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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等同采用ISO/TR21449:2004《内容传递与权益管理 对音乐、电影、视频、录
音和出版产业标识符和描述符的功能要求》。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清华大学、国家图书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版权协会新技术

与版权保护委员会、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图书音像资料馆、新华通讯社通信技术局、文
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肖燕、富平、程真、李华伟、刘植婷、田胜立、石村、彭明、武国卫、
袁力、罗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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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进步促使音乐、电影、视频、录音和出版产业发生了重大变化。网络环境

下,它们作为“内容”产业,都在积极开发和使用信息创建、存储和交流的新技术,以便使传统的创作、发
行模式适应时代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的调整,其他行业(如信息/通信等)也在进入上述领域。

在出版和录音产业中,用于描述传统作品的标识符已经使用了几十年。数字内容转向网络传递,越
发需要高效、可靠的方法标识产品以及包含在其中的知识产权。在扩大的“内容”产业中,作为新的多媒

体基础设施的一个组成要素,数字产品的识别和描述的标准化,已成为支撑跨部门、全球化内容相关的

电子商务交易的重要手段。这不仅产生了拓展标识符种类的要求,也对标识符的功能提出了新需求,完
整性、适用性、可扩展性、灵活性以及互操作性成为考虑的重点,以便追踪数字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以及贯

穿在供应链内的多种交易。
从商业角度看,数字产品的标识、描述作为基础设施的关键要素,在网络环境下,将构成现有技术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技术支撑高效商业交易并保护商业权益和利益。
从运营角度看,数字产品标识和描述的规范化设计与应用,对支持内容的创建、制作到产品的发行

和使用追踪等整条供应链的活动,都有着关键性的意义。为在多媒体环境下完全有效,数字产品标识符

与描述必须具有全方位功能。不仅能够区别产品和财产,适用于聚合和分解多重层次,还必须在多层面

和需要互操作的跨部门环境中发挥作用。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旨在为内容产业提供一个共享参考框架,用来描述制作、发行和权利管理过程中

的商务活动以及信息处理事务的特征,并对需求提供结构化描述,以便对支持上述功能的识别和描述方

案的应用开发提供指导。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为满足我国出版产业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需要而研制。鉴于本领域技

术发展较快,在尚未定型的情况下,不宜采用标准的形式严格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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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电影、视频、录音和出版产业
内容传递与权益管理标识符和

描述符的功能要求

1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概略提出了专为知识内容和产品认证与描述方案的管理开发的商务和信息

架构。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以内容产业(即音乐、电影、视频、录音和出版产业)业内及不同产业间的制作、发

行和权利管理相关的商业交易活动为中心,适用于知识和艺术内容开发与传递有关的创作者、制作者、
发行者、注册权威机构以及权利管理者理解本组织机构与其他从事制作、发行和权利管理有关的内容产

业之间的关系。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提出的信息模型没有反映诸如市场营销和档案管理的业务功能,也
没有反映诸如图书馆、档案馆或者博物馆等二次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业务活动。

2 方法

对内容产业应用的标识符和描述符的功能需求分析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部分:定义概念性商务架构。该架构明确了从事知识或艺术内容制作、发行以及内容权益管理

的个人和组织所执行的功能,强调了各个功能之间重要的商务关系。概念性商务架构提供对商务环境

的看法,旨在协助负责制定和管理知识内容和作品的标识和描述方案的组织,理解本组织与其他从事制

作、发行和权利管理的内容产业之间的关系。概念性商务架构的细节在第4章中阐述。
第二部分:定义信息架构。该架构给出了对涉及每个商务功能的关键实体(即对象、代理、活动、事

件等)及实体之间主要关系的定义和结构化表达。信息架构的细节在第5章中阐述。
第三部分:明确并定义与信息架构中所标识的每个实体相关的属性与关系。属性和关系定义的细

节在附录A中阐述。
第四部分:定义一套通用的使用者事务。绘制了上述事务与信息架构重点关注的三个实体(内容、

产品和财产)相关的属性与关系的示意图。绘制事务属性与关系示意图旨在为定义内容、产品和财产登

记所需的一套通用的描述符奠定基础。使用者事务的定义及其示意图在第7章中阐述。

3 图例

本指导性文件对商务架构和信息模型的具体描述中,使用了一些图形符号,其含义如下:

概念性商务架构(图1中采用)

圆代表个人或组织在制作、发行和权利管理的整体运营背景下的所执行的功能

圆之间的直线和箭头代表执行指定功能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事务,次要相关的事

务用虚线箭头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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