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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从国际文献出发，对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RI）领域知识基础与研究热点的现状及演进进行分

析。【文献范围】 以Web of Science三大核心数据库收录的 657篇文献作为分析样本。【方法】 运用文献计量和

可视化分析方法，对该领域的知识基础和研究热点进行分析。【结果】 荷兰和英国学者占据引领地位，而中国

在该领域目前发文较少，影响力有待提高。该领域的推进建立在技术评估与预期治理、欧盟背景下的RRI概

念与分析框架、全球视野下的RRI研究推进这三大知识基础之上。该议题研究热点主要聚焦在科学社会与

治理、分析框架与治理实践、技术发展的伦理与价值、可持续性发展与影响力研究 4个方面。【局限】 数据范围

有待进一步扩充，热点演化的时空趋势可进一步展开。【结论】 自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提出以来，不同领域和国

别的学者围绕RRI的概念、分析框架与治理实践已展开了大量研究。未来该议题还需增加研究方法的多样

性，拓展RRI在不同制度和社会情境下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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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RRI①）自诞生就引起了世界主要发达国

家及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1-4］。欧盟委员会尝试用

RRI 理念来应对社会“重大挑战”，在减轻研发与创

新活动负外部性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

长［1，5］。 2013 年 ，欧 盟 宣 布 启 动“ 地 平 线 2020”

（Horizon 2020）框架计划，明确将“负责任研究与创

新”纳入政策文件中，强调研究与创新必须与欧洲社

会的价值观、需求和期望相一致，呼吁所有行动者共

同参与进来，形成欧盟国家共同期望的社会价值［6］。

之后，RRI成为欧盟各国学者关注的焦点［7］。荷兰、

英国、挪威等国家纷纷响应，积极推进 RRI的实践。

系列科技资助计划中强调“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政

策和倡议相继出台［8-9］。在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神经

科学研究、合成生物学等新兴科技领域，各国政府设

立了围绕 RRI 的各类专项，如 Responsible-Industry 

Project ［10］、Human Brain Project（HBP）［11］、Neuro-

Enhancement：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NERRI）［12］和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Synthetic Biology（SYNENERGENE）［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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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学界与日常生活中，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RI和负责任创新RI往往并提、互通、混用［1-2］。一些研究将RRI和RI分别译为责任式研究与

