威的形式，聚集同一位作者的作品是必要的。

➢方便使用者利用資源 強化資訊組織功用

＊查詢︰幫助使用者了解館藏所收錄的資料即可獲取的途徑，透過檢索款目與權威檔資料進
行比對， 以尋求精確的料。

＊聚集︰藉由標目資的參照結構，使用者可以由已知的 作者、題名或主題進一步獲得相似、
相關、廣義、狹義的資料。

＊連結︰權威紀錄與描述紀錄是相依相存，並非獨立存在的。以參照關係有效建立標目之間
的連結，藉此連結檢索館藏。

＊評估︰從作品的版本、體裁或主題，幫助讀者選擇他所需要的圖書資料。



五、權威控制的發展歷程

• 國際書目控制標準化
1961年IFLA在巴黎召開國際編目原則會議（ICCP)訂定的〈巴黎原則〉

已對國際書目控制標準化奠定了基礎，據此一連 串與權威控制的建議
和規則陸續制定完成。
• 權威紀錄標準化和國際交換
1991年出版《國際機讀編目格式》(UNIMARC/Authorities)， 1993年

出版《Guidelines for Subject Authority and Reference Entries》
(GSARE)等，為權威紀錄的標準化和國際交換做出明確的規範。
• 虛擬國際權威檔

科技的進步和網路的興起，尊重各國文化背景的考量，以使用者為
中心的觀念開始萌芽。各國書目代表機構對於該國的權威控制工作，可
使用該國的編目規則，利用技術將各國標目或是權威記錄號碼加以連結，
創建一個虛擬的國際權威檔成為趨勢。



六、權威紀錄的種類
1.名稱權威檔
(1) 個人名稱：個人除了本名之外，常會因政經、宗教及社會因素而有其他變異形式的名稱出現，與本名

之間，需建立參照關係加以組織聯繫，相互對照指引。例如︰筆名、譯名、英文簡稱、法名、廟號、
諡號及封號等。而同名之不同著者，則更有加以區分的必要。

(2) 團體名稱：機關團體除了其正式法定名稱外，常因歷史變遷、改名、合併等因素，而有簡稱、多個
名稱、原名、中文譯名、 頭字語及新舊名稱等。與機關或團體全銜之間，也需建立參照 關係加以連結。

(3) 會議名稱：基本上屬於團體名稱的一種，可加屆次、日期及地點三要素使其形式確定下來。
(4) 地理名稱：新舊地名、外國地名及相同地名等情形，亦須加以控制。
(5) 劃一題名：同一作品常因版本或譯本不同而有不同題名，編目人員可以依據編目規則建立一個劃一題

名，有利於將所有版本集中，方便利用。集叢題名、連續性出版品之刊名演變、翻譯 作品及不同版本等，
都屬劃一題名的範疇。

2.主題權威檔
標題係指以簡短的控制詞彙在目錄上表達作品內容，通常控制詞彙會有新舊標題用詞差異、廣狹義詞之
間、主標目和主題複分之間參照關係的問題。

3.集叢權威檔
一套集叢因為可能涵蓋多種多冊，出版時間延續甚長，因而容易造成名稱的變動，應加以控制，才能收
到聚集作品於一處的檢索功效。



• 更多的檢索點(舉例) --使用者更易於找到

AACR2 Aesop’s fables. Polyglot.

RDA Aesop’s fables. Greek.

Aesop’s fables. English.

Aesop’s fables. Spanish.

Aesop’s fables. Latin.

AACR2 Aesop’s fables. English & German

RDA Aesop’s fables. English.

Aesop’s fables. German



• 綜合而言，權威控制最大的效用就是解決目錄記載內容中同一人事地物不同
名稱、不同人事地物相同名稱等現象，選擇適當的標目，建立同一人事物的
一致用語，提高檢索查詢的正確性。

同人異名 同地異名
同名異人 同名異地
同書異名 同義異形詞

• 為每一個實體訂定一個獨特的權威形式名稱，將其他變異形式標目以
參照關係相互引見，便於使用者查獲所需資料。

例如作家林良的筆名為子敏，又被稱為小太陽，藉由建立一致性的
標目，讀者查檢作者林良時，就可檢索到所有林良、子敏、小太陽的作
品。



同人異名

• 梁實秋

治華、實秋、均默、子佳、秋郎、程淑、
希臘人、秋室、絮如、豹隱詩人、雅舍靈雨

• 張愛玲

張媖、張瑛煐、徐京、梁京、王鼐、范
思平、萬因愷、王珍凌雲、蔣伯川

• 王文華

小白菜、湘弦、王湘弦

,



同名異人
• 根據新北市民政局統計，和蔡英文同名同姓，有3人 2位女性 1位男性，至於和行政院長
林全同姓名，共有12人。六都直轄市長，柯文哲1人朱立倫3人，鄭文燦19人，林佳龍36
人，賴清德1人，陳菊同名36人。



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南投縣選舉名人王永慶

知名歌手謝金燕 幼教老師謝金燕

同名異人



同書異名



李叔同法號弘一
查詢「李叔同」的著作，亦可查獲「釋弘一」的著作



鐘樓怪人 = 巴黎聖母院

同時查得
同書異名
的作品



機讀書目和權威紀錄連結圖示



伍、權威控制相關規範

• 編目規則

• 機讀編目格式

• ICP

• RDA

• FRAD

• FRSAD 



一、中國編目規則(CCR)

《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權威控制相關規則列於第二部分

乙編 標目

第二十一章 檢索款目之擇定

第二十二章 人名標目

第二十三章 地名

第二十四章 團體標目

第二十五章 劃一題名

第二十六章 參照

http://catweb.ncl.edu.tw/userfiles/cat07/file/CCR3/1317000367.pdf
http://catweb.ncl.edu.tw/userfiles/cat07/file/CCR3/1317000412.pdf
http://catweb.ncl.edu.tw/userfiles/cat07/file/CCR3/1317000456.pdf
http://catweb.ncl.edu.tw/userfiles/cat07/file/CCR3/1317000484.pdf
http://catweb.ncl.edu.tw/userfiles/cat07/file/CCR3/1317000512.pdf
http://catweb.ncl.edu.tw/userfiles/cat07/file/CCR3/1317000541.pdf


參照款目

• 為便於檢索，目錄中得立下列參照款目：

(1)「見」款目：指引讀者從可能查尋之人名、團體名稱或題名等「見」目錄
中選用之標目。 例： 漁仲 見 (宋)鄭樵

(2)「參見」款目：指引讀者從某一標目「參見」其他相關之標目。

例：漢寶德 參見 也行

(3) 說明參照：如僅以「見」或「參見」款目無法給予讀者適當之指引時，
得以簡潔之文字加以說明。

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前身為「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民國 68 
年 3 月 改組為「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民國 73 年 9 月與 經濟部農
業局合併成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注意下列事項： (1) 欲引見之款目，須為已見諸目錄者。 (2) 目錄中使用
參照款目之情形，應另予記錄於權威檔，以便 修正或刪除款目時有所依據。
(3)凡有助於讀者之參照款目逕立之。



