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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发布以来，国际图书馆界一直呼吁图书馆积极展开

行动，推动可持续发展。负责任创新或能为图书馆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自我革新提供指引。

文章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分别梳理图书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负责任创新三者间的内在关联，在

此基础上，提炼出伦理层面的规范性、发展层面的长效性、用户层面的参与性 3 个图书馆负责任

创新的基本要素，并借助负责任创新的案例，探讨图书馆如何加快实现可持续的业务转型与服务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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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community has been calling on the libraries to take actions to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ponsible innovation may provide a systematic guide for libraries to help them realize 
the SDGs and achieve self-innov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libraries, 
SDGs and responsible innovation at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s 
identify three basic elements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in libraries: ethical normativity, developmental 
permanence, and user participation. The article explores how libraries can accelerate sustainable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and service innovation with the help of cases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in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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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图书馆行业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追

求和各个国家、行业、个体需自觉承担的职责。

2015 年 9 月，联合国颁布《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以

下简称《2030 议程》）。该议程旨在促进世界和

平与自由，内容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可

持续发展的 17 个总体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

《2030 议程》受到高度重视，各个国际性组织

和国家积极响应，制定相关规划并落实工作。

以中国为例，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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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颁布了《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国别方案》，指明战略对接、制度保障、社会

动员等 7 个总体路径，并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提出具体的落实方案 [1]。随后，中国又连续数

年颁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

展报告》，回顾和总结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

情况及后续工作计划 [2]。

落实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离不开社会各

界的参与和努力，图书馆行业的命运动向也与

该目标的实现紧密相连。第一，图书馆的发展

方向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相契合，图书馆

的行动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指引。2023 年 9 月，

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布《图书馆服务宣言》，将

“坚持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之一 [3]。图书馆的

信息和决策服务、识字教育服务、提供的信息

通信技术、免费上网、安全开放的空间、对珍

贵文件古籍的保护等均有益于经济、社会和环

境的发展 [4]。第二，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与可持

续发展的价值追求有所重叠。图书馆强调自由

与平等，近年来日益关注保障特殊群体的文化

权益，而可持续发展目标也直指公正和包容，

强调重视和满足“弱势群体”的基本文化需

求，图书馆通过参与《2030 议程》能够证明和

彰显社会价值，增加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实现

行业的良性发展。第三，图书馆的实践行动与

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相互协调。国际图书馆组织

为引导和推动图书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

了许多努力。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以下简

称 IFLA）参与了《2030 议程》的制定，颁布

《信息获取与发展里昂宣言》（Lyon Declara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提

出重视教育、获取信息、保护文化遗产等内

容 [4—5]，发布《图书馆与 2030 议程的倡导和实

施》（Libraries, Advocac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6]、提供国际图联“图书馆

2030 议程”工具箱 [7] 等，为图书馆参与可持续

发展指明方向。因此，图书馆行业应当成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参与者和推动力，通过实

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并引领社会整体可

持续发展的方向。

然而，现阶段关于图书馆如何具体落实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仍相对稀缺。

要系统、科学、长效地实现《2030 议程》所

提出的目标，图书馆不可避免地需要对自身定

位和发展方向进行思考和革新。在这一过程

中，《2030 议程》提供了宏观层面的导航，但

图书馆界需要一个更加具体、更易参考的工

具指南作为指引。来自科技领域并被逐步引入

社会治理层面的“负责任创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或能承担起这一职责。负责任创新

理论体系内容本身即来源于对可持续发展理论

的深化，能够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重

要支撑 [8]。本文试图借用负责任创新理论细化

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通过搭建图书馆负

责任创新的要素框架，引介优秀案例，帮助图

书馆在自我革新中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落脚点。

2  负责任创新及其在图书馆行业中的
应用

负责任创新为创新冠以“责任”的前缀，

强调创新全过程中利益相关者参与、遵循伦理

道德，不断评估创新的过程和结果并及时调整

以应对负面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等 [9]3。2003
年，Hellström 最早提到“负责任创新”，尽管