创新、责任式创新。本文统一采用“负责任研究与创新”一词的表述。在引用其他学者的文献时，尊重作者对RRI或RI的翻译和引用。

近年来，负责任研究与创新在我国也开始得到

重视［14］。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十三五”国家科技

创新规划》明确提出“倡导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加

强科研伦理建设，强化科研伦理教育，提高科技工作

者科研伦理规范意识，引导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

重视和承担保护生态、保障安全等社会责任”［15］。

2019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

智能》，提出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

私、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开放协作和敏捷治理等 8

项原则［16］。负责任创新与原始性创新、可持续创新、

开放性创新和包容性创新被列为建设新时代国家创

新体系的重要特征［17］。2022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

见》，进一步明确要求科技人员自觉遵守科技伦理要

求，开展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18］。在学界，围绕概念

内涵、理论框架、新兴技术治理三个维度，技术哲学

和科技政策专业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负责任研究与

创新展开探讨。一些学者从概念界定层面提出现有

对RRI或RI的探讨大都局限于经济学领域，忽视了

思想、知识、制度等非经济型创新［19］。一些学者则对

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责任”问题和“反思”程度范围

进行讨论［20-23］。例如，梅亮等指出，作为欧洲情境下

的产物，RRI 已有理论研究缺乏对不同社会与政治

情境因素的探讨；因此，注重“情境”因素，构建了具

有普适性的责任式创新框架［24-26］。还有学者聚焦人

工智能、神经技术、量子科技、合成生物学等新兴技

术领域，分析实施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必要性和实

现路径［7，27-30］。例如，马诗雯等阐释合成生物学“负

责任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应尽快健全相关

体制机制建设，推进国家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7］。

当前，负责任研究与创新已被世界主要国家视

为负责任国家的重要基石［21］，科技政策从“经济驱

动”向“责任架构”的转型也日益广为接受［31］。

Douglas等提出，作为一种新型的科技治理范式，负

责任研究与创新不仅应关注研究与创新产品的消极

影响或风险，还应从政策拉动视角，更多地关注对包

括新兴两用技术在内的重要科技发展的“正确的影

响”（Right Impact）［32］。

在各项全球治理行动中（例如应对全球金融危

机、埃博拉疫情、新冠肺炎疫情等），中国充分展现了

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33-34］。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

展、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中国亟待在提

升全球科技治理水平和建设国际学术话语权的进程

中对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给予更多关注。遗憾的是，

相对于国际已有知识储备，我国在该议题上起步较

晚，目前影响力小，还远不能满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的战略需求［35］。基于文献梳理，笔者发现目前学界

针对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数据挖掘分析并不多，基

于国际文献的探讨更是鲜见。为填补已有研究的空

白，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收录的有

关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成果，综合采用传统文献计

量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对该领域的知识基础和研究热

点进行分析，为我国学者把握该议题国际研究的总

体概况与发展演进、我国政府推进负责任研究与创

新实践提供参考和学理依据。

2 数据和方法

2.1　数据收集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于科睿唯安 Web of Science

核心文集的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

Expanded）、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和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三大数据

库。数据收集检索式为TS=（"responsible innovation" 

OR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检索数据

年限不限，文献类型为原创文章（Article）和综述

（Review）。检索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15 日，通过登

录复旦大学图书馆，下载 657篇国际RRI研究文献。

数据收集及研究设计如图1所示。

2.2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Vantage Point数据挖掘软件对收集到

的论文数据进行清洗和分析。除了对时间演进趋

势、国家和机构分布、学科分布、科研资助进行分析

之外，本文还运用关键词共现和共被引分析，借助

VOSviewer 工具，将该领域的知识基础和研究热点

以可视化方式呈现，勾勒负责任研究与创新领域的

研究概况和发展态势。

共被引分析（Co-Citation Analysis）是引文分析

的一个重要工具，早在 1973 年，Marshakova［36］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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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37］分别在其研究中提出的文献共被引的概念，

使高被引论文及其共被引频次成为科学图谱研究的

基石，以及探究学科知识基础的重要方法之一［38-43］。

简而概之，当两篇文献同时被第三篇文献所引用，这

两篇文献存在共被引关系。文献经常被一起引用，

表明他们在研究主题的概念、理论或方法上是相关

的。共被引次数越多，文献之间的关系越密切，“距

离”越近。按照研究对象类别，共被引分析可划分为

文献共被引分析、作者共被引分析和期刊共被引分

析［43］。本文采用文献共被引分析，是建立在负责任

研究与创新文献集的参考文献的共被引①。

区 别 于 作 者 关 键 词 共 现 分 析（Co-Word 

Analysis）［44］，本文对 657 篇文献进行共现分析的关

键词②，来源于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等的集合。利

用 Vantage Point 软 件 的 自 然 语 言 处 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功能对上述集合进行分

词，然后对分词后的术语进行自动清理与人工核

校③，最后借助 VOSviewer 软件构建关键词共现

网络。

3 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研究概况

3.1　时间和科研资助分布

Web of Science 收录的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研究

最早发表于 1978 年［45］。2011 年，von Schomberg 给

出 RRI 的定义［46］，之后该议题在学界引起关注。

2015年，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论文数量呈现快速增

长 趋 势 。 其 中 ，期 刊 The Journal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简称 JRI）于 2014年的发行无疑起到巨大

