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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企业主要利益相关者界定研究 ①

李碧婷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不同的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
者理论认为，企业不仅仅是股东的企业，企业其他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的企

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必须与企业的活动有关联，必须对该企业进行了专用性投资且承担了企业一定的经营风险。米

切尔评分法对具体企业进行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分类是有效的。在整理调研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米切尔评分法确定煤

炭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管理人员、员工、消费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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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利益相关者的起源
“利益相关者”一词最早由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位经理

在１９２７年于其就职演说中提出，公司应该为其利益相关

者服务。潘罗斯１９５９年在其《企业成长理论》一书中指

出“企业是人际关系与人力资产的集合”，从而构建了利

益相关者理论的“知识基础”。

西方学者首次对利益相关者的明确定义，“利益相关

者指的是这样一些团体，没有这些团体的支持，组织就不

可能生存”，是１９６３年由斯坦福研究院的学者给出的，这

个定义界定企业利益相关者是根据某一群体对企业生存

是否具有重要影响来判断的。虽然这种界定方法比较狭

义，但它使人们认识到，除开股东之外，还存在其它影响

企业生存的利益群体。

随着企业竞争的日趋激烈，经济学家们发现早期用

“是否影响企业生存”的方法界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具有

很大的局限。１９８４年，Ｆｒｅｅｍａｎ给了利益相关者一个相对

广义的定义，他认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就是“那些能被

企业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影响或者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

的任何个人和群体”。这个定义既将会对企业目标造成

影响的个人和群体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又将企业实

现目标过程中所影响到的个人和群体看作企业的利益相

关者，正式将环境保护主义者、政府、当地社区等纳入企

业的利益相关者中，极大地拓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

Ｆｒｅｅｍａｎ的观点与西方国家当时正兴的企业社会责任的

观点相一致，获得了很多经济学家的认同，成为当时对利

益相关者界定的一个标准模式。

２　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方法
２．１　多维细分法

经济学家们发现，Ｆｒｅｅｍａｎ对于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方

法还处于理论阶段，制约了利益相关者界定的实证研究

和应用推广。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人们主要使用“多

维细分法”来界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多维细分法”，就

是从多个维度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以找出不

同利益相关者关于某些特征的差异。其中，Ｃｌａｒｋｓｏｎ、

Ｗｈｅｅｌｅｒ关于利益相关者不同维度的分类最具代表性。

Ｃｌａｒｋｓｏｎ提出了以下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利益相关者

的分类方法：（１）根据利益相关群体与企业联系的紧密程

度，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分为首要的利益相关者与次要的

利益相关者，前者是指维持企业持续生存所不可或缺的

个人和群体，包括雇员、股东、顾客、投资者等；后者是指

间接地受企业运作影响或间接影响企业运作的个人和群

体，比如众多的特定利益集团；（２）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根

据利益相关者群体所承担的风险种类，将企业的利益相

关者分为非自愿利益相关者和自愿利益相关者，前者是

指被动承担企业活动风险的个人或群体；后者是指由企

业经营活动带来的风险，自愿承担的个人或群体，

Ｃｌａｒｋｓｏｎ认为，利益相关者就是“在企业中承担了某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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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风险的个人或群体”［１］。

随后，Ｗｈｅｅｌｅｒ在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中加入社会性

维度，通过与 Ｃｌａｒｋｓｏｎ所提出的紧密性维度相结合，

Ｗｈｅｅｌｅｒ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分成以下四种：（ｌ）首要的

社会性利益相关者，是指有人的参与，并且直接与企业发

生关系的利益相关者；（２）次要的社会性利益相关者，与

企业通过社会性活动形成间接的联系；（３）首要的非社

会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不与具体的人发生联系但是却直

接影响企业的利益相关者；（４）次要的非社会性利益相关

者，是指那些不与人发生联系但与企业间接联系的利益

相关者，Ｗｈｅｅｌｅｒ利用这两个维度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界定

的结果如图１所示［２］。

图１　威勒的利益相关者分类结果
２．２　米切尔评分法

多维细分法的思路加深了人们对于企业利益相关者

的认识，然而关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和实践仍然没

有明显的进步。１９９７年，米切尔和伍德提出了一种评分

法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推动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