人名 「見」款目：個人之名字，其未經選用為標目者，應立「見」款目

引見選用之標目

標目 見款目 說明

本名 邱文祺 見 黃春明

筆名 潘希真 見 琦君

室名目 高拜石 見 古春風樓主

諡號 姬宜臼 見 周平王

法名 王錦雲 見 釋證嚴

俗名

已婚婦女之名字 張蘭熙 見 殷張蘭熙

外國人之譯名 漢明威 見 海明威(Hemingway, 
Ernest)

不同之著者使用同一名
字

大方
見 方師鐸

徐瑩

該名字未經選用為
標目時，各著者之
標目，應以同一
「見」款目引見之。



人名 「參見」款目：個人名字在目錄中使用不同之標目時，得立「參見」款目
互見之。

標目 參見款目

同一人在目錄中使
用不同之標目

郭衣洞 參見 柏楊
柏楊 參見 郭衣洞

林良 參見 子敏
子敏 參見 林良

項目 說明參照款目

例一 二殘
為王文興與劉紹銘合著作品使用之共同筆名，其個
別作品見其個別名字。

例二 王文興
以筆名與劉紹銘合著之作品見二殘

例三 張曉風
以筆名發表之作品見曉風、桑科、可叵。

「說明參見」款目僅以「見」或「參見」款目無法給予讀者適當之指引，得以簡潔之文字說明。



團體名稱及地名
「見」款目：團體或地名之不同名稱，未經選用為標目者, 應立「見」款目

引見選用之標目。

標目 見款目

正式名稱 福爾摩沙 見 臺灣

簡稱 美利堅合眾國 見 美國

外國團體之譯名 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 見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不同之地名 錫蘭 見 斯里蘭卡

項目 參見款目

實例 英國鳥類學家協會 參見 英國鳥類學家聯盟
英國鳥類學家聯盟 參見 英國鳥類學家協會

「參見」款目：團體名稱在目錄中使用不同之標目，得立「參見」款目互見之。



團體名稱
「說明參照」款目

標目 說明參照款目

冠首之「私立」、「財團法人」
等字樣，不記載於標目內

本目錄中凡冠有「私立」、「財團法人」之機關團體，
均省略其「私立」、「財團法人」字樣。

團體名稱如有更易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前身為日據時期之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台灣光復後改
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圖書館，三十七年更名臺灣省
立臺北圖書館，六十三年改隸中央，稱今名。



劃一題名
參照款目 說明 款目內容

「見」款目 1.同一作品的不同題名或多種題名 石頭記 見 紅樓夢
金玉緣 見 紅樓夢

2.外文作品之題名，如有多種不同之中文
譯名，其未經選用為

孤星淚 見 悲慘世界
孤星血淚 見 悲慘世界

「參見」款目 劃一題名在目錄中使用不同語文之標目，得立
「參見」款目互見之。

說明參照 題名冠有「欽定」、「增訂」、「刊刻」
等字樣，不必記載於標目內，但應於目錄
中以「說明參照」說明之

集叢名稱
參照款目 說明 款目內容

「見」款目 集叢之不同名稱 深度旅遊叢書
見 聯合報深度旅遊叢書

「參見」款目 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
參見 中國名著選譯叢書



二、機讀編目格式
1.MARC21 權威紀錄格式









2.中國機讀權威記錄格式



識別段
001 權威記錄系統識別號
005 最後更新時間
[009] 各館權威記錄系統識別號
015 國際標準權威記錄號碼
050 國立中央圖書館權威記錄系統識別號
[099] 國家書目中心資料庫權威記錄系統識別號

代碼資料段
100 一般性資料
150 名稱代碼資料(Coded Data Field for Names)

152 編目規則

154 劃一題名代碼資料(Coded Data Field for Uniform Title)

160 地區代碼

主標目段
200 權威標目─人名
210 權威標目─團體名稱
215 權威標目─地名
220 權威標目─家族名稱
230 權威標目─劃一題名
235 權威標目─總集劃一題名
240 權威標目─著者/題名
245 權威標目─著者/總集劃一題名
250 權威標目─主題標題

附註段
300 一般註(Information Note)

305 「參見」之說明註
310 「見」之說明註
320 「說明參照」註
330 標目範圍註

反見標目段
400 反見標目─人名
410 反見標目─團體名稱
415 反見標目─地名
420 反見標目─家族名稱
430 反見標目─劃一題名
440 反見標目─著者/題名
445 反見標目─著者/總集劃一題名
450 反見標目─主題標題

反參見標目段
500 反參見標目─人名
510 反參見標目─團體名稱
515 反參見標目─地名
520 反參見標目─家族名稱
530 反參見標目─劃一題名
540 反參見標目─著者/題名
545 反參見標目─著者/總集劃一題名
550 反參見標目─主題標題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001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005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009]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015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05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099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10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15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152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154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16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20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21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215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22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23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235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24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245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25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30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305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31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32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33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40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41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415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42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43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44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445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45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50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51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515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52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53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54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545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550


分類號段
675 國際十進分類號（UDC）
676 杜威十進分類號（DDC）
680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號（LCC）
681 中國圖書分類號（CCL）
686 其他分類號

連接標目段
700 連接標目─人名
710 連接標目─團體名稱
715 連接標目─地名
720 連接標目─家族名稱
730 連接標目─劃一題名
740 連接標目─著者/題名
745 連接標目─著者/總集劃一題名
750 連接標目─主題標題

資料來源段
801 出處欄
810 資料來源
815 未查獲資料註
820 使用註或範圍註
825 註記舉例
830 編目員註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675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676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68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681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686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70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71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715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72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73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74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745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75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801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81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815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820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825
http://catapp.ncl.edu.tw/old_catweb/2-1-7-07.htm#830


三、國際編目原則(ICP)

• 拓寬了巴黎原則的範圍，擴及到權威控制
在其引言上明確點出︰「由只涉及文字內容的作品擴展到包括各種

文獻類型，由只涉及款目的選擇和形式擴展到包括圖書館目錄所使用的
書目資料和權威資料的各個方面。」

• 分別以第4項和第5項訂定書目紀錄及檢索點的建立方式，第5項指出：
「應該建立權威紀錄，以便控制用作檢索點的個人、家族、團體、著
作、內容版本、載體版本、單件、概念、物件、事件、地點等實體的
名稱權威形式和參照」。

• 詳細規定權威標目
詳細規定個人名稱、家族名稱、團體名稱和劃一題名等的形式和構

成，為圖書館界甚至跨至其他行業（如︰博物館、檔案館、出版業、著
作權管理等）共享權威資料提供統一的方法和原則。



ICP對於權威控制相關詞彙有明確的定義

• Authority data: Aggregate of information about a person, family, corporate body, 
work, expression, manifestation, item, or thema. Authority data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control the authorized forms of names, nomens, variant forms of 
name, and identifiers used as access points. See also Access point [RT], 
Bibliographic data [RT], Controlled access point [RT], Identifier [RT]. Sources: 
FRAD, ICP rev WG. 

