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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任创新（或称“责任式创新”）是“一种研

究和创新的综合方法”,强调从复合、系统的视角审

视创新活动 / 行为及其结果 [1]。作为最近二十年兴起

的学术概念,负责任创新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特

别是为纳米技术 [2]、人工智能 [3]、医疗 [4] 等新兴技术

提供了引导和规范的基本工具,后又被应用拓宽到扶

贫、公共服务等社会科学领域。近年来,信息资源管

理日益紧密地嵌入公共文化、社会平等、数据管理等

现代社会的核心命题,体现了向社会与民众“负责任”

的学科意识。这种意识恰好为“负责任创新”走入

负责任创新视域下的信息资源管理（LIS）研究：

初步展望与思考
肖   鹏　蔡沅欣　陈   苗

[ 摘　要 ]　近年来，信息资源管理（LIS）更加紧密地嵌入公共文化、社会平等、数据管理、健康信息传播等当代社会的核心命题，

体现了向社会与民众“负责任”的学科意识和发展理念。这种“负责任”的意识为“负责任创新”引入 LIS 学科奠定了基础。以“社

会责任”为交切点，探讨负责任创新与 LIS 研究之间的关联，并从伦理道德规范、创新应用等方面，分析负责任创新对 LIS 学科

的可能贡献，同时还提出在负责任创新的视域下开展 LIS 研究，其关键在于构建领域内的负责任创新理论和实践框架。

[ 关键词 ]　信息资源管理　负责任创新　负责任创新与研究

[ 中图分类号 ]　G259.1　　[ 文献分类号 ]　A

[ DOI ]　10.19764 / j.cnki.tsgjs.20220023

[ 本文引用格式 ]　肖鹏 , 蔡沅欣 , 陈苗 . 负责任创新视域下的信息资源管理（LIS）研究：初步展望与思考 [J]. 图书馆建设 , 

2022(1):97-102.

LIS Research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Preliminary Perspectives and 
Reflections
Xiao Peng, Cai Yuanxin, Chen Miao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field of LIS has become more closely embedded in the core proposition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such as 
public culture, social equality, data management, and health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reflecting the disciplinary awareness and development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 to society and the public. Thi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precisely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into LIS research. Tak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an intersection,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sponsible innovation 
and LIS research, and analyzes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s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to LIS research in terms of ethics and ethical norms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As a preliminary study, the authors also suggest that the key to LIS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responsible innovation.
[Keyword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ponsible innovation;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LIS 学科奠定了基础。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从 LIS 学科的视角探讨引入负

责任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在本文之前,国内外已有学

者探讨了负责任创新对学科内特定领域或分支的启发,

如借助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的公共功能促进用户认

识并反思合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的社会影响 [5],又如

以《旧金山宣言》《莱顿宣言》《计量潮报告》为代

表的负责任计量理念 [6]。然而,目前尚未有文章系统

地梳理负责任创新与 LIS 研究的内在关联——本文即

以此为切入点。

097
Libra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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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负责任创新概述

　　 关 于“ 负 责 任 创 新” 有 诸 多 界 定 和 讨 论, 但

其 核 心 要 旨 大 体 不 离 欧 盟 委 员 会 成 员 Rene von 

Schomberg 在 2011 年所做的基本表述,“负责任

研究与创新是一个透明、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行动者和创新者互相合作交流,考虑创新过程及

其可销售产品（Marketable Products）的（道德）

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期望（从而支持科学和技

术进步适当地融入我们的社会）”[7]。需要说明的是,

原文所用的名词为“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与“ 负 责 任 创 新”

