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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曹凤月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公共管理系, 北京 100037)

[摘 要] 近几年来, 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热点问题。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业界更多的

从法律的视角看待企业社会责任, 主张企业社会责任认证与立法。其实, 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质是企业对社会的道

义责任。道德责任是一种理性而自觉的责任, 强制推行只能解决形式问题, 解决不了实质问题。企业社会责任的

推行和普及, 应当分三步走。第一, 通过宣传使企业树立社会责任理念和公民意识; 第二 , 企业依其不同发展阶

段和不同实力水平来承担相应社会责任; 第三, 企业社会责任立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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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是个舶来品, 2002年首次登陆中国 ,

2004年 3月 6 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 提醒出口企业

关注 SA8000, 从此以后, SA8000 在外贸企业成为人民

熟知的一个名词。和实业界相比, 学术界对企业社会

责任的研究和关注要早一些, 1999 年国内就出版了专

门研究公司社会责任的著作, 随后几年来, 企业社会

责任问题成为法学、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几年过

去了, 经过学术研究和实业发展的相互推动, 企业社

会责任问题已成为大众话题。但是, 尽管如此, 在一

些重要的基本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对这些

基本问题的认识, 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广泛普及和

推行。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其它诸责任的关系

一般来说, 企业中存在四种责任: 经济责任、法

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企业经济责任是为社

会提供产品和服务, 创造社会财富; 法律责任是在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经营管理销售活动; 道德责任是

社会对企业的期望, 如诚实不欺, 信守承诺, 为子孙

后代负责、爱护环境等; 企业社会责任一般理解为慈

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与其他诸责任的关系一直是企

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国内外关于

企业社会责任与其它诸责任的关系有以下几种观点。

1 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责任等同

这是早期美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者的观点。确实,

美国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早期有明显的道德性, 其中大

部分内容都和道德有关。而且,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之

所以兴起, 也是源于非政府组织、消费者群体、环境

保护等民间组织对企业不道德行为的谴责和企业对自

己行为负责的呼吁。台湾有的学者, 也认为企业社会

责任和道德责任是一回事, 都是指企业应当做的事情。

2 综合企业社会责任观点

1971 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综合企业责任

观点 1 , 这个观点用三个同心圆来表示这几个责任的

关系。最里边的圆表示的是企业的基本经济责任, 主

要涉及的是生产、人员雇佣等问题, 这是企业的根本;

第二个圆表示的责任是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即在承

担经济责任过程中, 要重视社会标准和社会价值观,

不违背风俗习惯、道德和法律; 第三个圆表示的是企

业的社会责任, 是企业为了改善和发展必须关注的道

德、法律之外的社会和环境条件, 企业对这个责任的

履行有着自由决定权, 一般这个责任会表现为慈善行

为。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的综合企业责任观点, 指出

企业中存在经济责任、法律和道德责任、社会和环境

责任, 同时也对它们的关系做了简单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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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思想 2

