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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企业社会责任的多维性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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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社会责任从来都不是一个静态的固定概念，其内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处于一定历
史条件中的人们只能从受自身限制的角度对之进行相对的理解。如果从共时态进行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我们就能清晰

地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多维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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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到今天仍然很难统一定义的概念，企业社
会责任的内涵显然尚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有

待于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去不断探索和思考。当然，即

使在共时态中，因思考的视角不同，也会形成对企业社会

责任的不同理解。也就是说，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不是

一维的，而是多维的。

１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理解
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方面，由于社会文化背景

的不同，尤其是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对于企业所应当履

行的社会责任的期望不同，人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解

上的差异也很明显。如美国学者霍华德·Ｒ·鲍恩（Ｈｏｗ
ａｒｄＲ．Ｂｏｗｅｎ）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按照社会的目
标和价值观的要求，向有关政策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

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１］６而韩国李哲松教授则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公司因其合理的经营结构而积蓄

了如今庞大的财富，超出了一个商人的地位，成为重要的

社会实体，因此可以让它承担部分带有公共性的责任。

又由于公司对利润的极端追求成为生产财富不均等种种

病理现象的原因，所以应该让公司主动做出将积蓄的财

富返还给社会等行为，为公益事业做出贡献。”［２］４９美国学

者特别强调的是企业应该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而向外

在环境的靠拢，关注一下企业自身之外的社会环境；而韩

国学者则特别强调企业的公益性行为等公共性责任和义

务。可见，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社会对于企业社会责

任的期望是不同的。

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我们更可见企业社会责任内

涵的差异。世界银行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与关键

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与居民、社区

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

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

欧盟委员会２００１年在斯德哥尔摩签发的《关于推动
欧洲公司社会责任框架的绿皮书》将公司社会责任定义

为，“在遵守各种法律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基础上，通过自

愿承担的方式，采取各种有效的、可持续的方法，企业致

力于：促进社会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尊重基本人权和扩

大企业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影响以保护与调和公

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社会责任国际组织（ＳＡＩ）则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区别
于商业责任，它是指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即创造财富之

外，还必须对全体社会承担责任，一般包括商业道德、保

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发展慈善事业、捐赠公益事业、保

护弱势群体等。”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
为：“企业一如既往地遵守社会伦理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的同时，努力促进雇员以及其家人、社区和社会大众生活

质量的提高。”

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阐述

往往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以及社会所凸显的与企业

社会责任相关的问题的不同而有不同，我们必须既从历

时态去把握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演进，又从共时态中分

析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结构，去透视企业社会责任的

本质。

２　不断生成的企业社会责任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

变化，上层建筑也在随之发展变化。一切社会现象在其

历史境域中，都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展现自

我的过程。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和发展，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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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和

期待是不同的。这是企业社会责任难以定义及其具体内

容难以确认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是一

个与“利益相关者”密切相关的概念，“利益相关者”所包

括的对象和层次不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便会随之不

同；即使是对于同一个利益相关者，由于对其利益的理解

不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也会不同。

以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发源地美国为例，企业社会责

任内涵的演进至今已经历三个发展阶段，表现为其所包

括对象的不断扩大化趋势：

第一，产生阶段（２０世纪初至６０年代）：随着工业革
命的完成，美国经济在得到迅猛发展的同时，由于财富日

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企业成为谋取高额垄断利润和残

酷剥削劳工的工具，引发各种社会问题。一些组织和个

人开始呼吁企业应当承担社会义务以及由于生产经营而

产生的社会成本，在主要为股东创造利润的同时，也应当

回报公众和社会。企业应当以不污染、不歧视、不从事欺

骗性的广告宣传等方式来保护社会福利，并融入自己所

在的社区及积极资助慈善组织，在社会公益事业中扮演

积极的角色，以改变企业在公众心目中越来越差的形象。

此一时期的一些美国企业也因之慢慢改变以往的冷漠态

度，认识到企业的慈善捐赠是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的

也有助于企业目标的达成，因此一方面开始主动资助社

区活动和红十字会事业，帮助当地政府完善义务教育和

公共健康制度，另一方面开始真正重视与其有密切关系

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来处理

供应商、分销商、贷款人、特殊团体、社区等的意见和建

议。在此阶段，涌现出一批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关注

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企业［３］，一些大公司还专门设立

慈善基金，有的企业则开始实施涉及教育、公共健康、就

业福利、住房、城区改造、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双职工家

庭的婴儿护理中心等的社会行动。

第二，发展阶段（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８０年代）：随着消
费者维权意识、环保意识的提高，以及企业“敌意并购”行