文中并未点明概念，但强调了其“预防性前

瞻 ”（Preventive Foresight） 的 特 点 [10]。 随 后，

Schomberg 提出“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是一个

透明、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参与

者与创新者相互回应，关注创新过程及其市场

化产品的（伦理）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

会期望（以便使科技成果在社会中得到恰当

的应用）” [11]，进一步明晰了负责任创新的内

涵。然而，Stilgoes 表示 Schomberg 的看法立

足于欧洲的政策和价值观，难以推广至更大的

范围，他提出“负责任创新指通过当前科学和

创新的集体管理来关注未来”，并强调其包含

4 个维度，分别是预期性（Anticipation）、反身

性（Reflexivity）、包容性（Inclusion）和响应

性（Responsiveness） [12]。尽管学界对于负责任

创新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解，但保障未来的“可

持续性”是负责任创新的明确方向，负责任创

新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层面可操作的路

径” [13]。从上述概念可知，负责任创新主要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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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被应用于科技治理，目前，纳米技术、人工

智能、生物学等领域较为广泛地开展了针对负

责任创新的研究和实践。以纳米技术为例，在

实践领域，美国 2021 年颁布的《国家纳米技术

计划战略规划》（2021 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 Strategic Plan）中，“确保纳米技术负

责任地发展”是 5 个发展目标之一 [14]；在理论

研究中，道德领导是负责任创新的组成部分，

Moon 等探究了纳米科学家在决策中所属的伦理

道德领导类型，包括模范者、编纂者、远见者、

哲学家和沟通者 [15]。

当下，负责任创新的影响力正在扩大，被

应用至商业 [16]、教育 [17] 等领域。而在图书馆

界，尽管负责任创新理念尚未被系统全面地引

入，成为建设和发展的自觉遵循，但是图书馆

的部分实践已蕴含着负责任创新某一维度的逻

辑思维。例如，图书馆推行的理事会制度吸纳

了政府部门代表、社会人士、图书馆员等不同

利益群体共同议事及决策，展现了负责任创新

的包容性。又如耶鲁大学图书馆在计划翻新图

书馆受到读者反对时，专门邀请学生、教职工

等共同参与讨论，并调整计划内容，体现图书

馆高度的响应性和自省性 [18—19]。同时，在理论

探索上，Woodson 等以负责任创新为标尺，评

估美国公共图书馆开展的 3D 打印服务是否

“负责”，研究表明，3D 打印技术可以对周围社

区的创新发展产生榜样效应，帮助弥补边缘社

区的不平等问题 [20]，这正契合了《2030 议程》

中减少不平等的追求。陈苗等借助负责任创新

框架分析元宇宙时代下，图书馆、档案馆、博

物馆引入非同质代币（NFT）应思考的技术、

经济、伦理、社会等正负影响，帮助 LAM 机

构更好地作出判断和决策 [21]。

上述实践或能为图书馆在某一方面 / 领域

推进负责任创新的应用提供启发，但仅依赖单

一的案例经验难以支撑图书馆体系化地走可持

续发展之路。如何对负责任创新理论进行适应

化调整和完善，使其匹配图书馆需求，成为行

业变革创新、实现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

间工具，是图书馆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3  研究过程
本文中，笔者依托负责任创新框架，细化

负责任创新理论，结合图书馆实践中的多维案

例，帮助明晰图书馆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

径和方向。

3.1  构建图书馆负责任创新要素框架

首先，笔者调研了负责任创新相关框架和

评估体系，最终找到 6 个具有代表性的框架

（见表 1）。为进一步挑选出适用于指引图书馆

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框架，笔者依据 3 条标准进

行筛选：①框架设计者对其研究领域具有专业

权威的认识；②框架所含要素能够充分、全面

地体现负责任创新要求，对图书馆行业有指导

价值；③框架适用对象为负责任创新活动的开

展主体。最终，本文选择“负责任创新中良好

表1  负责任创新相关框架

序号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设计者 要素 适用对象

1
负责任的 

研究与创新
指标 [22]

Indicators 
capturing aspects 
of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European research area
包括“性别平等”“科学素养
与教育”“道德伦理”“公众参
与”“开放利用”“治理”

国家、整个
研究领域

2

负责任创新
中良好实践
标准的质量

规范 [23]

Quality criteria 
of Good Practice 
Standards in RRI

Kupper F， Klaassen P， 
Rijnen M， et al

负责任创新参与主体包括公
众、负责任的行动者、负责任
的机构，结果需满足“道德可
接受性”“发展可持续性”“符
合 社 会 需 求 ”， 包 括“多 样
性和包容性”“开放性和透明
性”“预见性和反思性”“响应
性和适应性”

进行负责任
创新的各类

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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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标准的质量规范”作为指导图书馆负责任