A B卡罗尔综合企业各种责任, 分析它们之间的

关系, 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思想。他认为企业

中的各种责任是有内在关联的, 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

由低级到高级的四个阶梯关系。金字塔的底层是经济

责任, 因为企业必须获利才能生存; 第二层是法律责

任, 因为公司必须遵纪守法; 第三层是道德责任, 即

公司的所有员工有义务公正、公平和正确地行事; 第

四层金字塔的顶端是慈善责任, 即社会责任, 它使公

司成为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公司慈善责任是建立在

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基础之上的, 只有履

行前三个责任之后才能履行慈善责任。

在企业社会责任与诸责任的关系中, 最难厘清的

是道德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关系。以下是以道德责任为

视角对企业诸责任所做的解读。

第一, 企业道德责任与社会责任有直接的渊源关

系。从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

看, 二者同出一辙, 它们都关注同一个内容, 即企业

除了利润之外还应当关心消费者利益、社区发展、环

境保护等更多问题。

第二, 在卡罗尔金字塔理论中, 企业道德责任被

限定为其中的一个层次。其实, 企业道德责任是企业

诸责任中最为重要的责任, 它存在于企业的一切社会

活动中。企业任何责任的履行都离不开企业道德责任 ,

世界上不存在脱离道德责任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

更不存在脱离道德责任的慈善责任。不仅如此, 企业

道德责任还是企业履行各项其他责任的推进剂, 有了

它可以更好地履行其他各项责任。

第三, 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单一存在的责任, 而是

存在于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慈善责任的履行中 ,

企业履行诸责任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在履行社会责任。

但是企业不能以只履行经济责任为借口而逃避其他社

会公益和慈善责任, 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不仅要履行

经济责任, 生产合格产品, 服务消费者和大众, 而且

要遵纪守法, 照章纳税, 还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

扶弱济贫, 造福社会。

二、道德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质

现在通行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是 2001 年企

业社会责任国际 ( SAI) 发布的, 即 企业社会责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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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3

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质是一种企业对社会的道义责

任。关于这一点, 在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展的历

史进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和证明。

首先, 企业社会责任在兴起之初 , 表现为企业对

个人、社会的慈善捐助, 是实业家对社会的义举, 具

有鲜明的道德性。在 19 世纪早期, 企业对社会责任没

有明确的认识, 对社会责任关心的热情也不是很高。

但是受基督教传统文化的影响, 企业造福社会的理念

早就深入民心, 特别是在富有的实业家心中已经变成

个人的道德夙愿。正因为如此, 企业社会责任最初的

表现形式直接体现为企业家个人的慈善捐助。最早的

慈善家、银行家斯蒂芬. 杰拉德, 在 1831 年去世的时

候, 捐赠了 600 万美元的遗产。19 世纪后半叶, 洛克

非勒设立洛克非勒基金, 有生之年捐赠了 5 5 亿。卡

内基有生之年捐赠了 3 5 亿 , 创建 2881 个图书馆, 向

教堂捐赠管风琴 7689 架。卡内基的慈善捐助不是一时

的善举, 而是长久的个人道德信念, 1899 年在他的著

作 财富的福音 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一个人在巨

富中死去是耻辱的, 富有的人应当把自己看成是全社

会利益的受托人, 特别是他对于贫穷的人有照顾的义

务。

其次, 19世纪末 20 世纪初,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为

企业为了消除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主动以组织形

式服务社会, 其形式也表现为支持捐助各种社会公益

事业。20 世纪初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被后来称为

社会良心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 企业领导者对公司

开展慈善活动给予坚定的支持, 他们要求公司及其雇

员尽其所能, 扩大对穷人和需要者的帮助, 一些公司

领导人建立了抚恤金项目, 主动限制工时、提高工资,

建立教堂、公寓、学校图书馆, 向雇员乃至社会提供

医疗和法律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的方式也多种多样。

最后, 20世纪后期, 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逐步扩

展, 从早期的慈善捐助、社会服务发展到环境保护、

维护消费者权益等等。在 20 世纪 60 70 年代的美国,

公司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环保主义者呼吁企业关注改

善空气和水的质量。1970 年 4月 22 日, 有 1500 多所大

学, 1 万多所中学, 1000 多万中小学生和大量的环保

主义者、工商业人士和政府官员参加示威游行, 抗议

大企业只为利润忽视环境保护的不负责任行为。60

70年代是美国消费者权益运动的高峰, 1962 年肯迪尼

总统出面提出消费者有安全、了解、选择和意见尊重

四项权利, 1969 年尼克松总统补充了消费者有五项权

利, 即索赔权利。80 年代之后, 企业社会责任范围全

面扩展为企业的所有利益关系者, 包括股东、雇员、

消费者、社区、环境、政府、供应商、销售商等等。

进入 90 年代,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直逼道德责任这个实

质性内容,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吃的事物、穿

的衣服、用的物品是否是在道德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

为了保证和监督产品是在道德的环境中生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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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出现 衣物洁净运动 , 英国出现 道德贸易基

本守则 , 美国出现 公平劳工协会 。英国人还提出

了 道德投资 这个字眼, 2000 年 7 月 31 日, 英国伦

敦股票交易所和 金融时报 联合推出道德指数, 旨

在提倡和促进道德投资。

企业社会责任从兴起之初到现在成为各国企业界

的热点问题, 其道德责任性质的特点十分明显。一些

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学者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第