为的刺激，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令法规积极引导企业承

担社会责任。１９６２年肯尼迪总统在《关于保护消费者利
益的总结》特别国情咨文中提出消费者享有安全、了解、

选择和意见被听取的四项基本权利，１９６９年尼克松总统
又提出索赔的权利。这促使美国企业的经营理念发生了

重大改变，更加关注消费者的需求。而发生于２０世纪六
七年代的美国环境保护运动，促使美国政府开始把环境

保护作为政府工作的重心之一，除了继续保护森林、土地

和荒野等自然资源外，特别重视治理工业污染，特别是空

气污染、水污染和化学污染等，并先后制定和通过了与环

境保护相关的数十部法案。而频现的“敌意并购”则让企

业认识到，短期获利行为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相违背

的，不但影响了企业的长期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很多负外

部性问题。企业不但要为股东利益服务，也要对利益相

关者负责，只有这样才能为企业的良性发展建设良好的

外在环境。在这一阶段，企业社会责任已从制度层面强

调企业关注环境，注重劳工和人权等方面，关注点从仅关

心产品质量转向关心职业健康和劳动保障、环境等多个

方面。

第三，蓬勃发展阶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企业社
会责任运动广泛兴起，出现了“企业生产守则运动”（又称

“企业行动规范运动”或“工厂守则运动”），并由以自我

约束为特点的“内部生产守则”向社会约束的“外部生产

守则”发展，最终形成以公平劳工协会（ＦａｉｒＬａｂ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简称ＦＬＡ）、社会责任国际（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简称ＳＡＩ）等生产守则制定和监督认证的组织；
２００２年颁布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Ｓａｒｂａｎｅｓ－Ｏｘｌｅｙ
Ａｃｔ）》则以立法的形式倡导企业应秉持信任、独立、责任
和正直精神，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组织对于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的监督，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发布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报告的内容也从纯粹的环境

报告发展为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等在内的翔实的

综合报告。

可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内

涵也处于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当中。对企业社会责

任内涵的不同理解，代表着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企

业的要求与期望。

３　利益相关者理论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多维性
美国学者弗里曼（Ｆｒｅｅｍａｎ）在１９８４年出版的《战略

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中，首次提出了

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

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

所有个体和群体。”他还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３大类：１）
所有权利益相关者，指持有公司股票的一类人，如董事会

成员、经理人员等；２）经济依赖性利益相关者，指与公司
有经济往来的相关群体，如雇员、债权人、内部服务机构、

供应商、竞争者、消费者等；３）社会利益相关者，指与公司
在社会利益上有关系的相关群体，如政府机关、地方社

区、媒体、环境等。我们在弗里曼的理论中来分析企业社

会责任的基本内容，是理解和把握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内

容的较为简便和合理的方法。

３．１　企业对于所有权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代企业主要表现为所有权和

经营权的分离，对于企业来说，首先必须通过完善治理结

构来保障股东的利益，履行企业对于所有权人的责任。

企业所有权利益相关者并非一个简单的人群，而是包括

了有关所有者、董事会、高级经理和其他相关方在内的复

杂人群。企业在其经营活动当中，首先要处理好以上相

关人群的权力分配和制衡关系。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拥

有一个完善的治理结构，从而形成一套完善可行的管理

制度，保证企业的管理者能够以股东利益为基点来进行

生产经营和管理。

当然，这并不是要求企业的管理者只能一味地附庸

于企业所有权人而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事实上，由于

只关心自身利益，企业所有权人往往较为短视，比如大股

东利用其控制地位可能做出有利于自己而有损于中小股

东利益的决策，而股东大会往往只注重于企业短期利润

的增加而无视其是否有害于企业的长期利益，这就要求

在治理结构上给予企业管理者以足够的空间，保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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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才能的发挥，达到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因此，企业应该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有：在董事会、

管理层之外，要成立监事会来实现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的

有效监督；要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的职责和

决策程序；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和高层官员的任命要经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来决定；应确立高层领导定期举行会

