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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然会计、三鹿奶粉等一系列企业丑闻的发生 ,

使得实践界和学术界更加密切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

问题。温家宝总理更是针对中国企业提出了要求 :"

企业家身上应流着道德的血液。"经过近 50 年的深

入研究 ,我国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已取得了丰富的

学术研究成果 ,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本研究综述

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一些有待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 　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尽管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2
bility ,CSR) 是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但遗憾的

是 ,到现在为止 ,CSR 仍没有被给出一个非常准确

的、能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企业社会责任虽是一种

客观存在 ,但针对不同的人来讲 ,它又意味着不同的

意义。Bowen 是最早给 CSR 下定义的人。在他看

来 ,CSR 就是指企业在制定政策、进行决策以及采

取行动的时候 ,需要遵循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念。

后来 ,很多研究者又针对 Bowen 的定义提出了修正

意见。在这些后续研究中 ,影响最大的定义有两个。

一个是比较狭义的定义 ,认为企业有且只有一项社

会责任 ,那就是在游戏规则的许可范围内 ,尽可能地

利用自己的资源去创造利润。但该定义过于狭隘。

企业原本就是一个为社会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并从

中获利的经济体 ,因此 ,追求经济利益明显就是企业

家本人的主要动机 ,是企业存在的基本理由 ,也就算

不上是社会责任[1 ] 。鉴于上述定义过于狭隘 ,后来

的学者又提出了一个相对广义的定义 ,也是现在最

常用的定义。该定义认为 ,企业不能一味地追求经

济效益 ,还应该遵守法律和社会伦理规范[2 ] 。

2 　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结构

关于 CSR 的维度构建 ,现在主要有 3 种思路 :

第一种是根据 CSR 的内容来构建的内容导向思路 ;

第二种是根据 CSR 的行为对象来构建的对象导向

思路 ;最后一种则是根据 CSR 的发展和形成过程来

构建的过程导向思路。目前研究者使用最多就是内

容导向的构建思路 ,其次是对象导向思路。然而 ,这

两种思路的致命缺点就在于维度结构的分类特征明

显 ,容易在维度当中忽视重要的内容或对象。而且 ,

由于不同时间、不同国家所关心的 CSR 内容以及企

业重要利益相关者的种类均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这

两种思路所构建的维度结构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

限制。鉴于上述两种思路的不足 ,研究者们才开始

利用过程导向思路来构建 CSR 的维度结构。

211 　内容导向思路

内容导向思路尝试对 CSR 的内容进行分类 ,从

而构建其维度结构。Carroll 的四维结构就是最常

见的内容导向型维度结构[ 2 ] 。他认为 CSR 包括 4

方面内容 :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以及慈善

责任。经济责任是指企业有义务生产和提供消费者

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并在此过程中获利 ;法律责任

是指企业在实现经济责任的时候 ,行为必须符合现

有的明文规定和法律 ;伦理责任是指企业不仅要遵

守现有法律 ,而且还要尽可能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

社会的伦理和价值观要求 ;慈善责任是指企业自愿

承担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责任。社会责任的 4 个

维度是一个金字形结构 :经济责任是最基本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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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其他责任得以实现的基础 ;法律责任是外界对