（Responsible Innovation）存在“一字之差”,鉴

于科学学领域已有过概念辨析 [8],此处不再赘述。在

笔者看来,这两者是可以混用的。

　　尽管 Rene von Schomberg 的表述体现了明显

的西方思维,但“社会行动者”“创新者”“融入社

会”等关键词已足以让我们窥见负责任创新的核心要

旨。有学者曾尝试将“东、西情景整合到责任式创新

框架构建中”,认为这样一个框架应当包含四个维度：

科技引领、增长永续、制度包容和社会满意 [9]。为了

更好地阐释负责任创新,下文将重点围绕三个问题对

其展开进一步介绍。

1.1　负责任创新用来应对什么问题？

　　负责任创新最早用来应对和指导技术创新问题,

其后又被引入到社会创新领域 [10]。在技术创新方面,

Schroeder 等尝试将负责任创新的理念引入到纳米技

术及其伦理成果争辩中,为围绕技术应用问题而展开

对立交锋提供一个包容性的立场和视角 [11]。相比纳米

科技,在与 LIS 学科联系更为密切的人工智能领域,

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负责任创新的可能效用,并为支持

更好的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回应其低透明度、可解释

性等方面的挑战,提出了相应的框架 [12]。从以上两

个案例可以看到,负责任创新的关键应用场景之一,

就是为新兴技术的伦理和道德问题提供可能的破解之

路——而这恰恰是本领域在面对“恶魔之网”等议题时

098 肖鹏　蔡沅欣　陈苗：负责任创新视域下的信息资源管理（LIS）研究：初步展望与思考

所亟需的思想资源 [13],甚至可能成为“以人为导向的

图书馆员观”或“LIS 人文关怀”在新兴技术话语下的

发展基点。借由负责任创新及相关框架,学界和业界可

以更为综合地分析新兴技术的特点和外部价值 [14],更

好地评估和发掘新兴技术的潜在风险 [15],设计合理的

评价监督机制和未来发展进路。

1.2　谁来推动、开展或参与负责任创新？

　　让多元主体参与到创新活动之中,而不是纯粹由

企业家来主导创新活动,是负责任创新对传统创新理

念提出的主要挑战之一。为了促进多元主体对创新活

动的介入,现有研究从国家、企业和个人层面对科技

或各类型创新如何“负起责任”展开了研讨。

　　首先,从国家层面来看,利用负责任创新的理念

指引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是近年欧美学界的热门议

题 [4]。类似的,作为在国内较早关注和研究“负责任

创新”的团队之一,梅亮等特别注重从国家层面探讨

负责任创新理论构建,提出“中正框架”为科技创新

强国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9]。其次,以负责任创新推

动企业创新的行动变革是相关研究之大宗,国内外研

究者尤其关注如何在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背景下推

动企业的创新发展 [16-17]。最后,个体层面的相关研究

较为稀缺,目前主要关注作为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大众

如何参与到创新的议题之中,如 Correlj  等构建了公

众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动态框架 [18],

Bakker 等采访了 12 位纳米食品领域的专家和利益相

关者,探究其对该领域的看法和意见 [2],等等。此外,

还有学者分析了负责任创新中的多元主体互动,如卢

超等就围绕新冠疫情,构建了企业、消费者和政府的

演化博弈模型 [19]。

1.3　如何践行负责任创新？

　　作为一套具有强烈社会关怀和实践导向的理论,

负责任创新的实践问题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高度重视。

大致来讲,围绕本议题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实践框架（或模型）的构建、实践举措的探究、实践

机制的设计。

　　在模型与框架构建方面,为了推动负责任创新的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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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早期学界多从负责任创新的内涵出发,为其构

建了一系列通用性框架,如 Stilgoe 提出的包含预测

性（Anticipation）、自省性（Reflexivity）、包容性

（Inclusion）以及响应性（Responsiveness）的“四

维框架”[20] 是最常被提及的框架之一。当然,也有学

者——如 Stahl 的“三维空间模型”——是从实施过程

的维度构建相应框架的 [21]。随着相关研究的纵深,不

少学者基于行业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或对上述通用性框

架进行了特征化处理 [22],或是重新进行了设计 [12]。可

以说,构建适用于本学科重点研究领域（如公共文化、

信息组织、信息支持设计等）的负责任创新框架,将成

为 LIS 学科引入负责任创新理念之后的关键任务之一。

　　实践举措探究方面的研究,实则与上文 1.2 有不

少重合之处。较多为宏观举措,如 Voegtlin 等分析了

基于负责任创新的全球治理路径,建议通过建立全球治

理模式、补充自愿性的软法（Soft Law）、鼓励集体

开展创新活动、落实协商民主原则等方式进行创新治理
[23]；也有聚焦于单个行业或领域如何践行负责任创新,

如有学者分析了量子科技产业的发展状况,建议从道德

责任、人才教育、伦理设计、政策、跨学科合作与多

元主体协商等方面推动负责任创新 [24]。

　　最后,在实践机制或具体政策设计层面。尽管负

责任创新涉及多个环节、多种机制 [25-26],但其中最受

关注的无疑是评估问题和评价机制 [27]。其中,作为负

责任创新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欧盟委员会关于负责任

创新的检测评估机制、相关指标及其实施过程的研讨

是颇受关注的 [28]。

2　社会责任：负责任创新与 LIS 学科之间的桥梁

　　通过对负责任创新做了简要介绍和综述,可以发

现,这一概念与 LIS 关注的诸多核心议题或研究对

象存在密切联系。尽管如此,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从

LIS 的学科逻辑来看,负责任创新重要吗？或者说,

对于 LIS 领域而言,它为何重要？为解答上述问题,

有必要回顾一个横亘于负责任创新与 LIS 研究之间,

有过许多讨论却缺乏深入挖掘的概念,即“社会责任”。

　　一般认为,“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指的是“一个组织通过透明和有道德的行为,对其决