创新要素构建的工具。这一框架从开展负责任

创新活动的各类主体视角出发，设计了完善且

相互关联的要素体系，适用于图书馆行业。

笔者将该框架对负责任创新的结果要求投

射至图书馆创新实践中，提取出加强伦理层

面的规范性（机构）、保障发展层面的长效性

（行动者）、促进用户层面的参与性（用户）3
大要素，基于学界对于负责任创新的理解细化

二级指标要素（如图 1 所示）。同时，多样性

和包容性、开放性和透明性等内容在各个要素

中均有所体现，例如伦理层面的规范性既要求

数据具备开放性和透明性，也需要图书馆出台

新政策、新举措以适应不断出现的技术等；实

现发展层面的长效性要求图书馆既要预见未来

并不断反思，又要及时响应用户需求，适应社

会环境的变化；用户层面的参与性则要求图书

馆秉持包容的姿态，并将图书馆信息以开放、

透明的形式呈现给利益相关者。

3.2  收集图书馆负责任创新案例

在明确负责任创新对各个维度的认识和

要求的基础上，本文系统梳理图书馆优秀实

践，挖掘可以参考、借鉴的方向，试图为图

书馆形成服务规范的、机构长效的、用户可参

与的良好生态提供指引。IFLA 及重要图书馆

学会（协会）、委员会等通过颁发各类奖项以

表彰和宣传图书馆在某一领域所作出的专业贡

献。这些获奖案例往往反映了图书馆借助创

新形式承担社会责任的追求和行动，也与负责

任创新不谋而合。笔者梳理了 IFLA 颁布的国

序号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设计者 要素 适用对象

3

负责任的研
究和创新的
质量标准和

指标 [24]

Quality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for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Wickson F， Carew A L

包括“与社会相关且以解决方
案为导向”“以可持续发展为
中心，展望未来”“多元与审
慎”“反思与回应”“严谨与稳
健”“创新与精美”“诚实与负
责”，每个指标进一步划分为
模范、优秀、良好和一般 4 个
等级

以负责任创
新项目为

主，可包含
进行负责任
创新实践的
各类主体

4
负责任创新
政策指标 [25]

Indicators for 
promoting and 

monitoring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Directorate-General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包括“治理”“公众参与 / 政策、
法规和框架”“公众参与——事
件和倡议制定；培养关注”“公
众参与 / 能力建构”“性别平
等”“科学教育”“开放利用 / 开
放科学”“伦理”

进行负责任
创新实践的
各类主体和
领域，以国
家层面的创

新为主

5
负责任创新
关键绩效 
指标 [26]

RR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ndrea Porcari， Daniela 
Pimponi， Elisabetta 

Borsella， Elvio 
Mantovani，Italian 

Association for Industrial 
Research （Airi）

包 括“预 见 与 反 思 ”“包 容
性”“反应能力”

企业

6
负责任创新
自检工具 [27]

Responsible 
innovation

self-check tool

Tharani A， Jarmai K， 
Nwafor C

以问卷形式调查，内容包括
“公司管理”“创意生产和研
究”“开发和测试”“市场和影
响”4 个板块

企业

（续表）

图 1  图书馆负责任创新要素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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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图联绿色图书馆奖（Green Library Award）、
国际图联国际营销奖（International Marketing 
Award）、全球愿景“点子商店”（Global Vision 
Ideas Store）、北美城市图书馆委员会创新奖

（Urban Libraries Council Innovations Initiative）、
美国图书馆协会国际图书馆创新项目主席奖

（Presidential Citation for Innovative International 
Library Projects）等的近 10 年获奖案例，通过