经济责任实现途径的强制约束 ;伦理责任是社会对

企业实现经济责任途径的超越现行法律的一种约

束 ;慈善责任则具有更多的主动性元素 ,体现的是企

业自主追求成为良好企业公民的愿望与行为。

212 　对象导向思路

对象导向思路的研究针对于企业的关键利益相

关者来构建维度结构。首先把关键利益相关者分为

若干类 ,然后用这些类别来表示 CSR 的维度结构。

Turker 的四维结构是最具代表性的对象导向的维

度结构。他认为 ,CSR 主要包括对社会或非社会利

益相关者 (非社会利益相关者主要指自然环境等) 、

雇员、消费者以及政府等 4 方面的责任[3 - 4 ] 。社会

或非社会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社会、自然环境、后代

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对企业的经营不会产生太多直接

影响的客观存在。雇员则是企业内部最重要的利益

相关者 ,而消费者无疑是企业外部最重要的利益相

关者。企业对政府方面的责任主要体现于遵守政府

的各项法律和规范 ,在某种意义上讲 ,针对政府的责

任比较接近 Carroll 的法律责任[2 ] 。

213 　过程导向思路

过程导向思路是针对 CSR 的形成过程来进行

维度构建的。过程导向思路的典型代表就是 Basu

等根据企业对自己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的认知

和行为产生过程 ( sensemaking process) 所构建的三

维模型[5 ] 。该模型认为 ,企业形成社会责任行为包

括认知、言语和行为 3 个过程。认知维度主要体现

的是企业如何思考自己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

言语维度体现的是企业表述自己从事某种特定行为

的理由的方式 ;行为维度则表示的是企业是否以及

如何实施 CSR。企业首先需要在认知上对自己与

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有深入认识 ,才会在自己的言语

方面有所表现 ,最终才会体现出社会责任行为。

3 　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

测量是 CSR 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尽管研究

者们已经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多精力 ,但仍然没有一

种方法能比较完美地测量 CSR。目前针对 CSR ,常

用的测量方法有 4 种 :声誉指数法、内容分析法、指

标评价法、问卷调研法。

311 　声誉指数法

声誉指数法是最常见的 CSR 测量方法。该方

法通过邀请知识渊博的观察者 ,根据社会绩效的维

度特征 ,对目标企业进行评价 ,然后把这些评价结果

放入数据库 ,供投资者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使用。

KLD ( Kinder ,Lydenberg & Domini Company)数据

库、财富声誉指数以及加拿大社会投资数据库 (Ca2
nadian Social Invest ment Database ,简称为 CSID)

都是声誉指数法的典型代表。KLD 数据库来自于

专家们根据 CSR 的 8 项指标 (社区关系、员工关系、

环境、产品、妇女及少数民族待遇、军事合同、核能以

及关于南非问题的态度和行为) ,对在美国股市上交

易的企业所进行的系统评价。财富声誉指数是根据

管理者的观点来系统性地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行

为。CSID 根据 7 项指标 (社区、多元化、员工关系、

环境、国际化运作、生产和商务活动、治理模式)对在

加拿大股市上交易的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长短处

进行了系统评价。声誉指数法对不同企业进行评价

的时候 ,使用的是相同的标准 ,保证了评价结果的公

平性。另外 ,由于评价均由专职研究人员做出 ,这些

人员具有较高的独立性 ,评价结果不容易受到被评

价公司以及金融机构的影响。但这种方法的不足之

处在于 :评价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者的主

观偏好 ,容易造成评价者间的评价结果一致性较低。

另外 ,由于该方法往往针对少量企业进行 ,其评价结

果的外部效度值得考量。也就是说 ,样本量过小使

得声誉指数法的评价结果往往缺乏可推广性。

312 　指标评价法

指标评价法是根据企业在一个或多个指标上的

表现来评价其社会责任水平的方法。美国经济优先

委员会 ( 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 , 简称为

CEP)报告的污染控制绩效就是一个典型的单一指

标评价结果 ,它主要体现企业在控制污染这一个指

标上的责任水平。企业犯罪也是一个常用的 CSR

指标。值得注意的是 ,单一指标评价法的单维性具

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容易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因

此 ,研究者们倾向于使用多指标评价法。但遗憾的

是 ,多指标法仍然难以全面测量 CSR。并且 ,指标

评价法和声誉指数法一样 ,也经常仅限于对少数国

家的少数企业进行评价 ,大大限制了该方法的学术

价值。

313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针对企业在自己的出版物 ,特别

是年报中所报道的有关 CSR 的行为 ,进行分析与测

量的一种方法。内容分析法有两方面优势 :内容分

析法在变量的评价程序上很客观 ,因此所得结果具

有较高的信度 ;该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和机械 ,适合大

样本研究。内容分析法也有两个不足 :首先 ,在变量

选择上比较主观 ;其次 ,该方法的分析材料来源于被

分析企业 ,由于 CSR 容易出现社会称许效应 ,因此

不排除企业会片面夸大自己在 CSR 方面的行为 ,从

而误导评价结果[6 ] 。

501

　　　　　　　　　　　　　　　　　　　　　　　　　　　　　　　　　　　　杨建锋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进展述评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314 　问卷调研法