推动作用。截至 2021 年 11 月，JRI发文占该领域全

球论文发表的近17%。

科学基金对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导向作

用［47-48］。受到资助的 RRI 论文数量及比例如图 2 所

示，自 2015 年起，该领域国际发表报告基金资助的

比例一直保持在 60% 以上，这一数值与 Web of 

Science 同一时期论文获得基金资助支持的均值基

本持平［49］。从资助国家或地区来看，欧盟资助的

RRI论文数量最多，总计 154篇，占总资助论文数量

的 36.5%，远超过其他国家或地区资助的论文数量

（如表 1所示）④。英国、美国和荷兰所资助的论文数

量及比例分别为 67 篇（15.9%）、58 篇（13.8%）和 51

篇（12.1%）。

从科研文献的基金资助机构分布来看，欧盟委

员会是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资

助发表的论文数量为 134 篇，占全球负责任研究与

创新总论文数量的三成以上。进一步分析发现，欧

盟“地平线2020”计划和欧盟“第七框架”计划是其中

的主导资助项目，资助的论文数量共 124篇，占欧盟

资助论文总数的 92.5%。此外，英国研究与创新

（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The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荷兰科学

①不做特别说明，文中的共被引分析均指文献共被引分析。

②不做特别说明，文中的关键词均指对由文献的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等组成的集合进行分词并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清理后所得到的关

键词。

③包括删除停用词、合并同一个词根的不同形式（动名词、单复数、时态变化等）以及全称与缩写合并等。

④不做特别说明，文中的资助机构计数方法采取整数计数法（Whole Counting）。对于多个科学基金资助的学术成果，每个基金或资助机

构计数一次。

图1　数据收集及研究设计

Fig.1　Data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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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组 织 （The Netherlands Organis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挪 威 研 究 理 事 会（Research 

Council of Norway）等科学基金资助机构也对负责

任研究与创新议题的推进起到重要作用。①

3.2　国家和机构分布

从国家的发文数量来看，荷兰、英国和美国一直

处于领先地位，发文量依次为 176 篇、161 篇和 102

篇，如图 3所示。2010年之前，只有美国和荷兰两个

国家的学者发表了RRI相关的研究论文。之后，英国、

德国、挪威和丹麦学者加入到该领域的探讨中。荷兰

自从2011年后在该领域每年发文量稳居世界前三，具

有显著话语权。此外，在发文数量排名前 10的国家

（或地区）中，6个国家是欧盟成员国，这无疑与欧盟

2013年将RRI纳入“地平线2020”框架计划紧密相关。

与上述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负责任研究与创

新领域的国际发表起步较晚，影响力较弱。在笔者

收录的Web of Science分析样本中，中国大陆的第一

篇 RRI研究发表于 2014年，且该论文是国际合作研

究成果。截至 2021 年 11 月，中国大陆 RRI 发文 14

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文数量 9篇，占发文总

量的比例为 64%，且均为非国际合作文章。

负责任研究与创新论文在科研机构层面呈现集

聚态势，大学依然是负责任研究与创新议题知识产

出的主导机构［53-54］。发文数量排名前 20的机构均为

研究型大学，占该议题全球总知识产出的 45%。发

文数量最多的是荷兰的瓦格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

①Web of Science自2008年起系统收集期刊论文的资助信息，详见文献［50-52］。

图2　受到资助的RRI论文数量及比例（2010年-2021年）①

Fig.2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Funded RRI Publications

表1　受到资助的论文数量排名前 10的国家和机构（2010年-2021年）

Table 1　Top 10 Countri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Number of Funded Publication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资助国家或地区

EU

UK

USA

The Netherlands

Norway

Canada

Spain

German

Australia

China's Mainland

论文数量

154

67

58

51

23

22

16

14

11

8

比例%

36.5

15.9

13.7

12.1

5.5

5.2

3.8

3.3

2.6

1.9

资助机构

European Commission

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etherlands Organis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Research Council of Norway

Canadian Institutes of Health Research

Fonds de la recherche du Quebec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he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European Institute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论文数量