• Authorized access point: The preferred controlled access point for an entity, 
established and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rules or standards. See also Access point 
[BT], 

• Authorized form of name [RT], Controlled access point [BT], Essential access 
point [RT], Name [RT], Preferred name [RT], Variant form of name [RT]. Sources: 
IME ICC. Authorized form of name: The form of name chosen as the authorized 
access point for an entity. See also Authorized access point [RT], Conventional 
name [RT], Name [BT], Preferred name [RT], Variant form of name [RT].



• Authority data (權威資料) --- 有關個人、家族、團體、作品、內容形式、載體、單件
或相關資訊之集結。權威資料必須建構來控制作為檢索點的權威形式名稱、其他形式名稱、
及識別語。

Aggregate of information about a person, family, corporate body, work, expression, 
manifestation, item, or thema. Authority data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control 
the authorized forms of names, nomens, variant forms of name, and identifiers 
used as access points. 。

• Authorized access point (權威檢索點) --- 按規則或標準確立與構建的一個實體之首選
受控檢索項。

• Authorized form of name (權威形式名稱) --- 被選為實體權威檢索項的名稱形式。

• Variant form of name (其他形式名稱) --- 未被選為實體權威檢索項的名稱形式，可用
於檢索實體的權威紀錄，或者連接權威檢索項。



四、資源描述與檢索(RDA)

資源描述與檢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簡稱RDA）遵循
了ICP的原則，因此在章節及條文的安排上，充分納入有關權威控制的相關規
定，例如︰

(1)明定首選名稱及其他變異名稱的擇定規則；

(2)說明權威紀錄的參照規則和參照類型；

(3)提出適用於權威紀錄的注釋，例如：名稱使用範圍、使用日期、識別狀
態、無法區別的名稱指標、資料來源以及編目員註等；

(4)附錄K列出名稱（個人、家族、 團體）間的關係用語，這些關係用語主
要是用於權威紀錄。尤其，RDA在第8章著錄個人家族和團體屬性的總則裡有
關語言和文字的規定（RDA 8.4），基本上是遵照ICP的原則5.3.2有關權威檢
索點的語言和文字所作的規定。



• RDA在內容的編排上，補足了AACR2的缺漏，為權威控制的做法在編目規則中
提供一套完整的說明。

• AACR2在權威控制的部分說明不足，雖在其第二部分的標目、劃一題名和參
照的第21到26章中，提供了書目紀錄檢索點選擇規定、標目形式、參照（見、
參見、說明參照）規定等，這些規定提供了唯 一標目形式的方法，讓編目
員在製作標目時，有一致性的做法的依據，是權威控制的起點。

• 針對如何將這些標目建立一套管理體系，包括︰在何處紀錄首選標目與參照
標目（變異形式），如何建立其間彼此的關係、權威控制的意義、目的、應
包含實體為何、權威紀錄的內容項目等AACR2並未涉及；此外，AACR2也未涵
蓋主題內容的標目。目前在實作上一般是依據MARC21權威紀錄格式的相關規
定來編製權威紀錄，但 MARC並非編目規則，因此RDA即就這些缺點加以改善。



五、權威資料功能需求(FRAD)

•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IFLA之FRBR家族和權威控制有關者為：
權威資料功能需求（FRAD）和 主題權威資料功能需求（FRSAD）。
與 FRBR 相同皆採實體—關係概念模式，分別規範名稱及主題權
威資料間的關係。

• 書目紀錄功能需求 （FRBR）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 權威資料功能需求 （FRAD）-- 規範名稱及主題權威資料關係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Authority Data

• 主題權威資料功能需求 （FRSAD）-- 規範主題權威資料關係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Subject Authority Data



• 就個人、家族、團體、作品、內容形式、載體形式、單件、概念、物
件、事件、地點、名稱、識別符、受控檢索項、規則、機構等16項(前
11項為)之實體、屬性及關係等做規範。

• FRAD是其「書目紀錄功能需求」FRBR模式的擴展

• 以使用者為中心，迎合使用者文化及語言需求

• 就使用者而言，具有四項作用：

(1) 查找 (Find): 尋找符合陳述的實體

(2) 辨識 (Identify): 識別所尋找的實體

(3) 關係說明 (Contextualize): 釐清兩個或多個實體之間的關係

(4) 證明 (Justify):了解選定權威名稱及其形式的理由



• FRAD重要性

(1)線上公用目錄有權威檔的控制將提高其檢全率與檢準性

(2)網路與數位化時代，權威控制的重要性增加，同一作品或作品實體

的作品名稱若具唯一性，就更容易在龐大的網路資源中被找到

(3)對不同編目規則與語言，權威紀錄促進國際分享與交換

• FRAD 模型主要將權威資料的實體關係分為以下類別：

個人、家族、團體與作品等特定實例之間的關係

個人、家族、團體、作品的變異名稱之間的關係

受控檢索點之間的關係

其中第二大類與第三大類涵蓋一般反映於權威紀錄參照結構中的實體關係



FRAD概念模式

資料來源：張慧銖、邱子恒、陳淑君、陳淑燕（2017）。資訊組織。新北市：華藝



六、主題權威資料功能需求(FRSAD)

• 主題權威資料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Subject 
Authority Data, FRSAD）以 FRBR 第三組實體概念、物件、事件、地點為
基礎加以延續與擴展，內容以主題與主題彼此間的關係，以及主題的屬性為
主要範圍。

• FRSAD 使用來自 FRBR 的作品（work）實體，並且增加了 THEMA 及 NOMEN 
兩個超級實體（super-entity 或 superclass），意指其可以當作所有
FRBR實體的實體。

• 對於權威紀錄使用者，提供提供定義清楚，結構化的主題權威紀錄參考架構，

協助評估權威資料在圖書館相關領域在國際分享與使用的可能性。



• FRSAD 模型建立了兩套關係

「不同」類型的實體之間的關係

「相同」類型實體之間的關係

• FRSAD 權威資料的工作在於幫助使用者：

尋找（find）

識別（identify）

選擇（select）

探索（explore）探索主題與其名稱之間的關係





概念模式 實體與焦點 使用者工作 時間軸

書目紀錄功能需求
（FRBR）

原始架構：3組實體 –
第1組（FRBR的核心）=知識或藝術創作產品：

作品、內容版本、載體版本及單件。
第2組=第1組實體的著者：個人、團體、家族。-
第3組=主題實體：概念、物件、事件、地點。

Find 
Identify
Select 

Obtain 

1997 年通過概念
模式， 1998 年
終報告出版，
2009 年為新版

權威資料功能需求
（FRAD）

以 FRBR 第2組為焦點，擴展到權威資料。除
FRBR 11個實體，新增了五個實體：名稱、識別碼、
受控檢索點、規則、機構。

Find 
Identify 
Contextualize 
Justify

2008 年發布終報
告，目前新版本
為 2013 年所發
布的修訂版。

主題權威資料功能
需求
（FRSAD）

以 FRBR 第3組為焦點，擴展到主題權威資料。使
用作品（work）實體，新增 THEMA 及 NOMEN 兩
個超級實體。

Find 
Identify
Select Explore

2010 年 6 月核准，
2011 年出版。

資料來源：陳淑君（2019）。從書目關係探討FRBR與BIBFRAME發展, 在108年度「圖書館資訊組織進階訓練」研習手冊



陸、權威紀錄機讀格式建檔說明

MARC21 權威紀錄中文手冊
MRAC21權威紀錄教材(國家圖書館編目園地 » 資訊組織規範 » 中文編目規範 » 