问卷调研法则依据比较成熟的 CSR 维度结构 ,

构建具有较高心理测量参数的测量工具 ,然后以此

对目标群体进行调研。从测量内容上看 ,目前常用

的调研问卷主要有两类 :针对个体价值观或态度进

行调研的问卷和针对组织行为特征调研的问卷。

针对个体价值观或态度进行调研的常用问卷有

3 个。最常用的是管理者社会责任价值观问卷[3 ] 。

这是第一个在严格意义上把 CSR 当作多维概念来

测量的问卷。但此量表的强迫选择模式是一个比较

大的局限。另外一个常用问卷是管理者社会责任态

度问卷[7 ] 。该问卷能较好地测量不同经济和文化背

景下的管理者的 CSR 知觉。该问卷包括两个维度 :

企业责任的跨度和企业社会承诺的范围。第三个常

用问卷是伦理与社会责任问卷[8 ] 。该问卷的目标在

于测量管理者关于伦理和社会责任在帮助企业提高

自身效率方面的效率知觉。但值得注意的是 ,该问

卷的因素结构缺乏足够的稳定性。这 3 个问卷具有

一个共同缺陷 :只能测量管理者关于 CSR 的态度和

价值观 ,并不能有效测量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而

CSR 行为的诱发与促进才是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

为了能有效测量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行为特

征 ,研究者们开始聚焦组织层面的行为特征。

Maignan 和 Ferrell 在整合 Carroll 的四维模型和利

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了一个有效问卷。该

问卷能较好地测定企业在经济、法律、伦理以及慈善

等方面的行为水平[9 ] ,并且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这个问卷的不足在于仅考虑了 3 个主要的利益相关

者 :消费者、雇员和公众。鉴于此 , Turker 开发了一

个新的问卷 ,用于测量企业在对待社会或非社会性

利益相关者、雇员、客户以及政府等方面的社会责任

行为[ 3 ]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这两个问卷具有较好

的信度和效度 ,但由于其维度划分采取对象导向思

路 ,很容易忽视企业对某些利益相关者 (如竞争者即

现在研究中非常关注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行为。

4 　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影响 CSR 的因素很多 ,领导特征、顾客需求、政