134

43

39

27

21

14

8

7

6

5

比例%

31.8

10.2

9.2

6.4

5.0

3.3

1.9

1.7

1.4

1.2

25



综述评介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Wageningen University & Research），发表论文 49

篇，占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总论文比例的近8%。①

3.3　期刊分布

从该议题国际发表的期刊分布来看，负责任研

究与创新研究跨学科特征显著［19］。The Journal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发文数量最多，自 2014 年创

刊以来，JRI邀请各国学者和实践者对负责任创新议

题进行学术反思与辩论，且重点关注了RI诸多尚未

解决的难题［55］。除了这一旗舰期刊之外，负责任研

究与创新的相关研究还常刊载 Sustainability、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NanoEthics、Omics-A 

Journal of Integrative Biology、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等跨学科或交叉学科期刊上。这一期刊分布

也体现出 RRI研究与纳米科技、生物学、科技政策、

伦理等多学科及跨学科研究领域的融合交汇。。

4 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研究的知识基础

经过剔重与清理后，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 657

篇期刊论文共有 30 633篇参考文献。选取参考文献

的被引用频次大于等于 20的文献 69篇，构建参考文

献的共被引网络图谱，如图 4所示。图中点（Nodes）

的大小反映被引用次数的多少，点间连线（Edges）的

粗细代表共被引频次的高低，而颜色的异同则表征

是否属于同一聚类（即基于相似的知识基础）。基于

每个聚类中参考文献共被引次数最多文献的提炼②，

将图 4中的聚类结果分别标签（Label）为：技术评估

与预期治理、欧盟背景下的RRI概念与分析框架、全

球视野下的RRI研究推进。

4.1　技术评估与预期治理

技术评估（Technology Assessment）与预期治理

（Anticipatory Governance）可以看作是负责任研究与

创新的前身［59］。技术评估始于 20世纪 70年代初的

美国。作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政策咨询活动，技

术评估逐步发展成为评估和治理新兴技术的主要方

法［60］。这一时期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也引起人们关

注。这一技术评估的双重困境是英国社会学家

Collingridge 在其 1980 年出版的 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 一书中所提出的，即技术的未来发展

①多个国别合作的论文将在其每个参与贡献的国别中分别计数一次。

②比如聚类#2中，von Schomberg和Owen等提出在欧盟政策背景下的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概念和特征［46，56］。聚类#3中，Stilgoe等提出了

不囿于欧洲情境的更广泛的RRI概念［57］；van Oudheusden呼吁从政治和制度层面理解RRI的演进与落实［58］。

图3　RRI论文发表数量排名前10的国家分布①

Fig.3　Distribution of RRI Publications in the Top 10 Productiv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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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影响和外部性难以在技术生命早期阶段被准

确预测；但当变化显著时，改变轨迹的成本则往往过

高或难以实现［61］。这种信息困境—控制困境也成为

当前技术评估中科技创新与政策前瞻性治理相互作

用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

20世纪 80年代，随着强调根据社会需求和价值

“塑造技术”的社会建构主义范式的出现，Rip等荷兰

科技哲学学者开发了建构性技术评估（Constru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CTA）方法［62］，呼吁广大利益

