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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ＩＳＯ／ＦＤＩＳ２１０４７《信息与文献　国际标准文本编码（ＩＳＴＣ）》的技术内容制定，对ＩＳＯ／

ＦＤＩＳ２１０４７主要做了以下修改（包括编辑性修改）：

———删除术语３．１２“注册授权机构”和３．１３“注册办理机构”；

———删除附录Ｂ２“ＩＳＴＣ注册授权机构”和附录Ｂ３“ＩＳＴＣ注册办理机构”；

———根据ＧＢ／Ｔ２００００．２—２００１中规定，将国际标准前言改为中国标准前言；

———增加引言。在引言中对制定本标准的意义、作用进行说明；

———将规范性引用文件从国际标准改为对应的国家标准，并根据中国境内ＩＳＴＣ注册管理的需要

增加有关内容，如：ＧＢ１１６４３公民身份号码和ＧＢ１１７１４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增加术语３．１２“国际ＩＳＴＣ机构”和３．１３“中国ＩＳＴＣ机构”；

———增加附录Ｂ．２“中国ＩＳＴＣ机构”；

———在附录 Ａ．１．１中规定中国标准文本作品编码的注册者需根据中国ＩＳＴＣ机构的要求提交公

民身份号码或组织机构代码，以备查验；

———在正文及参考文献中引用的国际标准，凡已有国家标准的则代之以国家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Ｅ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新华通讯社通信技

术局、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图书音像资料馆、北京创源编码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沈正华、邵科、刘植婷、袁力、武国卫、武金鑫、王亚平、石村、季弘、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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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标准文本编码是国际标准文本编码系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ｅｘｔＷｏｒｋＣｏｄｅ，简称ＩＳＴＣ）

的组成部分，它为唯一、持久地识别中国境内各类文本作品提供了一种国际通用的编码方法，ＩＳＴＣ贯

彻国际图联（ＩＦＬ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组织专家起草的

《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ｓ，简称ＦＲＢＲ）的理念，旨在

建立全球文本作品的编码标识系统，通过该系统可以唯一识别每一部文本作品。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授权国际ＩＳＴＣ机构（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负责国际标准

文本编码注册等事务的管理。

在网络化时代，文本供应链“数字化”的程度不断提高。无论文本作品最终采用何种载体形式发布、

发表、出版或发行，都需要在其转变为具体的载体形式之前就给予一个国际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

编码标识。ＩＳＴＣ可以广泛应用于文本作品的身份辨别、信息检索、信息交换、信息管理以及权属管理

等领域，为文本作品的创建者、授权代理机构等提供可以在商业交易中有效管理文本作品有关信息的

手段。

虽然ＩＳＴＣ是由作者或其授权代理机构自愿采用的编码识别系统，国际上也没有提出强制性的应

用要求，但ＩＳＴＣ作为一个标准化的工具将为作者、代理人、出版者、零售商、收藏团体、图书馆、新闻媒

体以及各类文学社团之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便利，并减少数据在交换时的错误和重复，提高对文本作品的

使用和管理效率。随着社会各方面对其规范管理作用认识的逐步加深，它的使用和推广也会进一步

加强。

ＩＳＴＣ适用于所有虚拟文本对象，它不用于基于文本作品所形成的各种载体形式。例如：一个作家

新创作了一部小说，在该小说进入商业发布前，他就可以申请注册ＩＳＴＣ，通过这个在国际范围内唯一

的、始终不变的编码标识，使该小说的身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无论这部小说以后将以何种形式发

表或出版。比如，当小说正式出版时，出版社将为这部小说的印刷本图书分配国际标准书号（ＩＳＢＮ）。

文本作品的衍生品可根据不同情况纳入不同的标识系统。如：一位作家创作了一首歌词，他可以申请国

际文本作品编码（ＩＳＴＣ）；歌词被谱曲后，可以申请国际音乐作品编码（ＩＳＷＣ）；该歌曲的演唱录音制品，

可被分配国际音像制品编码（ＩＳＲＣ）；该歌曲的演唱被制作成 ＭＴＶ后，还可申请国际视听作品编码

（ＩＳ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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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文本编码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标准文本编码的结构、分配和使用原则、相关元数据和管理维护。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由词语组合构成的抽象的智力或艺术创作。

本标准不适用于文本作品的任何物理产品，包括各种印刷型出版物或基于作品内容的电子格式。

如打印的文章、电子书等。文本作品的内容表达和载体表现应分属于不同的编码标识系统。

中国标准文本编码与其他标准编码标识系统之间的关系将在附录Ｅ中详细说明。

注册中国标准文本编码与版权登记不具有同一性，自然也不成为文本作品知识产权的法律凭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４８８０．２　语种名称代码　第２部分：３字母代码（ＧＢ／Ｔ４８８０．２—２０００，ｉｄｔＩＳＯ６３９２：１９９８）

ＧＢ１１６４３　公民身份号码

ＧＢ１１７１４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ＧＢ／Ｔ１７７１０　数据处理　校验码系统（ＧＢ／Ｔ１７７１０—１９９９，ｉｄｔＩＳＯ７０６４：１９８３）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管理元数据　犪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狏犲犿犲狋犪犱犪狋犪

与管理中国标准文本编码注册有关的数据（包括关于注册者的数据）。

３．２

作者　犪狌狋犺狅狉

对一部文本作品的知识内容负全部或部分责任的创作者。

３．３

校验码　犮犺犲犮犽犱犻犵犻狋

通过比较与标准号中其他数位的数学关系来校验标准号准确性的数码。

３．４

贡献者　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狅狉

对一部文本作品的制作做出全部或部分贡献的个人或组织。

３．５

创作者　犮狉犲犪狋狅狉

对一部作品的原创性内容负有责任的贡献者。

３．６

衍生作品　犱犲狉犻狏犪狋犻狅狀

从其他一部或多部作品的素材中衍生出来的另一部或多部（文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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