權威紀錄)

http://catweb.ncl.edu.tw/standad/east/authoritry

http://catweb.ncl.edu.tw/standard/page/25572
http://catweb.ncl.edu.tw/standad/east/authoritry


建檔欄位簡表















































MARC21 Authority 3XX新增欄位



新增欄位 依名稱屬性、作品和內容版本區分

• MARC 21權威格式針對名稱的屬性新增欄位

• 046 - Special Coded Dates (R)
368 - Other Attributes of Person or Corporate Body (R)
371 - Address (R)
372 - Field of Activity (R)
373 - Associated Group (R)
374 - Occupation (R)
375 - Gender (R)
376 - Family Information (R)
378 - Fuller Form of Personal Name (NR)

• MARC 21權威及書目格式針對作品和內容版本新增欄位

• 046 - Special Coded Dates (new subfields only)
370 - Associated Place (R)
377 - Associated Language (R)
380 - Form of Work (R)
381 - Other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of Work or Expression (R)
382 - Medium of Performance (R)
383 - Numeric Designation of Musical Work (R)
384 - Key (NR)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ad046.html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ad368.html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ad371.html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ad372.html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ad373.html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ad374.html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ad375.html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ad376.html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ad378.html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ad046.html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ad370.html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ad377.html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ad380.html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ad381.html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ad382.html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ad383.html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ad384.html


3XX新增欄位

















實體間關係的著錄

1.名稱與資源間的關係

• RDA附錄I詳列資源和個人、家族、團體間可能的關係。包括著作職
責為：著者、藝術家、繪製地圖者等。

• MARC 21權威紀錄格式 1XX、4XX、5XX等以$e（relator term）和$4
（relator code）著錄上述關係。

2. 名稱與名稱間的關係

• RDA附錄K詳列個人、家族、和團體間可能的關係用語。如：員工、
贊助者、雇主、祖先等。

• MARC 21權威紀錄格式 4XX、5XX增加$i以說明此種關係。



3.資源與資源間的關係

• R D A附錄J詳列超過4 0 0種作品、內容版本、載體版本、單件間
的關係，如： dramatized as（work）、indexed in（work）、
digest of （expression）、filmed with（manifestation）、
reproduction of（item）等。

• MARC 21有許多欄位及分欄說明上述關係：

附註：6XX

結構性檢索點：4XX及5XX。

新增$i：4XX、5XX增加$i以說明此種關係。



個人名稱範例



個人名稱範例





375 ‡a  Transgender people
變性人



個人名稱範例



個人名稱範例



個人名稱範例



團體名稱範例



團體名稱範例



團體名稱範例



家族名稱範例



主題標題範例



CMARC 權威紀錄

欄位200 是選用的權威標目

欄位 400 是其他各種異形標目

欄位 500 記載參見(即並用)的標目

欄位 810 記錄各個標目的資料來源

欄位 830 是編目員註

CMARC權威紀錄範例



柒、權威控制合作計畫

• 名稱權威合作計畫(Name Authority Cooperative Program,簡稱NACO) 

• 主題權威合作計畫(Subject Authority Cooperative Program,簡稱
SACO)

• 虛擬國際權威檔（The 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簡稱
VIAF）

• 國際權威資料庫合作計畫（Linking and Exploring Authority Files, 
簡稱 LEAF）

• 香港中文名稱權威資料庫（Hong Kong Chinese Authority Name，簡
稱HKCAN）

• 中文名稱規範聯合協調委員會



合作模式 說明 實例

分散式查詢模式
distributed model

以Z39.50 協定為主的多種交換格式對應，是一種分散
式查詢的模式，當有檢索需求時透過Z39.50貫穿實體各
自獨立的合作機構權威資料庫

LEAF

集中權威檔模式
central authority 
file with links to 
all others

採用集中的權威檔並連結到所有各參與機構檔案的方式，
負責集中的機構比對標目建立一筆唯一紀錄，並連結到
各個參與單位，由各機構持續維護自己的檔案。

聯合權威檔模式
union authority 
file

是由一個集中機構負責協調各個參與單位，共同建置一
個實體「聯合權威檔」，此模式對於參與機構沒有太多
標準規範一致性的要求，採開放系統模式，對於參與機
構沒有太緊密的聯盟關係，機構可以視自己能力貢獻權
威紀錄。

NACO

虛擬聯合權威檔模式
virtual union 
authority file

雖是一種集中方式，但是實際並非建立實體集中之權威
檔，而是採虛擬集中、實際連結的方式，完整的權威紀
錄仍保留在合作館各自權威檔中，權威資 料是透過OAI
協定，由伺服器加以擷取(harvest)，此一模式為VIAF
的做法。

VIAF



一、NACO
計畫目標

• 名稱權威合作計畫(Name Authority Cooperative Program,簡稱NACO)基於
提供一個國家級的名稱檔：建立權威紀錄是一件成本很高的工作，不需要每
個圖書館都重複投入。

• 分擔權威控制的成本：以共建共享的方式，可大幅節約LC人 力開銷。

• 減少重複投入：對於同一個實體，只需要建立一筆權威紀錄， 然後持續共
同維護該筆紀錄即可。

• 增加資料庫紀錄的數量：參加計畫的機構越多，權威記錄的 數量增長也會
越多。

• 擴大資料庫涵蓋範圍：對於LC沒有的文獻，只要NACO成員 館有，都可以建
立相應的權威紀錄。

• 權威記錄品質穩定：NACO 計畫成員需經過LC專為成員館提 供的嚴格課程培
訓和相當時間的審查，紀錄品質確保穩定。



架構與運作

• NACO採會員機制招收有志參加的成員，會員分成兩種：

獨立的會員：不論機構規模大小都可以申請參加成為獨立會員，但不接受以個人
名義參與的成員。機構或圖書館申請成為NACO組織的成員， 首先必須按照規定的標
準(AACR2和MARC21)編製標目和參照，並提供 其他所需的資料。其次，必須是OCLC
書目中心的會員，以便線上提交 記錄。第三，參加NACO的機構必需承諾務必努力執
行權威工作，並將 其當成是編目工作的一部分。

漏斗式(Funnel)計畫成員：成員的組合有多種形式，例如基於共同興趣、相同
主題或語言、地理的鄰近關係或是同一個聯盟的成員而攜手加入，是 由各別圖書館
攜手合作，一起貢獻名稱權威記錄到主資料庫裡的方式， Funnel的優點：一是能使
小型圖書館可以用有限的資源和貢獻來參與 NACO；二是編目人員可藉由與特殊興趣
團體及相同興趣的同道分享交 流以提升專業知識。

