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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管理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管理的原则、对象、方法和过程，以及相应的权利和安全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出版行业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2867-2016 中国标准关联标识符（ISLI）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数字出版内容资源 digital publishing content resource 

以数字方式呈现，可进行编辑、加工、复制、传播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 

 

 

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管理  the management of digital publishing content resource  

对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的来源、类型、采集过程、加工标引、入库存储、分级与备份、迁移与下载、

权利及安全等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组织与控制的活动。 

 

4 基本原则 

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包括： 

a) 合规性，内容资源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同时需具备一定的知识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b) 安全性，内容资源的数据真实、完整，采集、存储和利用等管理过程的安全可靠。 

c) 兼容性，内容资源对于现有各应用系统的适应程度高，具有与系统的无关性。 

d) 可移植性，内容资源可在不同系统和平台之间平滑迁移，保持长期可用性。 

5 管理对象 

数字出版内容资源 

应对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的各类对象文件进行管理，包括原始数字文档、标引加工后数字文档、发布

为产品的数字文档以及全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元数据。 

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的组织体系 

应采用适当的管理策略和技术手段保证内容资源在全生命周期内能解析组织结构（如知识体系、词

表等），并可完整地展示内容资源的组织体系。 

相关的软硬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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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访问、解析数字出版内容资源所需要的软件、硬件系统进行管理，包括硬件结构（或对应虚拟机）、

操作系统、各类应用软件、数据库和文件系统等。 

6 管理方法 

分类管理 

数字出版内容资源可按生产过程或对象文件进行分类管理。 

a) 按生产过程，可分为原始数字文档、标引加工后数字文档和发布为产品的数字文档。 

b) 按对象文件，可以内容组织方式、类型、格式等进行分类。 

策略管理 

根据应用需求和使用目的的不同，数字出版内容资源可实施不同的管理策略，包括确定管理流程，

明确采集、加工与标引、入库与存储、分级、备份、迁移和下载的方法，规范权利和安全管理要求等。 

7 管理过程 

采集 

7.1.1 基本要求 

a) 采集的对象应完整。 

b) 同一版本的内容资源只保留最近一次所采集的数据信息。 

c) 应设置规范的内容资源标识符，宜遵循 GB/T 32867的相关要求。 

7.1.2 版本选择 

优先选择权属清晰、数据完整、版本最新的内容资源进行采集。其中对版本的认定与选择，可遵循

以下方法： 

a) 对重印、修订版、剪辑后的版本以及不同来源的手抄本，应视为不同版本。 

b) 对流通、保有过程中附着了重要的、系统的收藏、批注类信息的，应视为不同版本。 

7.1.3 采集范围 

包括各类内容资源的对象文件，及其元数据信息、权利信息、目录结构信息和资源结构信息等。 

加工与标引 

7.2.1 加工 

将数字出版内容资源按照其内在逻辑关系分解成不同粒度的组成单元，并生成长期保存型、复制印

刷型和网络服务型等不同类型资源的过程。 

7.2.2 标引 

对加工完成的内容资源标注属性信息的过程。如进行分类标引、主题标引或依据GB/T 32867等规范

进行标引。 

入库与存储 

7.3.1 入库 

7.3.1.1 入库要求 

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的入库要求包括： 

a) 内容资源本身是否完整、全面、系统； 

b) 内容资源的标引信息是否准确、全面、规范，权利信息标引是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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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入库文档名称是否准确、规范。 

7.3.1.2 入库流程 

    数字出版内容资源入库需制定入库审核流程。审核人员和加工标引人员应做严格区分。 

7.3.2 存储 

7.3.2.1 存储方式 

数字出版内容资源可以下列方式进行存储。 

a) 文件夹，以独立文件的形式存储于计算机存储系统中，并通过层级目录的方式进行管理。 

b) 数据库，按一定的数据模型组织、描述和储存的数据集合，具有较小的冗余度、较高的数据独

立性和易扩展性，并可为多用户共享。 

c) 云存储，存储在云服务设施中，通过应用软件提供数据访问服务。 

7.3.2.2 分级存储 

根据使用成本和访问频率，数字出版内容资源可采用以下分级存储方案。 

a) 在线存储，采用磁盘阵列等设备将内容资源永久连接在计算机系统中，用于高速存储和实时调

用常用的内容资源。 

b) 近线存储，是在线存储的扩展方案，用于存储和较快速调用不常用的内容资源。 

c) 离线存储，采用磁带、光盘、移动硬盘等介质存储内容资源，在需要存取数据时上述存储介质

临时装载或连接到计算机系统中，属于内容资源长期保存和备份存储的解决方案。 

分级管理 

数字出版内容资源可以采用以下三种级别进行利用。 

a) 长期保存级，用于长期保存和高品质印刷时使用，是最高级，也是复制印刷级的母版； 

b) 复制印刷级，用于专业浏览和普通印刷时使用，是长期保存级和网络服务级的一个过渡级别； 

c) 网络服务级，用于网络使用者通过网络进行的检索、浏览和下载。 

备份管理 

7.5.1 备份策略 

数字出版内容资源可按以下形式确定备份策略。 

a) 全量备份，简称全备份，即将数据对象的所有定义集合都进行备份，不论数据对象自上次备份

之后是否修改过； 

b) 差分增量备份，也称增量备份，即只备份自上一次全量备份以来改变的数据； 

c) 累积增量备份，也称累计备份，即备份上次备份以来所有变化的数据。 

7.5.2 备份方法 

数字出版内容资源可用以下两者技术方法进行备份。 

a) 热备份，备份设备处于联机状态的备份措施，随时替代有故障的设备，也可在用户访问量较低

时采用； 

b) 冷备份，必须通过人工干预才能使备份部件替代有故障部件的备份措施，也可在停止系统和数

据库服务时采用。 

迁移管理 

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的迁移管理包括制定迁移规划、进行迁移风险测评、做好迁移工作准备和实施迁

移工作。 

下载管理 

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的下载管理，既要满足用户的工作需求，又要规范其下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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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下载方式 

数字出版内容资源可按以下方式下载： 

a) 自由下载，用户依据检索结果进行没有约束的下载。 

b) 授权下载，用户依据权限和角色进行下载，包括批量下载和自动下载方式。 

7.7.2 下载审批 

对于授权下载方式，应设置相应的下载审批程序。 

8 权利管理 

对有著作权管理要求的数字出版内容资源需进行权利管理，权利管理的内容包括数字出版内容资

源的基本信息、权利信息、权利许可使用和转让信息等。 

9 安全管理 

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管理需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必要的安全管理制度，明确管理目标、管

理要求、监督流程和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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