策和活动在社会和环境中产生的影响负责,从而促进

可持续发展”[29]。上文 Rene von Schomberg 的表

述虽然精简,却已经包含了时下对负责任创新的几个

核心认识,如综合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社会

行动者和创新者互相合作交流”）、反省创新活动的

社会影响（“考虑……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期望”）

等。负责任创新的核心要旨在于：随着学术创新和实

践创新成为当代社会的常态化要求,对创新活动也要

有一定的制约和管理——不能纯粹把利润的提升或生

产率的提高作为创新活动的评判标准,而要综合考虑

这一活动对组织外部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潜在影响,

强调创新活动的“社会责任”。

　　LIS 研究,尤其其中的“L”（图书馆学）及其

对应的图书馆行业同样高度关注“社会责任”。从图

书馆组织层面来看,早在 1969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简 称 ALA） 即

组建了社会责任圆桌会议（Social Responsibilities 

Round Tables, 简 称 SRRT）, 致 力 于“ 认 识 并

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和不平等问题”[30]。1997 年,国

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c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简称 IFLA）

成立图书馆社会责任讨论组（Social Responsibilities 

Discussion Group,简称 SRDG）,“旨在探讨图

书馆在社会中的作用”[31]。随后,因 SRDG 与 IFLA

的 信 息 自 由 获 取 和 自 由 表 达 委 员 会（Committee 

on Free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简称 FAIFE）的职责存在一定重合,故

被 FAIFE 替代 [32]。而 FAIFE 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

女性、残疾人士、老年人等群体的信息获取,支持基础

教育的普及、环境可持续性等,通过多种方式强化和履

行国际图书馆行业的社会责任 [33]。

　　而在“L”之外,“LIS”的“IS”近年也日益关

注技术工具思维之外的社会责任思维。尤其在中国,

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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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发展目标和面向 2035 年远景规划,数据、信息、