• NACO會員原可自由決定他們想要提交名稱權威記錄的數量，但2003年PCC開始採用
每年應提交數量的最低標準，

大型圖書館每年最低應該提交200筆名稱和集叢權威紀錄，

小型圖書館每年貢獻則至少應有100筆的目標。



https://www.loc.gov/aba/pcc/naco/index.html



二、SACO

• 主題權威合作計畫(Subject Authority Cooperative Program,簡稱SACO)為
美國國會圖書館合作編目計畫（Program for Cooperative Cataloging，簡
稱 PCC）四項計畫之一。

• 加入SACO成員需填寫會員申請書，同意每年貢獻10-12筆主題權威紀錄包含
美國會圖書館分類號(LCC)及主題詞(LCSH)。

• 主要目標為達成以下任務：

1.透過全球各地專業編目人員，即時製作與維護高質量的權威紀錄；

2.以合作、協作和夥伴關係，提供專業的權威紀錄分享予使用者；

3.持續提供教育訓練、制定標準、更新權威資料文件、使權威控制更有效

率。



• 為避免重複工作，參與SACO計畫之會員可線上查詢美國國會圖書館名稱權威
紀錄與主題權威紀錄。

• 推行編目分送服務(Cataloging Distribution Service，簡稱CDS)，提供訂閱美
國國會圖書館出版品最新版本訊息，包括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主題編目
手冊、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表、MARC等出版品的更新等。

• CDS服務發布許多美國國會圖書館編目紀錄和編目相關工具和資源，可供免
費下載或瀏覽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表、美國國會圖書館主題詞和主題編目手冊pdf檔

(網址 https://www.loc.gov/aba/)

*MARC格式和其他MARC檔 (網址 https://www.loc.gov/marc/ )



https://www.loc.gov/aba/pcc/saco/index.html



CDS



三、VIAF
發展背景

• 虛擬國際權威檔案（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簡稱VIAF），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概念發展，有鑑於全球採用同一個標準形式和結構的觀念
已漸漸轉變，權威記錄應以展現使用者習用的語文、字型為主。

• 2003年於柏林召開的國際圖書館聯盟會議達成共識。德國國家圖書館(DDB)、
美國國會圖書館(LC)和OCLC一致 同意開發一個個人名稱的「虛擬國際權威
檔」(The 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 簡稱VIAF)；

• 2007 年 10 月，法國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nF) 加入 VIAF 合作連盟，正式開始VIAF合作計畫。

• 2012 年 VIAF 轉移到 OCLC，成為 OCLC 的一項服務。

• 系統以各參與國的國旗代表該國提供的權威記錄，也可以呈現該標目所連結
的著作。

• 目前約有50個國家60多個機構參與。國家圖書館於2015年加入VIAF，開始提
交名稱權威紀錄，提升我國權威檔之能見度。



計畫目標

VIAF的宗旨為：全球權威資料共享(share)、強化資料可信度(strenghten)、
降低編目成本 (reduce)、簡化國際權威工作(simplify)、提供適合在地使用
的權威資料形式和語言

• 連接國家層級的權威紀錄證明能自動連接來自各個不同國家權威檔紀錄的可
行性，

• 擴展全球書目控制觀念；

允許國家或區域性的不同權威形式同時存在；
支援採用習用的語言、字型和拼法標目形式的需求；

• 在逐漸成型的語義網上扮演角色。

在範圍上，初期雖以個人名稱開始進行試驗，但目前除 了「概念」不包括
在內之外，已將範圍擴大至地名、團 體名稱、題名、家族、事件等。此外，
也開始考慮除了國家層級以外的來源紀錄。



架構與運作

• VIAF計畫的工作程序如下：

1.將參與館的人名權威檔先予整裡，建立一個「加強權威紀錄」。

2.將書目資料有關同一人名標目全部轉出，成為「衍生的權威紀錄」，再
加上該館重整後的權威記錄，共同組成「加強版權威紀錄」。

3.將參與館的「加強版權威紀錄」運用比對程式(Matching Algorithm)相
互比對，最後結果產生一個「VIAF權威紀錄檔」。

4.建立一個OAI服務器以提供VIAF紀錄的檢索。

5.所有參與機構必需持續提供補充和修改的權威和書目記錄，以保 持VIAF
資料庫的新穎與時效。系統更新和維護的程序，則是依據 雙方所訂定的OAI
協議，要求伺服器提供資訊的更新。

6.在Web上提供一個使用者界面，可供免費檢索VIAF紀錄。



• 使用者可選擇查找全部VIAF權威檔或特定國家的權威紀錄，查詢時以個人名
稱、團體名稱、地理名稱、作品名稱或首選標目等檢索點找到所要查找的權
威紀錄，或直接加上VIAF權威紀錄ID(例如http://viaf.org/viaf/69129224)
於網址後，即可快速查獲該筆權威紀錄。

• VIAF支援Unicode，可以顯示多種語文，採用MARC21著錄，每一獨特名稱可
取得各機構分別建立的紀錄。每一筆權威紀錄的標目名稱，無論在任何語言
或字符集中，都可以查到。使用者可用自己習慣的語文或字型查詢權威檢索
點，可找到自己國家的權威標目，也可切換至其他國家的權威紀錄。

• VIAF計畫的成果為「分建共享」的理想機制，透過關聯資料(linked data)
使VIAF達成權威資料全球共享。



http://viaf.org/



四、LEAF
發展背景

• 國際權威資料庫合作計畫（Linking and Exploring Authority Files,簡稱LEAF），
歐盟多國自2001年進行的合作以建立實體與虛擬並存的資料庫為目標。

• LEAF計畫源起於2001年在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一次討論有關資訊
社會技術研究與發展的研究計畫提出，有鑑於圖書館、檔案館與博物館均有人名權
威紀錄建置與使用需求，但卻沒有標準化的歐洲人名權威紀錄可供使用。計畫在當
年3月開始，參與館包括圖書館、檔案館、文獻中心等15個機構，參與機構遍及歐
洲10個國家，其中柏林州立圖書館（The Berlin State Library）被推派為計畫統
合中心。

• 合作之初各參與機構擁有的人名權威紀錄數量和收錄範圍差異極大，有以UNIMARC、
MARC21或EAC格式著錄之權威紀錄，致使合作難度增加。



計畫目標

• 計畫目標在於發展一個能將分散各地的人名權威紀錄，以系統自 動比對蒐
集方式建立整合型資料庫，並能與原館藏連結，同時提 供資料下載與統計
分析等功能。

• 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歐洲人名權威共享庫，期許LEAF計畫系統平台應具有下
列功能：1.例行性擷取上載各參與機構人名權威紀錄；2.建置集中式資料庫
將所有人名權威轉換至一般可交換格式； 3.相同人名紀錄可自動比對連結；
4.所有在LEAF系統的紀錄可供查詢與檢索；5.允許註冊登記之使用者可以對
既有紀錄加上註記與修正意見；6.LEAF系統允許與外部系統資源交換互通，
以保持資料持續成長更新。

• 現階段重點工作為發展一個分散式檢索系統，聚合現有的個人與團體名稱，目的在
自動建置一個以使用者需求為基礎的通俗性的名稱權威檔，能夠與歐洲的文化資產
高度相關。



