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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利用元数据对信息资源，尤其是数字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管理，已经成为信息资源建设的基本
手段之一。
元数据最初用于描述信息资源的外部与内容特征，以便对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检索、定位或书目控制
。
这一类元数据现在一般称为描述元数据，如MARC、DC（I）ublin（20re）、MODS等。
遵循标准化、规范化、开放性的原则开发及应用描述元数据，增进了信息系统的互操作性与开放性，
通过共享元数据，进而共享元数据所描述的信息资源，促进了信息资源的无障碍交流。
元数据并不局限于描述信息资源的外部与内容特征。
人们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的不同阶段与不同层次，创建了不同功能与作用的元数据，可以从
不同的角度对这些不同功能与作用的元数据加以归类。
在图书情报领域通常把元数据分为描述元数据、结构元数据与管理元数据。
描述元数据上文已作了介绍。
结构元数据主要确定元数据的语法结构或者信息单元之间的逻辑联系，比如HTML、XML等置标语言
以及METS模块中的结构元数据。
管理元数据是专门对信息资源实施管理的元数据。
它描述信息资源管理过程中所涉及的管理信息以及由管理信息进一步揭示的管理政策与管理机制，比
如与信息资源的评估、选择、使用权限、加工等有关联的信息与相关机制。
管理元数据有助于对信息资源实行自动化与网络化的科学管理，有利于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的跨系统交
换与共享。
总体上说，已建设的元数据主要以描述元数据为主，缺少对管理信息的描述，不能满足有效管理以数
字资源为主的信息资源（正文中简称“信息资源”）的需要。
2008年，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受国家图书馆委托，承担了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标准规范项目“国家图
书馆管理元数据规范”的研制，以《国家图书馆核心元数据标准》《国家图书馆元数据应用规范》为
指导，完成了《国家图书馆管理元数据规范》及其应用指南的编制。
本书即是以“国家图书馆管理元数据规范”项目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并参考了“信息资源基础管理性元
数据框架研究”课题的相关研制成果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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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管理元数据是元数据研究与开发的重要领域之一。
国内外图书馆或信息服务机构在进行数字图书馆建设时，相当一部分采用了通行的或自行研制的元数
据方案，许多也设置了专门的管理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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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管理元数据对信息资源，尤其是数字信息资源的管理政策与管理机制进行描述，是元数据在信息
资源管理层面的拓展。
管理元数据对信息资源采集、加工、利用过程的管理信息加以规范化、开放性的揭示，有助于用户或
第三方系统方便地、无障碍地共享本系统的信息资源，有助于各个信息系统在安全机制保障下，通过
管理元数据，有效地交流管理政策与管理机制，促进不同信息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
信息系统的信息资源及其集合可以通过管理元数据与具体系统的绑定来形成实际的表达机制，也可以
通过修改管理元数据方便地定制、更改表达机制，还可以支持智能代理对信息资源及其集合进行自动
的搜索与匹配，支持智能代理解析信息资源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集成多个信息资源集合。
信息系统的管理机制与政策可以通过管理元数据与具体系统的绑定来形成实际的运行机制，也可以通
过修改管理元数据方便地定制、更改管理机制与政策，还可以支持智能代理对管理政策和规则进行自
动的搜索、解析与相应的处理。
　　管理元数据框架提供了基于信息资源生命周期的信息资源采集、加工、服务三个基本模块，应用
系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采用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模块，并可以按照管理元数据框架的扩展机制，建立
更为细化的、适应实际需求的管理元数据应用体系。
　　在数字图书馆中，可以利用管理元数据框架构建信息资源的管理平台，该平台根据应用环境划分
成若干应用平台，譬如，基于信息资源业务管理流程的信息资源采集管理平台、信息资源加工管理平
台、信息资源服务管理平台；基于信息资源类型的网络资源管理平台。
每个平台下还可以建立若干子平台，如信息资源加工管理平台下的元数据管理平台、数字化加工管理
平台等。
　　6原则　　6.1基本原则管理元数据框架的设计遵循了元数据标准规范的模块化、开放性、互操作
性原则。
（1）模块化原则管理元数据本身是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中的一个逻辑模块，对数字图书馆中信
息资源的采集、加工、服务实施管理，同时依据信息资源在数字图书馆中的流程进一步划分成采集、
加工、服务三个相对独立，而又密切联系的子模块。
每个子模块的元素分成三类：通用元素、专用元素、本地元素。
通用元素是三个子模块共有的元素，如代理（Agent）（包括用户和工作人员等）、信息资源、权限等
；专用元素是特定的子模块所特有的，如信息采集模块的“采集来源”、信息服务模块的“服务请求
”。
本地元素是特定的应用系统为适应特定的应用环境而扩充的元素，这些元素只适于本地系统的需求，
并不参与不同系统之间管理信息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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