用与实践的发展。

米切尔指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包括以下两个

方面：一是确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二是企业利益相关者

的特征。由此可以从权力性、合法性、紧急性三个属性对

可能的利益相关者评分，再根据分值高低来确定这个个

体或者群体是否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然后确定利益相

关者的类型。

米切尔认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至少要符合合法性、

紧急性、权力性其中的一种属性。从上述三个属性通过

对企业具体情况的评分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又可以被

细分为以下三种类型：（１）确定型利益相关者，确定型利

益相关者同时拥有以上三个属性，与企业关系密切；（２）

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是指拥有以上三种属性中任意的两

项，且与企业关系较密切；（３）潜在的利益相关者，是指只

拥有三个属性中任意一项的相关利益群体［３］。

２．３　我国学者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方法

陈宏辉（２００３）结合关联性和投资专用性两个角度界

定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陈宏辉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

那些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并承担了一定

的风险的个体和群体，其活动能够影响该企业目标的实

现，或者受到该企业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响”［４］。这一定

义要求一个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必须与企业的活动有关

联，必须对该企业进行了专用性投资且承担了企业一定

的经营风险。

陈宏辉（２００３）通过对深圳 ＪＹ泡棉制品厂利益相关

者的分类的研究表明米切尔评分法确实适合对某一具体

企业进行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分类。

３　煤炭企业主要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根据陈宏辉（２００３）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通过对陈

宏辉（２００３）［４］、贺红梅（２００５）［５］、吴玲（２００６）［６］关于利

益相关者界定调研数据的统计整理，确定煤炭企业的主

要利益相关者，统计整理的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利益相关者入选率

利益相关者 入选数（个） 入选率（％） 利益相关者 入选数（个） 入选率（％）

股东 １８０ ８７．３７ 公众 ３４ １６．５０

管理人员 １９３ ９３．６９ 政治团体 ２ ０．９７

员工 １８７ ９０．７８ 专业投资机构 １ ０．４９

消费者 １７０ ８２．５２ 教育机构 １１ ５．３４

债权人 １２０ ５８．２５ 宗教团体 １ ０．４９

政府 １６８ ８１．５５ 竞争对手 ７９ ３８．３５

供应商 １５３ ７４．２７ 人类下一代 １３ ６．３１

分销商 １０２ ４９．５１ 非人物种 ０ ０．００

特殊利益集团 １４ ６．８０ 自然环境 ４７ ２２．８２

社区 ９６ ４６．６０ 工会 ３０ １４．５６

行业协会 ８１ ３９．３２ 环保组织 ２３ １１．１７

媒体 ７９ ３８．３４ 社会活动家 ７ 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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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１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调查对象对于将非人

类物种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是完全不同意的。选取入

选率８０％作为标准，将股东、管理人员、员工、消费者、政

府这五个群体作为煤炭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股东是企业

资金的提供者；管理人员是企业生产的管理者；员工，特

别是作为资源型企业的员工，处于联系上游供应商、资本

市场、下游消费者的中心地位，是企业制度创新、技术创

新的主体，是企业中的第一生产力；消费者是企业价值链

顺利运行的保障；政府是资源的提供者和企业法规的制

定者；而竞争对手、行业协会、媒体、公众、教育机构、工

会、环保组织等利益相关者虽然也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

影响，但是这些影响是间接的，而且他们有些影响已经被

上述的利益相关者所消化。因此，煤炭企业的主要利益

相关者为股东、管理人员、员工、消费者、政府。

４　结　论
我国关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还

需充分借鉴西方学者关于利益相关者界定的方法，然后

再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展相关研究［７］。煤炭企业主要

利益相关者界定的研究，为分析煤炭企业主要利益相关

者的利益问题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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