架構與運作

• 成立11個工作任務小組，負責各項規範與作業指導工作。LEAF採集中式系統
定期擷取各參與館資料提供端（Data Providers）之權威紀錄加以轉換、儲
存、處理與利用，系統主要由四個模組所組成：

(1)離線單元（offline components）：主要為權威紀錄的擷取與典藏。

(2)線上單元（online components）：由使用者介面所組成，提供使用者

線上瀏覽、檢索與註記修正權威紀錄內容。

(3)維護組件（maintenance suite）：允許資料提供端可增加、 確認或

移除紀錄及權威紀錄本身與本地系統的連結。

(4)外部介面（interfaces）：透過Z39.50與外部其他系統下載交換權威

紀錄。



https://cordis.europa.eu/project/id/IST-2000-26323



五、HKCAN

• 香港中文名稱權威資料庫（Hong Kong Chinese Authority Name，簡稱
HKCAN），是1999年由香港嶺南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發起建立的一個中文名
稱權威資料庫。

• 從 70 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國會圖書館已提供機讀格式的名稱權威紀錄，但
其名稱權威資料庫(Library of Congress Name Authority，簡稱 LCNA)，
所收錄的中文名稱純以羅馬拼音型式著錄，並沒有漢字原文。

• 香港是個雙語社會，以廣東話與英語為主。LCNA 的權威資料對中文讀者而
言，帶來極大的檢索困擾。為了加速建置權威工作，香港幾所大專院校圖書
館，聯合建立一個具有香港特色的《香港中文名稱規範工作小組》。



• HKCAN 的目標是希望達到 PCC 計畫的宗旨：多(More)、快(Faster)、好(Better)、
省(Cheaper)，並仿效 NACO 的合作模式，達到以下目標：

1.增加權威資料來源。(More) 

2.加速建立中文權威紀錄，以及提高編目的工作效率。(Faster) 

3.取得共識，降低各館選取標目的分歧，避免造成混亂，在跨館檢索中，使標目

達到唯一化、獨特化及一致化。(Better) 

4.通過合作，節省各自建檔的成本，避免重複投入人力及經費。(Cheaper) 

• 權威標目主要是以名稱權威為主，包括人名、團體名稱、會議名稱、劃一題名及集
叢名等。朝向多語言、多文字及多用途，並可在 WWW 介面上運作。以本土化來配
合中西語文並用的特點，解決中西語文對照的問題及合作建置一適合香港特殊需求
的名稱權威資料庫。

• HKCAN資料庫已轉移至Alma Community Zone 可與其他Alma自動化系統使用者分享，
一般公眾可透過CCCNA的CNASS(Chiness Name Authority Join database Search
system)查詢利用，其為開放性鏈結資料。HKCAN名稱權威紀錄之更新，將同步自動
更新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名稱權威紀錄 (LCNAF）。

• 至2019年3月資料庫已超過310,000筆權威紀錄。



https://www.julac.org/?page_id=282



六、中文名稱規範聯合協調委員會

• 「中文名稱規範聯合協調委員會」緣起於 2002 年，為香港嶺南大學圖書館
胡冼麗環前館長於第三次全球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上所倡議，並
獲時任北京大學圖書 館戴龍基館長大力支持

• 2003年由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ALIS）管理中心、
香港地區大學圖書館協作諮詢委員會（Joint University Librarians 
Advisory Committee, JULAC）聯合發起及成立「中文名稱規範聯合協調委
員會」， 並召開第一次會議。

• 2004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加入，2005年由JULAC-HKCAN 建立該委員會網站
（http://www.cccna.org） 2006年進一步開發整合各成員館中文名稱權威
資料之一站式查詢系統（ http://www.hkcan.net/MultinameAuthority）
2007年第五次會議達成資料共享共識 2008 第六次會議決定建立共享資料庫
2009-2012年由 CALIS 技術支援建置「中文名稱規範聯合數據庫檢索系統」
2016年澳門地區圖書館加入。

•



• 合作目的係為推動中國大陸、臺、港、澳和 海外華文圖書館的書目與權威
工作，於求同存異的原則下，協調兩岸各地有關中文名稱權威工作 之規劃
與研究，在與國際名稱權威標準接軌的前提下，推動中文名稱權威相關工作、
促進各地名 稱權威標準的兼容，並且本著合作建設原則，建立共享機制，
實現各地區中文名稱權威檔的共建與共享。

• 108年資料庫提交總量已超過200萬筆，下載總量有1萬兩千多筆。
• 重點推展工作

(1)從整合歷史人物資料著手，逐步協調規則與減少差異。

(2)協商兩岸名稱權威資料的全面共享與服務方案

(3)探索與 VIAF 合作，實現中文虛擬權威檔的可行性。

(4)關注和推動規範控制在關聯數據(linked data)領域的應用。

(5)探索新一代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關於規範數據共建共享的新模式。



捌、權威控制執行要領

一、權威控制之程序
權威控制作業程序，可歸納為5個步驟：

(一)建立權威紀錄：依據機讀編目權威紀錄格式建立紀錄。包括權威標目的擇定、

異形標目的建立、建立標目間的參照關係、歷史、範圍與其他記錄之連結；

(二)集權威紀錄組成權威檔(Authority File)。

(三)連接權威檔與書目檔，組成權威系統，或由書目檔建立權威檔，並加以修正聯

結成為權威系統。

(四)維護權威檔及權威系統，配合書目檔與書目系統一起增長。

(五)評鑑權威檔及權威系統：經常評估權威檔的時效性與正確性，以提升

書目資料庫之品質。

權威控制隨著自動化之發展逐漸商品化，各圖書館在選擇自動化權威控制系統
時，就權威控制之層次與複雜性，應考量5項因素：(1)館藏量；(2)館藏資料內容與類
型之複雜性；(3)讀者需求；(4)歷年來的編目實務；(5)希望書目資料庫發揮何種效用。



二、善用相關資源

1. 書目整合查詢系統（SMRT） http://metadata.ncl.edu.tw

2. 虛擬國際權威檔案VIAF https://viaf.org/

3. 中文名稱權威聯合資料庫檢索系統 http://cnass.cccna.org/jsp/index.jsp?lancval=zh_TW

4. 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

5. 明清與民國檔案跨資料庫檢索平台 (中央研究院暨國立故宮博物院)

人名權威

外交檔案人名權威資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明清人名權威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故宮博物院〕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km2c/archive/archivekm

6. 台灣作家作品檢索資料庫 http://hermes.library.ncnu.edu.tw/ncnu/index.htm

7. 佛學著者權威資料庫

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author/authorauthorize.jsp

8. 佛教著者人名權威資料庫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4cMkERzxG98J:www.gaya.org.tw/libr
ary/author/index.asp+%E4%BD%9B%E6%95%99%E8%91%97%E8%80%85%E4%BA%BA%E5%90%8D%E6%AC%8A%E5%A8
%81%E8%B3%87%E6%96%99%E5%BA%AB&cd=1&hl=zh-TW&ct=clnk&gl=tw&source=www.google.com.tw

http://metadata.ncl.edu.tw/
https://viaf.org/
http://cnass.cccna.org/jsp/index.jsp?lancval=zh_TW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km2c/archive/archivekm
http://hermes.library.ncnu.edu.tw/ncnu/index.htm
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author/authorauthorize.jsp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4cMkERzxG98J:www.gaya.org.tw/library/author/index.asp+%E4%BD%9B%E6%95%99%E8%91%97%E8%80%85%E4%BA%BA%E5%90%8D%E6%AC%8A%E5%A8%81%E8%B3%87%E6%96%99%E5%BA%AB&cd=1&hl=zh-TW&ct=clnk&gl=tw&source=www.google.com.tw