一个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英国学者欧利文. 谢尔

顿大胆断言, 企业社会责任中蕴涵的主要因素是道德

责任。在一些著名学者和实业界人士眼中, 企业社会

责任就是企业对社会的道义责任。他们在论及企业社

会责任时, 经常用的词汇是 企业行动的义务 、 企

业利他主义行为 、 公司要有社会良知 、 商人要有

更高的道德标准 等等。国内较早研究企业社会责任

的学者刘俊海先生也认为, 在美国企业社会责任定义

的讨论侧重于伦理道德层次, 之后美国学者对公司社

会责任的讨论转向法律层次。 4 但是, 需要说明的是 ,

讨论虽然转向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规范, 并不说明

企业社会责任就变成法律责任, 其实质仍然是道德责

任。

三、企业社会责任认证在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源于国际社会标准化组织 SAI

所提出的一个标准 SA8000。全球和企业社会责任有关

的标准有 400 多个, SA8000 只是形形色色企业社会责

任国际标准中的一种, 不是国际范围内最有约束力和

影响力的标准。最权威的国际化标准还在酝酿之中。

1 国内外的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情况

目前我国一些外贸企业正在实施的 SA8000 认证是

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推出的一个单方面的认证。在

国际上, 实际遵循 SA8000 标准的跨国企业并不多, 它

在全球的影响有限。截至 2004 年5 月 20 日, 全球获得

SA8000 认证的企业有 400 家, 其中我国就有 53 家, 是

世界上获得此项认证最多的国家, 排名靠前的也多数

是发展中国家。而在 SA8000 的创始国美国, 只有 2 家

企业获得 SA8000 认证。中国第一家通过认证的是广东

东莞市的名为 aitee lansing technologies inc电子工厂。可

见 SA8000 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跨国公司生

产琏上的国家。

在我国, 真正获得 SA8000 认证的企业不多 , 但是

接受过企业社会责任审查的企业不少, 自 1995 年以

来, 我国沿海地区就有 2 万多家不同行业的工厂接受

过公司社会责任审查。受审查的企业一般都是跨国公

司采购链条上的企业。一些跨国公司要求这些企业申

请SA8000 认证, 并要求和约工厂制定出认证时间表 ,

体现出了强制认证的倾向。

2 我国社会各界对 SA8000 认证的态度

我国社会各界对 SA8000 认证的态度不一。

外经贸部对 SA8000 的认证持积极的合作态度。出

口对国内就业和外汇创收有直接影响, 根据测算, 每

出口 1 亿美元产品可为 1 2 万人带来就业机会, 按

2004年出口规模 6000亿, 就带动就业 7000万。可见外

贸出口直接关系国计民生。为此, 从 2004 年欧美一些

国家开始强制推行 SA8000 认证开始, 中国商务部马上

发布公告 ( 2004 年 3 月 6 日 ) , 提醒出口企业关注

SA8000。2005年 9 月, 商务部WTO 经济导刊联合国外

企业社会责任组织在北京召开 中欧企业社会责任国

际论坛 , 目的在于向中国的企业推广企业社会责任认

证方面的知识。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代表组织,

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大部分内容和劳工权益有关,

二者在内容上很大部分是重合的。目前中国 SA8000 认

证工作主要参与角色是工会。但是, 在维护员工权益

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 主要原因是一些外资企业一方

面拒绝在中国建立工会组织, 削弱中方劳动者权益组

织的力量, 而另一方面却强制要求中国企业执行跨国

公司制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SA8000认证的真实目的是力在维护员工权益, 还是在

为国际贸易设置门槛? 在此种情境下, 工会处于维护

劳工权益的两难选择之中, 是坚持采用传统的 劳动

法 , 还是放弃 劳动法 转而采用企业社会责任标

准, 或者把 劳动法 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结合起来

作为维护职工权益的主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 全国

总工会对 SA8000认证的态度是复杂的。2005 年 9 月中

欧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上, 中国工会代表发言表达了这

样的态度: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针对性、表面的

自愿性和实质的强制性特点, 以及国家贸易政策和政

治性因素的介入, 使企业社会责任标准问题变得比较

复杂,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产生的

观点差异也比较大, 因此要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和标

准认证深入研究、谨慎对待、正确引导、以我为主、

趋利避害、积极应对 。中国代表的发言表达了对这个

新生事物谨慎的态度。

企业家协会是代表企业领导者和管理者的组织。

在 2005 年 9月中欧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会议上, 企

业家协会的陈英在谈到企业社会责任时说: 企业承担

社会责任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不同所有制, 不同规

模的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上是不同的, 这和经

济能力有直接关系。大型国营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

态度一般都比较支持, 而且把纳税、员工权益、消费

者权益、环境保护看得非常重要, 而个体、私营企业

一般重视眼前的利益, 对消费者权益、纳税问题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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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关心, 但是对员工权益 , 环境问题是能不投资就不