府管制等都是学术研究中经常涉及的因素。我们可

以根据两种思路来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分类讨论。

第一种思路是根据因素的来源 ,把它们分为利

益相关者因素和动机因素。利益相关者因素是指雇

员、消费者、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以及一些游说团体等

可以影响企业经营模式的重要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与

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讲 ,CSR 就是企业对内外部利

益相关者需求的一种响应性行为[5 ] 。因此 ,利益相

关者的期望和偏好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

CSR 水平。动机因素指的是组织从事社会责任行

为的目标和动机。动机因素可以分为外部动机和内

部动机两种 :外部动机包括希望提升组织形象、响应

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各种要求、对风险进行有效管

理和增进客户忠诚度[10 ] ;内部动机则包括组织成员

追求的回报社会、促进社会福祉的慈善性动机。利

益相关者因素对 CSR 起到的是外源性的拖动作用 ,

而动机因素起到的是一种内源性的推动作用。

第二种思路则是按照影响因素所处的水平 ,把

它们分为个体因素、组织因素、产业因素、国家因素

和国际因素。

个体因素方面 ,管理者的价值观、职业背景以及

任职期限都会显著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11 - 12 ] 。

在这些个体层面的因素中 ,价值观是最重要的因素 ,

其他个体层面的因素实质上都是通过影响价值观来

影响 CSR 的。

组织因素方面 ,财务绩效是 CSR 的重要影响因

素。首先 ,只有资源较富余的企业才具有采取 CSR

行为的资本 ;其次 ,领导模式也是 CSR 的关键推动

因素 ———领导能为企业设置伦理基调 ,并有效支持

组织成员进行社会责任活动[ 13 ] ;再次 ,企业的曝光

程度能显著影响其社会责任行为 ,容易受到公众关

注的企业会受到更多的制度压力 ,因此也就倾向于

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责任行为[ 14 ] ;最后 ,企业的一些

人口统计变量 (如规模、发展阶段以及所有制等) 也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社会责任行为 ,只是这些因

素往往不具有太多理论价值 ,所以在实际研究中经

常被用作控制变量。

产业因素方面 ,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曝光度 ,利

益相关者对其的关注程度也有所差异。利益相关者

对曝光度高的产业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期望 ,这也

就使在这些产业中运营的企业倾向于表现出更多的

社会责任行为[14 ] 。

国家因素方面 ,首先 ,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会

对 CSR 做出不同的要求[15 ] ;其次 ,不同国家的政府

具有不同的响应性 (指政府对公众期望和要求做出

回应的效率和效果) ,响应性高的政府对社会大众的

呼声反应更加敏捷 ,这有利于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 ,并较好地促使企业采取社会责任行为 ;最后 ,不

同国家由于其文化特征不同 ,国民对企业应承担的

社会责任的内容和程度要求也有较大差异 ,这也会

对 CSR 产生相应的影响[15 ] 。

国际因素方面 ,主要是一些跨国的非政府组织

能通过整合消费者力量或者游说当地政府等手段来

对全球企业实施社会责任方面的影响[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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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的作用模式

目前关于 CSR 对组织作用模式的研究主要聚

焦于两个问题 : CRS 能否促进财务绩效以及 CSR

如何促进财务绩效。至于那些关于 CSR 对其他因

素的影响的研究 ,其最终目标也只是为了解决 CSR

如何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影响来最终影响组织的财务

绩效。所以 ,我们在这个部分就将围绕这两个焦点

问题来展开对相关研究的介绍。

CSR 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是一个被人们长期关

注的话题。早些时候人们主要在讨论 CSR 能否促

进财务绩效。现在 ,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研究焦

点开始转向 CSR 如何促进财务绩效。针对 CSR 能

否促进财务绩效 ,20 世纪以前的研究结果非常混

乱 ,有的研究证明 CSR 的确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财

务绩效 ,而有的研究则发现 CSR 并不一定会对财务

绩效产生正面影响 ,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针对

这种混乱 ,后来产生了两种解释 :一种是权变的解

释 ,认为同样的 CSR 行为对不同企业 ,甚至不同时

期的同一企业的财务绩效均可能产生不同影响。这

种解释认为能不能促进财务绩效的关键在于组织影

响利益相关者的能力 ( stakeholder influence capaci2
ty) 。所谓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能力 ,是指企业识别机

会 ,然后利用社会责任行为去利用这些机会 ,从而增

进自己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并从中获利的能

力。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调节着 CSR 与财务绩

效之间的关系[17 ] 。另一种解释认为 ,我们以前关于

财务绩效的界定过多偏向于组织现在的现金价值等

短期绩效 ,而忽视了企业的市场价值等长期绩效。

有很多 CSR 行为可能会降低组织的短期财务绩效 ,

但能提升长期财务绩效。研究者们还进一步指出 ,

只要社会对某种社会责任行为的需求大于目前所有

企业对该种社会责任行为的供给 ,企业就能通过投

资这种社会责任行为来提升自己的长期财务绩

效[18 ] 。总之 ,现有研究已经基本确认 CSR 对长期

财务绩效有积极影响 ,只是企业需要具有较高的影

响利益相关者的能力 ,方能最大限度地促进 CSR 对

长期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

CSR 影响财务绩效的过程非常复杂。在员工

方面 ,CSR 能提高员工的组织认同感、工作满意

度[19 - 20 ] ;在消费者方面 ,CSR 能帮助企业树立更好

的组织形象 ,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和忠诚度[21 ] ;