阅读相关材料，凝练其中蕴含的负责任创新要

素，同时将相关新闻报道、政策指南等作为补

充，为充分理解负责任创新概念的内涵与要求

提供参考。

4  要素框架的理论阐释与实践经验
为了进一步厘清图书馆如何借助负责任创

新的 3 大要素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下文笔者

将尝试剖析各个要素的内涵并借助相关案例阐

述细化的指标框架。

4.1  要素 1：伦理层面的规范性

“伦理”（Ethical）作为负责任创新的要点

之一，“是保障高质量发展的一种方式，而非

对创新的约束” [28]。负责任创新要求创新过程

符合伦理规范，满足道德的可接受性，创新主

体应当“了解其行动后果和所面临的选择范围

的影响，有效评估涉及社会需求和道德价值的

结果和选择” [9]5，57—58。

首先，图书馆需要明确伦理边界。早在

2002 年，《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

行）》就为图书馆员职业确立了十条伦理

规定，强调“履行社会职责”“保守读者秘

密”“尊重知识产权”等基本伦理 [29]。2012 年，

IFLA 颁布《图书馆员及其他信息工作者伦理

准 则 》（IFLA Code of Ethics for Librarians and 
Other Information Workers），提出对图书馆在

信息获取，对个人和社会的责任，隐私、保密

和公开，开放获取和知识产权，中立、个人诚

信和专业技能，同事和雇主 / 雇员关系 6 个方

面的伦理要求 [30]。近年来，顺应技术时代的潮

流和趋势，人工智能、用户画像等新兴技术越

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图书馆中，技术创新背后可

能引发的隐私等风险问题也愈发受到关注和重

视。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相关政策多次强调

伦理规范问题。2020 年 9 月，IFLA 通过《IFLA
图书馆与人工智能声明》（IFLA Statement on 
Librari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强调图书

馆应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了解人工智能

和算法的工作原理，以及相应的隐私和伦理问

题”“帮助用户培养数字素养，理解人工智能和

算法如何工作，以及其背后相应的隐私和伦理

问题”等 [31]。2023 年 6 月，IFLA 颁布《面向

图书馆和信息专业人员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草

案）》［Generative AI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Draft） ］， 指 出 图 书 馆 在 使 用

chatGPT 时，有必要对数据偏见、虚假信息、

信息过载等问题进行反思 [32]。

其次，图书馆应从现实出发考虑如何有

效应对有待解决的伦理问题。以隐私保护为

例，其作为人工智能技术涉及的伦理规范的

关键所在，是试图融入数字时代的图书馆需要

解决的核心议题。美国图书馆协会（以下简

称 ALA）将“隐私”作为图书馆需要应对的

重要问题之一，为图书馆梳理了隐私保护的

相关法律政策，供应了专门性的指南和清单，

如《图书馆视频监控指南》（Video Surveillance 
in the Library Guidelines）等 [33]。在具体实践

方面，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图书馆（UC 
Irvine Libraries）提供了被用以回答图书馆相

关问题的 ANTswers 在线聊天机器人，其服务

条款中明确指出，为了进一步改善服务，图书

馆员将“监控和使用 ANTswers 日志”，并保

证“系统不会保留除聊天日志以外的任何个人

信息” [34]，确保用户数据隐私伦理的规范性；

康特拉科斯塔县图书馆（Contra Costa County 
Library）为缩小数字鸿沟推出“树莓派借贷计

划 ”（Raspberry Pi Lending Program）， 向 用 户

提供可在家中使用的微型电脑，即树莓派，图

书馆会在用户使用完树莓派后对其进行格式化

操作，以保护用户隐私 [35]；犹他州盐湖县图书

馆（Salt Lake County Library）并未如其他图书

馆一般，通过避免收集数据的方式规避隐私侵

犯，而是构建了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e），
将收集到的数据根据设定格式进行标准化，并

保留匿名的历史数据，在保护用户的数据隐私

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依据数据作出决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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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要素 2：发展层面的长效性

发展层面的长效性贯穿负责任创新的始

终，强调在创新过程中对未来进行长远的考

量。负责任创新要求通过“把整个研究与创

新过程的不同阶段纳入未来正在形成的正式方 
法 / 工序中；生成一系列积极和消极的未来情

景，并确定和评估这些情景对社会、环境和经

济可持续性的相关风险和收益；将这些可能在

未来出现的反应和风险 / 效益评估纳入项目开

发的明确途径” [24]，进而达到一种持续、稳定

且不断发展的状态。

根植于负责任创新的要求和规范，第

一，图书馆应明确不同创新阶段的差异化要

求和目标，并不断调整和改进。例如，ALA
于 2014 年发布“图书馆改造社区”（Libraries 
Transforming Communities）活动，强调发挥图