相关者在技术发展早期也应参与到预测新技术发展

走向以及可能的伦理影响讨论之中［63］。之后，美国

学 者 Guston 提 出 实 时 技 术 评 估（Real-Time 

Technology Assessment，RTTA）［64］。以纳米技术为案

例，Fisher 通过 RTTA 实时评估进一步发现，增强技

术评估的反思性将为研究实践带来谈判可能，从而

为替代决策提供协商空间［65］。

在实时技术评估的基础上，Guston 又提出预期

治理的理念，旨在通过广泛地培养预见（Foresight）、

参与（Engagement）及整合（Integration）的能力鼓励

并支持科学家、工程师、政策制定者与公众反思他们

在新技术发展中的角色。他认为包容以前被排除在

外的行为者（公众等）可能不会减轻新兴技术发展中

所有的负面影响，但可能导致创新（过程）朝着“正确

的影响”的方向进行轻微调整［55］。从这个层面来看，

预期治理和负责任研究与创新在理念上具有较高相

似性［2］。

4.2　欧盟背景下的RRI概念与分析框架

von Schomberg和Owen是在欧盟政策背景下提

出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概念并阐释其特征的代表性学

者。von Schomberg 提出的 RRI 概念强调道德可接

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期望，源于欧盟的基本价值观

（权利和安全）、可持续发展目标（经济、社会和环境）

以及欧盟条约（生活质量、平等）［46］。他指出不负责

任研究和创新的纠错成本是巨大的。

Owen 等总结了负责任研究与创新在欧盟政策

背景下的三个特点：一是强调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

民主治理导向及正确影响导向；二是强调负责任研

究与创新的预期、审慎及反思这一既有实践的整合

与制度化；三是关注责任本身在科研创新集体行动

后果中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56］。随后，

Owen 等 提 出 了 RI 的 四 维 度 框 架 ：预 期

（Anticipatory）、反思（Reflective）、审慎（Deliberative）

和响应（Responsive），以应对当前创新治理存在的

缺陷［59］。

4.3　全球视野下的RRI研究推进

随着欧盟 RRI 理念在国际学界影响力的提升，

图4　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研究的文献共被引网络

Fig.4　Co-Citation Network of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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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别的学者也对这一议题的重要性和适用性展

开 探 讨 。 例 如 ，英 国 学 者 Stilgoe 等 认 为 von 

Schomberg［46］以欧洲视角对 RRI 的界定可能与其他

文化和其他创新领域的价值观不一致。他们提出包

容有助于更好地反思和更加有效地预期科研创新的

发展，将 Owen 等［59］提出的 RI 四维度分析框架调整

为 ：预期（Anticipation）、反思（Reflexivity）、包容

（Inclusion）和响应（Responsive ness）［57］。这一成果

发表在Research Policy，并迅速成为该领域的高被引

论文，受到国际广泛关注。本研究的分析样本中一

半以上的 RRI 相关论文引用了该文章。截至 2022

年 11 月，该成果在谷歌学术上已被引用 2 463 次。

随后，Burget等在其基础上继续拓展，增加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和关怀（Care）这两个新维度［66］。

影响负责任创新的政治议题和治理实践也开始

引起关注。比利时学者 van Oudheusden 指出现有

RRI 分析框架关注社会需求，但很大程度上忽视了

协商的政治、制度化建设以及价值的权威性分配［58］。

这一观点引发了如何将负责任研究与创新建设有效

嵌入实践，整合和提升多重要利益相关者的负责任

研究创新能力议题的诸多讨论［67］。例如，英国学者

Ribeiro等提出创新性政策、治理机制和创新文化是

有效落实RRI实践的重要因素。他们呼吁只有将责

任明确地落实到包括但不限于研究人员、资助机构、

监管部门、企业和公民社会在内的各重要成员中，才

可能有助于实现RRI愿景［68］。

还有一些学者进一步改进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

概念与分析框架。荷兰学者Blok等发现大多数RRI

文献中不加批判地接受“创新”的 4 个假定，提出这

种狭义的创新概念，即从经济角度看待的技术创新，

无法直接应用于 RRI中的负责任的创新概念，这需

要对“创新”概念本身做出根本转变［69］。Lubberink

等基于对 72篇实证研究的分析，从 6个维度（预期、

反思、包容、协商、响应和知识管理）进一步完善了商

业背景下负责任创新的分析框架［70］。

5 负责任研究与创新领域研究热点

运用 VOSviewer可视化工具对 657篇论文中词

频排名前 100 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结果如图 5

所示。

负责任研究与创新领域研究热点集中在 4个方

面：科学、社会与治理，分析框架与治理实践，技术发

展的伦理与价值，可持续性发展与影响力研究。进

一步分析显示，在研究方法上，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研

究采取案例分析和定量研究的较少（分别为 32篇和

30篇），大都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图5　负责任研究与创新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5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in Publications of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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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科学、社会与治理