SMRT

• 國家圖書館歷經2010-2012三年的努力，建置「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
(SMRT)」（http://metadata.ncl.edu.tw/），整合國家圖書館資源，提供
全世界讀者單一入口查詢網。系統的書目量及資料類型，包括NBINet聯合目
錄、博碩士論文、期刊文獻等50餘種圖書館資源，書目量超過1,500萬筆紀
錄。

• 系統除了提供書目資源查詢之外，也另行提供超過69萬筆與書目相關的個人、
團體機構名稱查詢，一方面支援圖書館編目之名稱權威控制作業，另方面也
讓一般使用者查閱人物或團體機構的主要名稱、相關名稱、人物背景、機構
沿革等資料

• 國家圖書館與臺灣大學圖書館共同建立之「中文名稱權威資料庫」，已整合
入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並於102年4月啟用。







虛擬國際權威檔案 (VIAF)















權威類型 MARC21  100、368、372、374等欄位 著者/貢獻者

資料來源：鄭惠珍 (2016) 分類理論在權威控制的應用－以 VIAF 人名權威紀錄為例 https://nclfile.ncl.edu.tw/files/201706/77f2ac24-630c-4613-8f98-
ca75db434b86.pdf













三、參考相關作業準則





中文個人名稱權威紀錄主要欄位說明





國家圖書館中文權威紀錄著錄規則

• 2007/12/24（Sat.）

• 當在編文獻載有作者生平相關資料（例如生卒年、籍貫、出生地、畢業學校、

• 學科領域、經歴、著作、目前職務等）時，即使是首次建立之書目紀錄，當下請

• 即加註於該作者權威紀錄內。

• 2 有關書目紀錄、權威紀錄之作者學科領域、生卒年、籍貫之紀錄格式如下：

• 2.1 書目紀錄：欄位 70_ $c 依序記錄為“學科領域、生卒年、籍貫”，其中不

• 同項間以逗號隔開，置於圓括號內；學科領域為必備著錄項目，如生卒年或籍貫

• 缺項則不記錄。有關書目紀錄格式如下：

• 【書目紀錄】

• 欄位 70_ $a 姓 $b 名 $c（學科領域，生卒年，籍貫）

• 2.2 權威紀錄：欄位 200 $c 依序記錄為“學科領域、生卒年、籍貫”，其中不

• 同項間以逗號隔開，置於圓括號內；學科領域為必備著錄項目，如生卒年或籍貫

• 缺項則不記錄。至於作者其他生平資料，則記錄於權威紀錄 3__段（附註項）。

• 有關權威紀錄格式如下：

• 【權威紀錄】

• 欄位 200 $a 姓 $b 名 $c（學科領域，生卒年，籍貫）

• 欄位 3__ $a 其他生平資料



國家圖書館人名權威檔個人專長學科領域表



國家圖書館團體名稱權威標目整理作業原則

• 國家圖書館「團體權威標目整理」作業原則如下，著錄細則詳閱「著錄依據」項

• 各種編目規範中所列之規定。

• 1. 團體標目涵蓋範圍：政府機關、公司行號、宗教團體、學會、協會、學術及

• 教育機構、專業組織、會議、展覽、演藝團體、競技大會等。

• 2. 團體標目採用該團體著稱之名稱，如無法確定，則依下列順序擇定之：（1）

• 團體本身著刊作品中最常用者（2）一般文獻中最常用者（3）團體本身最近使用

• 者。未經採用者，另立參照款目引見之。

• 3. 團體名稱如有變更，新舊名稱均可立為標目。新舊名稱分立「參見」或「說

• 明參照」款目。

• 例： 210 02 $a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

• 510 02 $a 世新大學

• 210 02 $a 世新大學

• 510 02 $a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

•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改名世新大學，各立為標目，並建立「參見」關係）

• 4. 團體名稱如有不同之形式（如全銜、簡稱等），則採正式名稱或全銜為主標目，

• 簡稱及其他未被採用之其他名稱，應立「反見」標目。

• 例：210 02 $a 行政院$b 文化建設委員會

• 410 02 $a 行政院$b 文建會

• 410 02 $a 文建會

• （採用全稱為主標目）



國家圖書館有關華僑學校權威名稱之標引法

• 2005/12/19（Mon.）

• 1 本標引法只適用於標引我國在海外華僑學校權威名稱或其檢索標目，至於國

• 內學校權威名稱之標引法，則另行規定。

• 2 海外華僑學校名稱結構形式，可歸納為下列 5 種類型：

• 2.1 （地名）+ 識別名稱 + 學校性質或級別

• 2.2 （地名）+ 中文（或華文、華僑、中華、臺北）+ 學校性質或級別

• 2.3 （地名）+ 識別名稱 + 中文（或華文、華僑、中華、臺北）+ 學校性質

• 或級別

• 2.4 名稱結構中含有“附設＂、“附屬＂、“暨＂字樣者

• 2.5 名稱結構中含有“聖＂字樣者

• ※附註：華僑學校名稱前，或冠或不冠“地名”，並無一定的規律可循

• 3 海外僑校之權威名稱，以除去地名賸餘部分為標引原則，其標引公式如下：

• 標引公式：識別名稱 + 學校性質或級別（國名 + 所在地）

• 標引實例

• 菲律濱霧宿東方中學

• 標引：東方中學（菲律濱霧宿）

• 聖羅撒女子中學

• 標引：聖羅撒女子中學（澳門）



國家圖書館譯名權威記錄處理原則



中央研究院



耶魯大學圖書館權威控制作業與政策 https://web.library.yale.edu/cataloging/authorities



Quick Links:
•Orbis Heading Change Request Form
•Introduction to Authority Control at Yale
•NACO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ACO Coordinating Committee
•Authority Control Workflow for Catalog Librarians
•YUL Guidelines and Local Policies for Reviewing 
Authority Records not coded as RDA
•Yale Policies for NACO Series Authority Records
•Authority Control Workflow for C&T Staff
•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 (VIAF)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OPAC (consult 
DCMZ1 "Appendix for Canadian Headings")
•LC Web Authorities
•LC Web Authorities FAQ
•Cataloger's Desktop
•LC Cataloging and Acquisitions

https://web.library.yale.edu/form/orbis-heading-change-request
https://collaborate.library.yale.edu/cpdc/PDF%20files/Authority%20Control%20at%20Yale/AuthorityControlYaleIntro.ppt
http://web.library.yale.edu/naco-coordinating-commitee-ncc#overlay-context
http://web.library.yale.edu/cataloging/authorities/scc
http://web.library.yale.edu/cataloging/authorities/librariansworkflow
https://collaborate.library.yale.edu/cpdc/PDF%20files/Checklist%20Review%20AACR2%20NARs%20to%20RDA.doc
http://web.library.yale.edu/cataloging/authorities/series-policy-book
http://web.library.yale.edu/cataloging/authorities/ctworkflow
http://viaf.org/
http://amicus.collectionscanada.ca/aaweb/aalogine.htm
http://authorities.loc.gov/
http://authorities.loc.gov/help/auth-faq.htm
http://desktop.loc.gov/
http://loc.gov/aba/


四、掌握發展趨勢
(一)系統功能需求

LibTechRFP 於 2019年11所公布圖書館服務平臺的系統需求規格書，在詮釋資料管理／編目（metadata 
management/cataloging)模組中，針對權威控制臚列四大需求：

需求一
The system must provide access to global, shared authority files without the 
need for individual libraries to synchronize with the authorizing agency.