投资, 这和他们的经济实力有一定关系 。陈英的发

言, 流露出对企业社会责任强制认证的不同意见, 即

企业社会责任认证不能一刀切, 要根据企业的经济实

力和发展状态来有步骤有分寸、分期分批地进行。

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主要是法学界和经

济学界, 专家、学者们对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认证

的态度和看法十分明朗, 一种是赞成认证; 另一种是

反对认证。赞成企业社会责任认证的主要是因为, 企

业社会责任认证的诸多标准和我们国家正在实施的

劳动法 内容是一致的, 而且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比

劳动法 规定的要求要低。持赞成态度的另外一个原

因是, 肯定了SA8000 标准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从关注产

品质量到环境质量, 再到人文质量的第三次飞跃。对

SA8000 标准持反对意见主要是从发达国家借 SA8000 为

发展中国家设置贸易壁垒来看问题, 认为 SA8000 是发

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变相政治歧视和经济剥削。还

有一种折衷的观点, 我们可以利用 SA8000 标准的认证

来改善我们劳动条件, 进一步维护职工权益, 推动

劳动法 和 公司法 的贯彻和执行, 把 SA8000 纳

入 公司法 框架中。广东企业社会责任与公益事业

研究中心主任赵琼建议: 借鉴欧美企业社会责任标

准, 建立中国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并在 公司

法 总则中确认企业社会责任义务。 5

3 SA8000 认证中存在的问题

SA8000 认证在我国出口加工企业, 特别是跨国公

司生产链条上的企业认证工作在不同程度地进行, 有

的地方政府出于对外贸出口影响方面的考虑, 对认证

大开绿灯。重庆市经贸委从 2004 年开始, 对申报

SA8000 认证的企业提供补贴。上海市外贸出口企业申

请 SA8000 也将得到政府的支持。SA8000 认证在我国不

同省市、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在进行, 没有统一的规范

和可操作的程序。认证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SA8000 认证中存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形式主义、弄

虚作假。一些厂家为了获得订单而应付检查, 有相当

一部分企业为了通过检查认证而不惜向检查认证人员

提供假的工资单和工作时间记录, 有的企业威胁工人

必须按照规定口径回答检查认证人员的询问等。检查

认证人员工作形式主义, 走过场, 他们之中有的人对

劳工标准问题不甚了解, 有的由于商业利益的驱动 ,

明知其中有问题而故意放任或纵容。 来自亚洲的企

业, 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存在大量的假信息, 假

材料, 有 40% 50%的企业提供的有关劳动保护等

方面的材料是假材料, 并且, 地方劳动部门为企业开

证明, 目的是为了能吸引外资 6 其次是检查频繁、认

证成本高, 企业不堪重负。一般申请 SA8000 认证费用

是几百美元, 认证从申请到通过需要 1 年时间, 证书

有效期是 3 年, 每过半年复查一次。跨国公司对我国

国内厂商每下一次定单就审核一次, 一个工厂一年要

接受 40 次左右的审核, 每审核一次, 企业都要花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遇到不合格的项目还要投资

整改, 否则就拿不到定单。因此企业花在 SA8000 认证

和检查方面的费用、时间、精力和整改投资, 已经使

一些企业不堪重负。但是认证加大的投资跨国公司不

予承担, 他们依然奉行低价采购, 加大的成本还由出

口加工企业承担, 有些企业无力承担, 只好放弃定单,

或者忍痛减员赚取微利勉强维持。跨国公司在对我国

的认证中经常使用 血汗工厂 这样的词汇, 我们不

禁要问, 到底是谁在制造 血汗工厂 ?

四、企业社会责任应该如何推行?