适应社会需求、回应社会重大挑战是负责任研

究与创新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1，5］。在技术变革的

背景下，RRI 常被视为减轻研发创新活动的负外部

性的同时，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有效工具。2013

年，欧盟将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纳入“地平线 2020”政

策文件，呼吁加强科学与社会的合作，提升公众对科

学的信心。科学与社会议题揭示了负责任研究与创

新的本质，即科学的自由与发展需要以社会需求与

价值满足为基本前提［24］。一些学者提出负责任创新

在应用到新兴技术治理实践时更需关注包容性、反

思性和回应性［71］，让更多元化的专家群体（包括社会

科学和人文哲学领域专家）和更广泛的重要利益相

关者参与其中［72］。

5.2　分析框架与治理实践

基于治理实践的多维分析框架是负责任研究与

创新的另一热点议题。例如，科技政策专家 Stilgoe

等提出的预期（Anticipation）、反思（Reflexivity）、包

容（Inclusion）、响应（Responsiveness）四维度负责任

创新分析框架，预测创新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并

对创新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及时响应［57］。从RRI的实

际 操 作 维 度 ，Stahl 提 出 行 动 者（Actors）、活 动

（Activities）、规范（Norms）的三维度框架［3］。应对社

会 挑 战 ，欧 盟 在 其 2014 年 发 布 的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Europe’ s Ability to 