书馆在社区中的领袖和变革者作用 [37]。随着时

间推进，ALA 不断调整该项目的重点领域和目

标。2014—2015 年是第一阶段，共有培训 LTC
公共创新者队伍、开展知识共享、ALA 员工

培训 3 个重点任务；2016—2018 年是第二阶段，

将图书馆细化为面向大型或城市社区服务的公

共图书馆、面向中小型或农村社区服务的公共

图书馆、学术图书馆 3 种类型，提供针对性的

资源和课程；2020—2022 年是第三阶段，主要

关注小型和农村图书馆促进图书馆员技能传授

的工作，提供给这些图书馆灵活的资金支持；

2022—2024 年是第四阶段，该阶段以无障碍小

社区和农村社区为主体，提供赠款并促进图书

馆与社区之间的对话 [37]。

第二，图书馆应当持续预判和评估创新的

不同阶段可能产生的风险和效益。以日本的茅

野市图书馆为例，该图书馆打造了玻璃墙建

筑，但由于其所处地区海拔较高，紫外线强

烈，接受阳光直射的书籍封面颜色脱落，蜕

变为蓝色，封面上的文字逐渐消失 [38—39]。实际

上，在建馆之际，图书馆已考虑到可能发生此

状况，选择使用防紫外线玻璃，并在部分区域

安装了卷帘，但是紫外线的强度仍超过了图书

馆的预估，最终这一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较

大的关注和谴责，但图书馆负责人却无奈表示

“找不到应对答案即是现状” [38]，充分体现了持

续评估创新风险的重要性。

第三，图书馆需要针对性地提出应对风险

的预案并落实。绿色图书馆是图书馆应对环境

风险的有力举措。英国图书馆协会颁布了《绿

色图书馆宣言》（Green Libraries Manifesto），强

调图书馆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应“将环境可持

续性纳入决策核心、针对环境变化不断创新和

发展、与社区合作、提高对相关环境问题的宣

传和影响”等 [40]。以获得 2021 年 IFLA“绿

色图书馆奖”亚军的深圳坪山图书馆为例，建

馆之初，图书馆即考虑了地理位置、照明、保

温、雨水回收等需求，选择绿色建筑材料和高

效利用自然光的空间布局，并于 2019 年启动

智能图书馆建设项目，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为

用户提供信息与知识 [41]。

第四，图书馆应当持续反思自身作为，

并作出调整和完善。例如，南昆士兰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UniSQ）图

书馆于 2019 年开始思考图书馆与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联系，编制了“UniSQ 图书馆

2022 年大事记”（UniSQ Library Stories of 2022）
以记录图书馆在可持续发展上采取的行动，制

定该大事记时图书馆采用了实证和反思的方

式，基于“是什么——那又如何——现在怎么

办——对未来的影响”的逻辑展开，深入思考

如何应对不断涌现的问题与挑战 [42]。

4.3  要素 3：用户层面的参与性

尽管负责任创新的概念范畴经过数次探讨

和修改，尚未达成完全一致，但“利益相关者

的参与”这一要素不曾缺席。Schomberg 认为，

负责任创新的过程必须保障“社会行动者和创

新者互相合作交流” [11]，欧盟委员会提出“在

创新的全过程中贯穿社会的持续参与，包括关

注公共利益的公众和非政府组织” [43]，以保障

用户层面的参与性。

第一，图书馆在创新过程中应自觉站在用

户的立场考虑问题和应对方案。以中山纪念图

书馆的“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 1+N 服务”

项目为例，该项目以普通儿童、特殊儿童以及

他们的家庭（简称“普特儿童”）为服务对象，

在空间、资源、服务上，充分考虑普特儿童需

求，做出了针对性设计 [44]。同时，图书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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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儿童的隐私问题，对出现在项目宣传册的

每一位儿童脸部进行打码。南阿迪朗达克图书

馆 系 统（Southern Adirondack Library System）

则从用户的基本生存需求出发，与格伦福尔

斯医院（Glens Falls Hospital）和舒适食品社

区（Comfort Food Community）合作，创建了

“Farm-2-Library”食品分销网络，从农场收集

农产品并通过图书馆分发给食物短缺的社区，

保障了大多数民众的食品需求 [45]。

第二，图书馆要关注和持续获取用户、非

用户等群体的意见和需求。澳大利亚的亚拉图

书馆（Yarra Libraries）于 2020 年发起了一项

名为“我们已准备好迎接下一篇章，帮助我们

编写它”（We’re Ready for the Next Chapter. Help 
Us Write It）的项目，以收集社区对图书馆的反

馈与需求，该项目内容包括开展线上、线下调

查，举行临时会议、研讨会等咨询活动，利用

社交媒体分享最新的社区互动等，最终听取了

500 多名社区成员、当地企业和组织代表的意

见，相关反馈被用于支持图书馆 2022—2026 年

战略计划的制定 [46—47]；同样是在 2020 年，济

南市图书馆在注意到快递小哥坐在泉城书房外

阅读的现象后，推出泉城书房——“快递小哥”