企业社会责任认证, SA8000 标准的实施是企业发

展中由关注产品质量, 到关注环境质量, 再到关注人

的生存质量的第三次飞跃。在此意义上, SA8000 认证

的推行, 从长远来看无疑将会对我国企业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

SA8000认证的推行正值我国处于体制转型和经济起飞

阶段, 这个按照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定的

高标准和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差距太大, 于是

在认证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并不否认

SA8000认证的积极意义, 只是以什么方式来推动企业

承担社会责任更为有效, 强制认证是唯一有效的方式

吗?

企业社会责任认证实际上是一种企业社会责任的

规范化行为, 是企业社会责任推广的一种有效方式。

在西方,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从道德倡议, 到企业积极

应对, 再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普及和推广, 经历了

将近 100年的时间。而企业社会责任传入中国还不到

10年, 在几年的时间内就要实现西方发达国家 100 年

努力所达到的目的, 这是不现实的。因此, 目前跨国

公司在生产链条企业中搞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是一种拔

苗助长行为, 对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不会起到

积极作用。我们要借鉴发达国家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成

功的经验, 根据中国的国情, 制定出企业社会责任推

广和普及的新型发展战略。在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的

推广和普及应当分三步走。

第一步, 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树立阶段。企业行为

是理性的自觉行为, 对一个理性行为来说其价值理念

的指导意义至关重要, 它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未

来。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就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要对社

会负责任。具体来讲, 企业作为社会中的重要组织,

如同社会中的个体公民一样既有社会赋予的权利, 也

有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就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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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企业应当认识到具有社会责任理念和企业公

民意识是现代企业的重要标志, 是走向国际市场与世

界经济接轨的一个通行证。

第二步, 企业依其实力履行社会责任阶段。在这

个阶段, 不同所有制、不同类型的企业根据自身的规

模和实力切实承担社会责任。著名管理学家罗宾斯提

出了企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负责任的内容和重点不同 ,

在企业初创时期, 一般规模小、实力弱, 此时企业一

般以对所有者负责为主; 在发展进入第二阶段, 企业

有了一定规模, 实力也有所增强, 此时企业负责任的

重点转向雇员; 再进一步发展, 企业随着业务的拓展

和对社会影响力的增强, 企业责任逐步扩展到具体环

境中的利益关系者; 企业发展进入第四阶段, 企业责

任扩展到全社会, 包括社区、文化、教育、环境等领

域。因此, 根据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和企业规模实力和

发展阶段有关这一理论, 我们不能强求一些小企业同

时承担全部的社会责任, 也不能忽视大企业逃避社会

责任。

第三步, 企业社会责任立法阶段。通过立法来促

使不同所有制, 不同类型的企业广泛履行承担社会责

任, 对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给予适当的惩罚。

道德的倡议最终要走向立法, 才能使企业社会责

任从呼吁谴责变成一种切实可行的行为。但是, 企业

社会责任从道德倡议演变成立法中间的过程也是历尽

艰辛。在美国 1881年以前, 关于企业慈善最初一般被

法院判为 越权行为 , 直到 1936 年的 国内税收法

典 企业慈善行为才作为合理行为得到肯定。企业社

会责任立法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把 利益关系者 写进

公司法 , 美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宾西法尼亚率

先修改 公司法 , 到 90年代, 已经有 29 个州把 利

益关系者 写进 公司法 。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从道德倡议, 号召企业树立公

民意识, 到企业社会责任立法所要走的路可能会更长。

早在 1997 年, 最早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学者就建议,

政府推出一系列优惠措施鼓励公司自愿、全面地践行

社会责任, 对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授予财政补贴、税

收优惠、或帮助公司树立在当地、全国乃至国际上的

良好形象 , 同时还提议, 中国企业家协会早日制定

一部具有自律性的 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行动守则 , 督

促公司自觉践行社会责任 。7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如

果 企业社会责任 这个字眼能够走进 公司法 , 将

会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广和普及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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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Important Issues in Research on 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O Feng- yue

( Chin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become a hotspot in academe and corporation However, most of

people look on CSR from legal angle and claim authentication and legislation of CSR In fact, the nature of CSR is corporation s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society Moral responsibility is rational and consciousness which cannot be forced to carry out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should be pushed in three steps Firstly, to help corporations building the concept of CSR and citizen conscious

ness through propaganda; secondly, to encourage corporations taking on CSR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eveloping phases and strength;

thirdly, legislation of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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