议的制度，以评审企业的运营和财务情况；应严格执行独

立审计的制度，以保护股东和相关方的利益；等等。

同时，企业还应向股东及时、准确地呈报企业信息，

为股东的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这不但包括企业生产

经营中的各种信息，还包括企业从事各项社会责任实践

活动的信息，不但包括正面信息，也包括一些负面的信

息。向社会披露的一些负面信息也许在短期内会影响企

业的收益并影响可能获得的投资，但这是负责任的做法，

从长远来看，可以使投资者获得投资方面的安全感，从而

吸引新的投资者。

３．２　企业对于经济依赖性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
企业对于所有权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似乎是现代

企业从一开始就认识十分明确的事情，但实际上，这一认

识却存在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而随着这一过

程的进一步演变，为了使企业获得更加良好的发展势头，

企业必然要扩大其关注的利益相关者的范围，从而使其

对于经济依赖性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正式进入企业社

会责任的视野。如果说，企业对于所有权利益相关者的

社会责任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微观层面，那么，企业对于

经济依赖性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则属于企业社会责任

的中观层面。

从构成来看，这一层面所包括的利益相关者是比较

复杂的。对企业内部而言，雇员是这一层面的主要利益

相关者；对于企业外部而言，企业内部服务机构、债权人、

供应商、竞争者、消费者等都包括在这一层面。而在企业

外部，这一层面利益相关者又可以根据生产过程而划分

为三个方面：为企业生产和持续存在提供支持的利益相

关者，包括企业内部服务机构、债权人、供应商等；与企业

横向共存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指竞争者；与企业生产效果

相关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指消费者。

因与企业的相关性不一样，企业对于不同的利益相

关者所应负担的社会责任也是不一样的。

对于债权人、供应商和竞争者等而言，尽管他们与企

业在经济利益上往往处于相对的位置，但又有着千丝万

缕的共同利益。企业在处理与供应商的关系上，往往通

过压低其价格来增加自身利润，但对于供应商的过度压

榨，只会使之无利可图，从而使企业失去原材料的可靠来

源。竞争者似乎与企业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地位，但市

场经济的现实一再地向我们证明，缺少好的竞争对手，只

会使企业陷入发展的停滞局面。因此，企业在处理与他

们的关系的时候，一定要实现双方利益的共赢，使企业获

得更加优质的外部环境。

对于雇员而言，企业应该超越种族、性别、文化、价值

观等似是而非的雇佣标准而实现公平雇佣，并积极改善

雇员的工作环境，保证雇员的安全和健康，使雇员在其职

业生涯中能够拥有得到发展和提升的机会，培育雇员的

归属感。

对于消费者而言，企业应该从原材料购买、生产、销

售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

服务，确立产品事故隐患的危机管理机制，建立高品质的

售后服务体系和咨询渠道，不断满足消费者的新要求，认

真对待和正面回应消费者的投诉，保护消费者信息，做到

真正的全面为消费者考虑。

３．３　企业对于社会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
企业对于社会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属于企业社

会责任的宏观层面，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在发展过程中最

后被认识到的部分。

对于地方政府和社区而言，企业可以通过公益捐赠、

员工志愿者行动、参与慈善事业，以及与非营利组织（Ｎｏｎ
Ｐｒｏｆ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ＮＰＯ）的合作来实践其社会责任，
甚至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既能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

经济效益的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实现社会公益和企业

绩效的双赢。

对于环境而言，企业的环境责任可以分为节约资源

（能源）、减少污染排放和开展环境公益３个方面。企业
应当主动倡导节约的理念，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努力节约

资源（能源），而且也要在管理过程中做到水、电、气、办公

用品等资源的节约，依靠文化、组织和制度的保障来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对于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对于环境的

影响，企业应当通过设备的改造和管理的改善，加强对空

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污染等的处理，并且在建造大

型工程的时候注意不要破坏生态，切实做好减少碳排放

量和废旧产品回收的工作，将企业对环境的污染降到最

低。企业还可以积极参加各种环境公益活动，通过支持

环境教育提升整个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通过环境补偿

行动改善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环保方面发挥积极的带

动作用。

通过以上考察，企业社会责任不但是一个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概念，而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进行不同的理解，即使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利益相关者

的分析，也必须对之做多维的认识。这些都说明，企业社

会责任是一个具有多维内容的复杂概念，需要我们从历

时态和共时态对之进行准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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