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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构建
———基于会计信息披露现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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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社会责任会计在国外近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在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

问题上 ,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研究和解决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问题对于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理论

与实务将有所裨益。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理论成果和实务经验的基础上 ,分析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现状 ,

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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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责任会计在国外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 ,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在社会责任会计信息

披露问题上 ,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成为阻碍社

会责任会计在实务界运用的焦点问题。在我国 ,关

于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和摸索阶

段。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 ,社会责任会计在国内实

务界的应用和开展相当有限 ,笔者认为 ,研究和解决

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问题对于完善我国企业社会

责任会计理论与实务将有所裨益。

有鉴于此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理论成果和实务

经验的基础上 ,分析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

露现状 ,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

息披露体系的建议。

二、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涵 ,国际

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特定的界定标准 ,Sylic Moblcy 将

企业对职工的社会责任排除在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之

外〔1〕;国内理论界对社会责任内容和项目也有一定

的探讨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责任报告揭示的信息主

要有收益方面、人力资源方面、社区方面、改善生态

环境方面和满足消费者需要等五个方面〔2〕;也有学

者将企业交纳的各种税款也包括进来〔3〕;对于社会

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模式 ,Anonymous 对企业运用

增值表 (Value Added Statement) 披露社会责任会计

信息这一问题进行了尝试〔4〕;相比之下 ,国内有关

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探索却很少。郝美

彦、王冬芳认为应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不同

内容采取不同披露方式〔5〕;耿建新 ,焦若静第一次

提出了“环境会计趋势报表”的问题〔6〕;西安交通大

学会计学院刘建红、杨亚娥指出目前各个国家社会

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主要是依靠企业的主动性和自愿

性〔7〕,总的来说 ,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

研究尚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

三、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
披露现状分析

　　在我国 ,无论政府还是会计职业团体都未对社

会责任会计产生多大的兴趣 ,当然更没有任何这方

面的规定。理论界虽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但

由于未得到政府的支持 ,进展也较缓慢。实务界关

于企业披露相关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 ,也只是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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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的自发阶段 ,十分不规范和不完整。现有的

会计报表体系对企业的社会贡献 (上缴利税、劳动就

业率、全员劳动生产率) 情况反映不足 (有人调查发

现没有一家上市公司在年报中就社会责任问题作出

专门的和或多或少的信息披露) ,无法满足国家管理

部门对企业会计信息的需求 ,这已成为会计信息披

露的重大缺陷。然而 ,企业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组成

细胞 ,当然应该承担对社会的一定责任 ;另一方面 ,

企业在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树立了自身的良好

形象 ,更有利于企业参与竞争。因此 ,在强调树立科

学发展观的今天 ,在中国已经加入 WTO 的大背景

下 ,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分

析指标体系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目前 ,我国企业提供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还相

当馈乏 ,究其原因 ,存在着以下几点问题 :

(一)不健全的社会责任相关法律制度

社会责任的履行从法律上看 ,属于义务的范畴。

无论是在社会责任意识强、道德风尚高的国家和地

区 ,还是在社会责任意识薄弱、社会道德风尚差的国

家和地区 ,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和保障公民和组织履

行其义务都是必要的。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

薄的阶段 ,加强法律制度就显得更加重要。相对于

国外关于社会责任的一系列法律制度 ,我国还有很

多空缺。目前虽然已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产

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但仍

未全面地规定企业所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的内容 ,

以至于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时没有法律依据 ,或主观

随意性大 ,给具体实施造成很大障碍。

(二)企业及其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意识

淡薄

传统会计目标的局限导致了企业自身的社会责

任意识淡薄。企业旨在追求最大的经济利润 ,而无

视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另

外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 ,企业外部各利益相关者

(包括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员工、政府和客户等)

对企业社会行为及其影响的关注 ,也是社会责任会

计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的基础。例如 ,尽管我国政

府多年来对环境保护问题非常重视 ,但企业却从未

自愿地作过完整披露 ,从根本上讲 ,这与企业及其外

部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意识有很大关系。因此 ,首要

的是要让企业内部管理当局和企业外部利害关系人

及会计理论界充分意识到披露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 ,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培养企业和企