Respond to Societal Challenges 报告中进一步提出

RRI 分析框架应包含公众参与、性别平等、科学教

育、科学成果的开放获取、伦理和治理6个维度［73］。

在 RRI的治理实践方面，Schuijff等指出基本概

念完善与早期影响预测有助于推进负责任研究与创

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74］。Stahl 等对人类大脑项目

（HBP）的实践评估表明，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参与者

在实质性问题上存在知识差距，只有使 RRI真正成

为研究和创新过程与产品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外

部需求/补充，RRI方能在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75］。

5.3　技术发展的伦理与价值

RRI将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目标动机、潜在伦

理挑战与社会价值观等因素相结合，提倡在早期阶

段让社会行为者参与并重塑创新过程［24， 57］。通过沟

通反馈等活动，利益相关者能更明确技术发展走向，

意识到潜在挑战，从而在源头设计上尽可能防范风

险，使研究与创新更加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和伦理

价值［76-78］。随着各国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其潜在

的巨大经济前景和安全风险引起各国政府高度重

视［7，79］。一些学者对新兴技术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

例如，Stahl等分析如何采用 RRI应对护理机器人产

生的潜在伦理问题［80］。Stahl 等聚焦信息通信技术

领域，呼吁决策者、研究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反

思该领域发展的技术轨迹、产生结果及伦理问题的

基础上，选择适宜的研发或项目管理技术［81］。

Buhmann等指出RRI有助于抵消人工智能的不透明

原则［82］。

5.4　可持续性发展与影响力研究

一些学者关注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可持续性发

展议题，提出可持续性应成为 RRI 的维度之一［66］。

von Schomberg指出RRI作为透明的和互动的过程，

其题中之意在于过程及成果的（伦理）可接受性、可

持续性和社会可取性［46］。Owen 等也认为在讨论

RRI符合社会需求和价值观时，应考虑可持续性［56］。

此外，Foley 等以纳米技术创新为例，阐释了可持续

和适应性管理在新兴技术治理中的重要性［83］。聚焦

中小企业，Halme等分析揭示 13家北欧中小企业的

可持续创新因素，通过不同的资源组合进行负责任

创新，中小企业才能够可持续发展［84］。

6 结 语

本文使用文献计量和信息可视化方法对 Web 

of Science 核心文集收录的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研究

进行数据挖掘。研究发现：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研究

自 2011年起在学界引起关注。得益于旗舰期刊The 

Journal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的发行，该跨学科

议题自 2015年起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荷兰、英国和

美国在该领域一直处于研究领先地位，中国在 RRI

领域的国际发表起步较晚，影响力较弱。超过一半

的 RRI 论文受到基金资助，而欧盟是 RRI 研究的最

主要资金来源。负责任研究与创新领域的推进建立

在技术评估与预期治理、欧盟背景下的 RRI概念与

分析框架、全球视野下的 RRI研究推进这三大知识

基础之上。该议题研究热点主要聚焦在科学社会与

治理、分析框架与治理实践、技术发展的伦理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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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可持续性发展与影响力研究4个方面。

本文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样本数据源于

Web of Science收录的英文期刊论文，非英语的科技

文献没有被揽括在内。第二，在述评该领域重点文

献的文献计量分析时，仅揭示了 RRI研究的整体概

貌、知识基础和研究热点，尚未勾勒其时空动态变化

趋势。未来需要结合多种分析工具，对该领域在不

同阶段的研究热点趋势进行动态分析。

综上，自欧盟委员会成员von Schomberg于2011

年首次提出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概念以来，不同领域

和国别的学者围绕 RRI的概念、分析框架与治理实

践已展开了大量研究。未来该议题需增加研究方法

的多样性，拓展 RRI在不同制度和社会情境下的应

用分析；其中，应用 RRI理念有效推进合成生物学、

人工智能等新兴两用技术的全球治理尤其值得关注

和探讨。本研究结果对中国在RRI领域的探讨也有

一定的启示。未来中国学者在关注国际动态的同

时，需要将负责任研究与创新嵌入到中国科技强国

的语境下，与我国特有的科技创新治理实践相结合，

提升我国在该议题上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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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and evolution of knowledge base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RRI)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Coverage] We retrieved and 

analyzed a total of 657 international articles on RRI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Methods]　We used the 

bibliometrics and visualization techniques to explore these articles. [Results]　Researche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field of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while China has 

not established its position in this domain yet.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anticipatory governance, conceptual 

development in the EU context, as well as refined framework in global context are the three knowledge bases of 

RRI. Science, society and governance,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practice, ethics and value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and impacts are the popular topics. [Limitations]　The data coverage needs to be 

expanded. [Conclusions]　This study calls for more diversity in research methods and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RRI research in various contexts. 

Keywords: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Knowledge Base Research Hotspots

利用匿名GPS数据追踪城市绿地使用情况，可为平衡城市绿地的利用和保护提供决策支持

近日，一项新的研究表明，来自公众智能手机中的匿名GPS数据可以用于监测公众对公园及城区的其他绿地的使用情况，

这有助于为管理决策提供信息。

城区的公园和其他绿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促进人类身心健康、保护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以及雨水管理和降低热

量等。人类与绿地的互动会影响这些功能，但是，以足够精细的分辨率去捕捉人类活动以进行绿地的管理是非常困难的。

来自智能手机的匿名GPS数据可能有助于应对这一挑战。为了验证这一方法的有效性，研究人员分析了匿名的智能手机

数据，这些数据记录了人们对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 53个绿地的访问情况，包括公园、步道系统和出于保护目的不对公众开放的

区域。结果发现，GPS数据确实捕捉到了人们对这些绿地的使用情况，数据还揭示了绿地内的哪些区域有人类活动，其中既定

的步道尤其受欢迎。此外还发现，人们偏向于在某些特定类型地方（如有岩层，以及某些树种的地方）进行活动。这些发现凸

显了利用匿名GPS智能手机数据帮助管理绿地的潜力，使得政府可以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优化绿地对人类的益处。

（编译自：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22/12/221215161541.htm）

（本刊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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