需求二 The system must allow libraries to create or load local authority files and 
records for subjects (including genre terms) and names.

需求三 The system must support authorization of bibliographic headings against local 
or global headings in authority records.

需求四 When a heading changes in a local or global authority record, the system must 
automatically make the change in bibliographic records that are authorized 
against that heading without staff intervention. The system must flag changes 
that request staff decisions, such as heading splits and newly qualified names.



• 詮釋資料管理／編目（Metadata Management/Cataloging）

• 權威控制 （Authority Control）

➢具備檢索全球性且共享的權威檔紀錄的功能

➢能夠建立或轉入主題與名稱權威檔與紀錄功能。

➢支援書目紀錄與本地端權威紀錄與全球端權威紀錄之標目進行連
結的功能。

➢當本地或全域權威檔有異動時，可在館員不介入下自動更新書目
記錄中連結的款目。更新時系統可標註更新的內容讓館員得知權
威款目異動的分欄與新增加的權威款目。



(二)自動權威控制服務

自動比對與自動去除重複紀錄
以MARS 2.0為例

MARS 2.0 Automated Authority Control:

• MARS 2.0 service is one of the oldest and most reliable automated authority control offerings on the market. With our 
new system upgrade introduced in 2008, managing your authority records has never been easier. MARS 2.0 offers name 
and subject authority control based o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ame and subject authority databases (and other available 
National databases like MeSH, NLC, etc.). The authority control process standardizes name, subject, series and Uniform 
title headings.

• Automated Machine Matching:

• This service offers several options to upgrade non-MARC or brief MARC records to full MARC bibliographic records. This 
process searches electronic records against Backstage Library Works database and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Bibliographic 
Database to return a full standard MARC record. There are over twenty million records to match against in this database.

• Automated Deduplication:

• Backstage Library Works offers a deduplication process that consolidates bibliographic or authority records in a library’s 
database(s). This process is performed according to the profile specifications of the library and is often used when a 
library or a library consortia is forming or adding new libraries.

• Union Database Creation:

Library consortia or library districts often require a central database for their consortia to work from. Backstage helps 

libraries create Union Bibliographic as well as Union Authority databases.

• Marcadia:

• Marcadia is an automated batch copy cataloging service offered jointly by OCLC and Backstage Library Works. This product 
finds, evaluates and delivers catalog records from OCLC WorldCat. It is based on search records you supply from your local 
system and a selection criterion you provide. Marcadia selects matching records from WorldCat and delivers them to you.



(三)雲端自動化系統

目前已有幾個雲端自動化系統可提供省時省力相當便捷的權威
控制機制，圖書館不需要自建權威紀錄，系統會直接串連到遠端的
虛擬權威檔，與各館的館藏書目紀錄連結。在編目作業與線上公用
目錄查詢部分都能夠加以串聯顯示相關的紀錄，對於書目建檔與使
用者利用均非常便利。

(四)鏈結資料的應用

鏈結資料是語意網(semantic web)相當重要的權威控制機制，
鏈結資料能夠擴展圖書館權威控制的功能。圖書館權威控制朝向鏈
結資料發展為未來的趨勢，權威控制資料將成為未來語意網的一部
分，權威控制資料和其他語彙控制資料將使得網際網路更聰明、更
能自動導航。



五、經費與人力的考量

• 有經費也有人力

若有經費也有人力，應積極地進行權威控制作業

• 有經費但沒人力

可採購便捷的系統達到權威控制的功效，或採委外方式辦理

• 沒經費也沒人力

藉由合作建檔方式、合作購置系統方式

努力爭取上級主管的支持給予適當的經費與人力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但可採陽春的做法，應用現成的權威紀錄作為取

作者號的依據，將同一作者的作品集中



結語

• 建立有效的檢索點與完善的權威紀錄能夠增進書目的功效

• 檢索點與權威紀錄是展現專業能力與提升人員地位的良方

• 瞭解檢索點與權威控制的重要性作為爭取經費與人力的基石

• 萬事起頭難跨出第一步是成功的關鍵

• 依樣畫葫蘆也要知其然與所以然

• 單打獨鬥孤軍奮鬥不如合作交流

• 窮則變變則通方法是人想出來的



~ 練習題 ~

一、請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針對「第六屆FORMOSA產業個案研討會
論文摘要集 」乙書，就下面的書目資料建立名稱檢索款目。建立完成
後請至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NBINet，http://nbinet.ncl.edu.tw/)查
詢國家圖書館的書目紀錄MARC格式(1XX、2XX、7XX)，核對檢索款目內
容是否正確、是否完整。

• 正題名：第六屆FORMOSA產業個案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 副題名 : 尋找百業、產業紮根、創造價值 大數據時代的產業變革

• 著者：明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 FORMOSA產業個案研究中心主辦 ; 明志科技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協辦 ; 陳心田總編輯



~ 練習題 ~

二、請依據MARC21權威紀錄格式，就下一頁相關資料為衛福部陳時中部長

建立個人名稱權威紀錄。建立完成後請至虛擬國際權威檔案(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VIAF http://viaf.org/)查詢國家

圖書館的權威紀錄，核對著錄的欄位及內容是否正確。



• 選用的名稱：陳時中

• 不選用的名稱：Chen, Shizhong、Cheng, shi-zhong、Ch'eng, shih-chung、Cheng,     shi-jhong

• 出生年月日：1952年12月27日

• 性別：男

• 籍貫: 高雄市

• 專業領域：醫學

• 學歷：臺北醫學院牙醫學系畢業 1971-1977

• 經歷：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牙醫總額委員會副執行長 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牙醫總額委員會執行長

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牙醫總額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1991-1993

臺北市牙醫師公會理事長 199302-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 1999-2005

總統府顧問 20030520-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 2004-201702

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 2005-2008 總統府國策顧問 2016-201702

衛生福利部部長 20170208- 衛生二等獎章 1998

• 職業：醫師、公務人員

• 資料來源：

研擬牙醫總額支付制度之審核及醫療品質確保計畫研究報告. 臺北市 : 行政院衛生署, 民87.

台北市牙科患者對感染控制之認知與態度研究報告 / 鄭信忠主持; 洪清霖,  陳時中, 黃炯興協同主持,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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