业会计人员的自愿披露习惯。

(三)企业提供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成本过高

与以往会计核算内容相比 ,社会责任会计所要

求核算的内容更为复杂多样 ,包括企业收益的社会

贡献、对生态环境的责任、对社会公益的责任、对人

力资源的责任及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责任等。由于

其会计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尤其是当这些事项

没有进入市场、不以交易形式发生时 ,便要求企业在

提供这些信息时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例如企业排

放三废造成了环境损失 ,而企业并没有因此而要求

收取罚金时 ,按照社会责任会计的要求 ,企业应提供

这方面的信息 ,就必须寻求相关资料和咨询有关专

家人士 ;再如企业为捐助慈善机构而创造的社会效

益 ,在目前的理论水平下 ,可能要求企业自身去做相

当的社会调查以合理提供这些信息。然而 ,目前我

国企业还多处于生存和发展的初级阶段 ,这样造成

的结果是企业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提供社会责任会计

信息 ,致使企业提供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成本过高 ,

尤其是对一些小型企业而言 ,甚至超过其提供这些

信息的最终产出 ,极大地影响了企业建立社会责任

会计的积极性。

(四)我国的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体系尚没有建立

我国研究社会责任会计起步较晚 ,还没有设立

专门的研究机构 ,文献专著很少 ,在许多相关领域的

研究还是空白 ,即使现有的研究也多局限于对国外

社会责任会计的一般介绍和我国应建立社会责任会

计的必要性分析及一些简单的设想 ,没有真正具有

可操作性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各界对企业

社会责任会计的认识不够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会

责任会计中出现了许多用传统会计方法不能解决的

新问题 ,如内容的广泛和复杂性、计量的多样性和不

确定性 ,导致编制统一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相当困

难 ,而这种准确性不高、可比性不强的会计报告会严

重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和社会责任会计的作用。

另外 ,社会责任会计学与其他许多学科的发展联系

密切 ,而我国在这些交叉或边缘学科理论方面的研

究和发展还远远不够 ,这些障碍的存在会大大影响

会计信息的准确性。

四、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
信息披露体系的建议

　　我国企业在进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过程

中 ,应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企业自身的特点 ,在充

分吸收国内外已有披露模式优点的基础上 ,进行披

露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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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会计科目应该单独设置

社会责任会计科目尽可能单列 ,但科目的设置

尽可能与传统会计科目相对应。首先 ,科目与传统

会计科目的对应有利于会计人员的实务操作 ,如传

统会计科目中有“固定资产”项目 ,在社会责任会计

中可以设置“社会责任固定资产”一级科目和“环境

固定资产”、“消费者责任固定资产”等二级科目 ;同

时 ,在一系列会计操作中都可以参照现行的方法和

规定 ;其次 ,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从传统会计信息中的

分离 ,是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客观需要 ,也是实现社会

责任会计目标的必然要求 ,而社会责任会计科目单

列是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和非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得以

区分的必要条件 ;此外 ,这种科目的对应设置可以减

少人力、财力和物力的耗费 ,但同时对披露的效果也

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这是适合我国企业自身特点

的〔8〕。

(二)会计基础型和非会计基础型并举 ,并尽可

能地采用会计方法进行披露

对于企业承担的可以确认和进行数据计量的社

会责任 ,应优先采用定量指标进行披露 ,对于在特定

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无法进行定量披露的 ,可以以文

字表述的方法进行披露。第一 ,我国企业会计工作

者在长期的会计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会计数据处理

工作经验 ,同时 ,我国会计信息使用者也善于从会计

数据中获取有用的会计信息 ,由于定量数据的客观

性和可比性较强 ,应优先考虑会计基础型披露方法 ;