健康等领域日益谋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数字鸿沟、数据隐私、

假新闻治理、谣言应对、健康信息传播等议题日益走

向中国 LIS 学科的中心。

　　但值得注意的是,负责任创新与 LIS 学科所论及

的“社会责任”在内涵上并不完全一致。LIS 学科的

社会责任更强调对信息平等的追求,为信息世界中处

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服务 [34]；而负责任创新相关理论中

的社会责任覆盖面更广,它要求综合考量创新活动对

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当我们在 LIS 研

究中引入负责任创新的理论和方法时,也引入了负责

任创新对“社会责任”的新认知和新理解。这两个“新”,

要求在未来的 LIS 研究中,不仅要关注传统学科史中

肩负的社会责任,更要审视 LIS 领域相关研究议题的

社会属性和社会影响——这一点当前在负责任计量的

相关反思中体现得已经比较明显。

3　负责任创新对 LIS 学科的可能贡献

　　立足上文的分析,本节将更为系统地讨论负责任

创新对 LIS 学科和相关研究的启发,具体而言有以下

几点：

　　首先,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LIS 学科日益涉足

各种前沿信息技术的研究课题,但与医学、生物等领

域相比,对前沿技术应用中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仍需要

投以更多的重视。随着负责任创新理论的引入,我们

或能更好地处理信息技术采纳和应用过程中产生的负

向外部性问题（如大数据应用对用户隐私的侵犯）,

真正实现 iSchools 联盟在组建时所呼吁的“人”“信

息”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其次,对于那些与相关机构密切关联的应用型研

究,负责任创新的指导作用更为突出。例如,尽管

当前图书馆对于新技术、新设备的引入也有论证环

节,但这一环节普遍缺乏严谨、科学的操作指引,对

于相关技术或设备可能带来的外部影响往往缺少考

量。以一度被热议的图书馆 3D 打印机服务为案例,

Thomas Woodson 等学者在负责任创新的视域下进

行考察,发现美国图书馆引入 3D 打印机这一新型设

备可能会加剧不平等问题,原因或有两个：一是由于

社区贫富差距较大,低收入社区的图书馆可能无法支

付 3D 打印机的费用,最终这项技术或将进一步拉大

社区间的社会服务水平和受教育差距；二是由于打印

成本过高,低收入社区的图书馆难以提供使用培训,

可能导致该设备的可用性和可访问性不尽如人意 [35]。

严格来说,笔者对上述两个“可能的原因”是持保留

态度的,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负责任创新的确拓宽了

对技术问题的观察视域和思考维度。

　　最后,负责任创新要求我们更加重视 LIS 研究的

实践意义和社会影响。负责任创新强调的不仅仅是对

单一研究或特定技术的“负责任”,更是对社会需求

和重要社会议题的“负责任”响应。在过去一段时间,

学界和业界对 LIS 学科的基本定位做了非常深刻的反

思,尤其以图书馆学、档案学等与实践机构有着较为

密切关联的二级学科为代表,日益强调服务党和国家

的中心大局的需要 [36]、面向“国家重大文化发展战略

需求”[37]；类似的,健康信息行为、数字人文等研究,

也不断呼应健康中国、新文科建设等宏大议题提出的

要求。

4　在负责任创新的视域下开展 LIS 研究

　　自“负责任创新”这一概念出现以来,不少学者构

建出了有助于理解、管理和实践“负责任创新”理念的

理论框架。这些理论框架大多基于负责任创新的要素和

过程进行设计。例如,上文提及的 Stilgoe 等的“四维

框架”被广泛地接受和认可,用以引导和规范创新活

动（包括且不仅限于创新的制度设计、创新的产品开

发、创新的技术研究等等）,以保证其是真正“负责任”

的 [20]。不同的国家 / 地区、组织或领域往往也会基于

自身需求构建具有独特性的负责任创新框架 [38-39]。

　　在负责任创新的视域下开展 LIS 研究,其首要工

作是建立一个专属 LIS 领域的负责任创新理论和实践

框架。为建立这一框架,我们应当深入地研究以下议题：

100 肖鹏　蔡沅欣　陈苗：负责任创新视域下的信息资源管理（LIS）研究：初步展望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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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 领域创新活动有什么基本特质？ LIS 领域的创新

活动与其他领域的创新活动存在何种区别？ LIS 研究

如何科学地开展负责任的创新活动？ LIS 的研究和创

新活动应当重点关注哪些方面的社会责任？如何更好

地将 LIS 与负责任创新的“社会责任”认知结合起来？

等等。以上问题的解决,不仅能为负责任创新框架的

构建提供支撑,更有望帮助研究者重新认识 LIS 领域

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加强 LIS 研究的内部话语构建,

打造一个更为亲密和健壮的研究共同体。

　　此外,本文主要讨论了负责任创新与 LIS 研究

的关联及其对本领域可能带来的影响。但必须强调,

这种影响绝非单向,LIS 研究同样能够为负责任创新

的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在世界范围内,负责任创新已

经形成了一套理论与实践体系,包含专门的学术刊

物《 负 责 任 创 新 期 刊》（Journal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教学课程 [40]、研究组织 [41-42] 等；它

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创新实践,如欧盟《地平

线 2020》（Horizon 2020） 就 受 到 负 责 任 创 新 理

念的深刻影响。但与此同时,负责任创新作为一个

新兴领域,其发展不过 20 年左右时间,理论体系的

构建还相对薄弱,亟需其他成熟的领域或学科为其提

供支持。特别要注意到,负责任创新尤其重视“社会

影响”与“社会责任”问题,而 LIS 领域的相关研

究恰恰能够为其提供充足的实践经验与丰富的实证案

例。例如,在数字鸿沟与社群信息学的相关研究中,

LIS 领域一直为促进社区发展探索如何更好、更合理

地 应 用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信息与通信技术）,形成了丰硕的成果；

在对民众信息和文化权益的保障过程中,LIS 领域也构

建起自身关于平等、公平的行业话语,凝练了相关机构

的服务实践。这些源自 LIS 领域的成果或将拓展负责

任创新的理论视域,为其发展提供更充分的现实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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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珑：北京大学图书馆原副馆长，现任山西大学图书馆馆长

杨新涯：重庆大学图书馆馆长

胡小菁：网名“编目精灵”，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卢振波：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黄　晨：浙江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池晓波：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王　宇：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党总支书记

王　波：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图情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