阅读驿站项目，围绕快递员、外卖员等群体设

置专架、开展读书活动，关注基层工人的阅读

需求，挖掘潜在用户群，实现了服务形式和服

务对象的有效创新 [48]。

第三，图书馆有必要将用户纳入创新主体

成员，保障参与用户在性别、种族、年龄等方

面的多元化以及提供多样化参与途径等。由德

国和西班牙的图书馆深度参与的 Living Lab 项

目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Living Lab 力图在真

实情境下引入用户知识，实现用户参与决策的

创新，项目成员馆以提供不受限制的创新基础

设施为宗旨，设计了开放灵活的空间，并邀请

用户自由决定在空间中开展的活动，探索技术

提供服务的潜在可能。在项目开始运作的 6 个

月内，就产生了如破除图书馆和博物馆界限的

The Library Visits the Museum 等一系列创新方

案 [49]。佛山图书馆“邻里图书馆”项目也充分

体现了该要求，项目依托于“共建共治共享”

的理念，构建家庭图书馆网络，为用户参与阅

读资源和服务供给提供展示平台，有力地打破

了由图书馆向用户提供资源和服务的单向输出

模式 [50]。

4.4  3 个要素的有机整合

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图书馆应当将负

责任创新要素框架中的 3 个要素有机整合起

来，它们并非各自为政，而是相互融合、互为

影响的 3 个部件，在图书馆助力可持续发展的

过程中缺一不可。

图书馆在保障创新过程符合伦理规范时，

既需要从用户的立场和需求出发考虑用户关心

的隐私保护、信息安全等问题，也需要图书馆

在引入新技术、颁发新政策时对其不断进行评

估、反思和完善，以确保图书馆的可持续发

展。例如，多伦多公共图书馆（Toronto Public 
Library）在开展符合伦理要求的创新活动时，

开发了 Tor 浏览器（Tor Browser），用以匿名化

用户的活动，捍卫用户的隐私和知识自由 [51]，

同时向用户提供“锁定您的数字因素”（Lock 
Down Your Digital Privacy）培训课程，提升用

户的信息伦理素养，将保障用户的参与性与伦

理的规范性有机结合 [52]。与此同时，保障用户

的参与和反馈也是图书馆探索可持续发展方向

的动力之一。在长期有效地开展创新活动的过

程中，不断吸纳用户意见可以帮助图书馆发现

新的创新点，实现良性循环。例如，奥卢市图

书馆（Oulu City Library）在践行绿色图书馆的

实践中积极向用户寻求建议和意见，邀请用户

参与未来建筑设施的规划，体现了其对发展的

可持续性和用户的参与性的追求 [53]。

5  总结
综上，尽管“负责任创新”理念尚未成为

图书馆工作者的自觉遵守，但图书馆行业对于

承担社会责任的自觉追求，使得一批批契合该

理念的优秀案例不断涌现，这些案例能够为其

他图书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借鉴和指

引。但是，当前大多数图书馆的创新实践多是

依据以往的“惯性”展开，如将其置于可持续

发展目标之下，则稍显单薄，难以全面支撑

这一目标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引入负责任创

新理念，构建一个帮助图书馆落实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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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素框架，指导图书馆在日常工作中有效

开展创新活动，促进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为

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作出更大 
贡献。

为了使该框架更好地融入图书馆实践中，

图书馆一方面需要借助框架进行自我评估，衡

量自身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差距；另一方

面，应当在明晰自身现状和不足的基础上，参

考相关的负责任创新案例，将要素框架的要求

融入战略规划、指南规范等的设计之中，使各

个要素融入图书馆运营和发展的日常。通过积

极探索负责任的创新方案，图书馆不仅可以满

足用户需求，还将作为一个倡导者和践行者，

为其他机构提供借鉴与启示，成为实现社会整

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推动社会向更加可

持续和繁荣的未来迈进。例如，建设遵循可持

续发展原则的绿色图书馆，不仅可以节省图书

馆费用、提高投入效率，也将为建设《2030 议

程》中“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

续发展的城市和人类社区”提供一个可参考的

模板；提高用户在图书馆中的可参与性，既能

够提供更多满足用户需求的资源和服务，又为

在全社会范围内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不平

等提供了发声的渠道。未来，图书馆界应当进

一步加强对负责任创新的理论研究和具体行动

指南的构建和落地，凝练和推广更多契合可持

续发展目标、可供借鉴和复制的优秀案例，将

负责任创新理念融入日常管理运行的实际，成

为自觉遵守的契约，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中发挥图书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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