第二 ,在当前的环境下 ,社会责任会计自身的特点决

定了有些至关重要的社会责任项目是无法进行会计

计量的 ,此时 ,我们也应考虑非会计基础型的披露方

法。会计基础型和非会计基础型并举 ,并尽可能地

采用会计方法进行披露。

(三)会计报告的模式的构建

1. 当前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的模式选择。一是将

一个或几个项目增列在会计主表中 ;二是在会计报

表附注部分注明 ;三是使用专门会计报表 ,如社会平

衡表、环境损益表、增值表等进行披露。由于我国市

场经济不成熟 ,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重视不够 ,同时

由于我国有关制度和准则尚未出台 ,及会计人员素

质不高等原因 ,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可以考虑在会

计报表主表和会计报表附注部分来显示和说明。

2. 条件成熟时社会责任会计报告模式的构建。

在进行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时候 ,我们可

以利用“社会责任资产负债表”、“社会责任利润表”

和“社会责任现金流量表”并辅以其他的报表类型进

行披露。社会责任会计同样应该遵循“社会责任资

产 = 社会责任负债 + 社会责任权益”这一等式 ,但是

社会责任资产负债表关注的重点在于企业因为社会

责任问题拥有多少资产存量 ,背负了多少债务以及

它们各自的构成情况 ,而不在这一等式是否平衡以

及在多大程度上平衡的问题 ,社会责任利润表用以

反映会计主体因承担社会责任而发生的收支情况以

及利润 (亏损)的形成情况 ,它是由社会责任收益、社

会责任成本费用、社会责任利润等会计要素构成。

社会责任现金流量表动态地反映了企业因承担社会

责任而使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发生变动的情况 ;此外 ,

企业可以编制“社会影响报告表”、“增值表”等辅助

报表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进行披露。

(四)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

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分析主要是评估企业社会

责任的执行和完成情况 ,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分

析是从企业和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的 ,由

于这种信息使用角度的不同 ,客观上要求我们将企

业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从企业的会计信息中提取出

来 ,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一般来说 ,它应

包括三部分内容 :一是社会责任的内涵决定的企业

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二是本会计期间内企业已

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以及因承担社会责任而对财务

状况产生影响的情况 ;三是影响社会责任完成情况

的相关因素。

(五)社会责任会计的准则和制度的初步建立

由于会计准则和制度对会计信息的披露具有重

要的作用 ,因此 ,同一般性会计工作一样 ,社会责任

会计也必须建立一定的准则和制度 ,这是对社会责

任会计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措施。我们应该在吸

收、借鉴西方会计界、企业界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

验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参照目前制定企业会计准

则与行业会计制度的基本程序 ,研究制定社会责任

会计准则及制度。在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的过程中 ,

我们不能一蹴而就 ,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 ,由低

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 ,由个别到全面。我们建议

先以某一个地区或某一行业的某一企业进行试点 ,

并选取当前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某些问题作为内

容 ,取得经验后在该地区或该行业加以推广 ,最后在

全国推广普及。

综上所述 ,社会责任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

支 ,是会计学与社会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伦理道德

等方面的相互交叉和融合 ;是“社会责任”同传统会

计学科的有机结合。它以其特有的方法和技术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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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位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损害加以

反映和控制 ,使得企业在实现自身最佳效益的同时 ,

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

今 ,社会责任会计的出现虽然才有短短的四十年 ,但

却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发展起来 ,引起了广泛

关注。我国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和加入 WTO 的大背景下 ,特别是在坚持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新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新形势下 ,

应当在吸收国外有益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上 ,积极进

行社会责任会计方面的理论探讨和应用研究 ,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努力

发挥社会责任会计在调整企业与社会利益关系方面

的作用 ,使其在维护社会正常和谐的发展秩序、不断

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提高人们的生

活质量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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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the Status 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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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During the nearly 40 years develop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 abroad , the achievement has been made in some certain1 but there

is no substantial breakthrough in th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ed i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sues1 Research and resolve on the issues of social responsi2

bility will be helpful for improving our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ed accoun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1 This result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rom home and abroad on the basis of our analysi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released by the status quo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made the establishment and perfec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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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How to at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network is a new focu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1 Knowledge is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firm’s con2

tinual competitive advantage1 By analyzing the mechanism that how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 , i1e1 structure , cognition and relation , influ2

ence the capacity and transfer of knowledge in network , we formed a model for firm to at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network1 Followed by a case

study , we pointed out that firms must build up their management capability of knowledge and network to match with the evolving social capit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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