在社区方面 , CSR 能帮助组织构建和谐的社区关

系 ;在国家和国际方面 ,CSR 能帮助组织与政府或

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良好关系 ,形成社会资本[22 ] 。

最终 ,CSR 能通过对上述因素的促进作用来提升财

务绩效。值得指出的是 ,CSR 促进财务绩效的核心

机制就是构建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好关系。

但企业想要通过 CSR 来提高财务绩效还必须注意

提高自己对利益相关者的控制能力[17 ] 。只有当企

业具有良好的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能力时才能有效利

用 CSR 来促进自己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进而

提高财务绩效。

6 　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

目前关于 CSR 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简单描述的

阶段 ,学者们开始在研究中运用各种成熟理论 ,并通

过研究来对这些理论框架进行检验和修正 ,从而使

得 CSR 研究具有了更高的理论意义。CSR 研究中

常用的理论框架有 3 个 :利益相关者理论、制度理论
(instit utional theory)以及资源基础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经常被用于解释 CSR 的产生

原因。该理论认为企业之所以采取社会责任行为 ,

主要是希望以此来有效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要[23 ] 。

制度理论关注的是企业在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会倾

向于采取社会责任行为[15 ] 。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

不同在于 :制度理论强调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以及各

种行业协会等应当如何设计相应的制度规范来诱发

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的是

企业应当如何区分利益相关者、如何发现这些利益

相关者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他们的需要。资源基础

理论常被用于分析 CSR 对企业绩效与竞争力的促

进机理。根据资源基础理论 ,CSR 能促进企业与利

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提升组织形象[24 ] ,而这些关

系与形象无疑是企业重要的、难以模仿的竞争资源 ,

自然 CSR 也就能促进企业的绩效和竞争能力[22 ] 。

在这 3 种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中 ,利益相关者

理论最常用。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其实都涉及

了利益相关者的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 ,利益相关

者理论在解释 CSR 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倾向于对

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 ,然后针对不同类型的利益相

关者来探讨企业应当如何满足其需求。这种分类的

思想过于简单 ,容易忽视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只适合

初级阶段的学术研究 ,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对

CSR 的深入研究。因此 ,为了推进 CSR 研究 ,我们

还需要借鉴和整合更多其他理论思想。

7 　结论与展望

随着一系列企业丑闻的出现以及企业在社会生

活中重要性的提高 ,CSR 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地位越

发凸显。CSR 的研究成果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适

应性 ,协调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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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

现有研究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制度理论以及

资源基础理论等分析框架 ,基本明确了 CSR 的定

义 ;从内容、对象以及过程的角度构建了 CSR 的维

度结构 ;从多个水平上分析了利益相关者因素、绩效

因素以及动机因素对 CSR 的影响机制 ;同时还探讨

了 CSR 通过提升组织形象、构建良好利益相关者关

系等方式来促进财务绩效的过程机制。

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为了

更加深入地理解和促进 CSR ,我们还需要进行下面

几方面的努力 :提高测量工具的信效度 ,改进测量方

式和测量内容 ;关于 CSR 的影响因素研究应更关注

多水平因素对 CSR 产生的跨水平协同效应 ;在研究

方法上 ,应更多地使用纵向研究和试验研究 ,从而更

加明确地揭示 CSR 与一些重要变量的相互影响模

式 ;组织成员的伦理决策是 CSR 得以产生的先决条

件 ,而以往研究对此相当忽视 ,今后需要加强这一方

面的研究 ;最后还应继续强化 CSR 的跨国比较 ,从

而揭示 CSR 与其他重要变量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相

互关系的变化模式。

以往研究结果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实践性启

示 :为了提高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 ,我们首先应该在

商学院中加强企业伦理教育 ;其次 ,要加强行业协会

对企业伦理行为的监督与促进 ;再次要强化政府对

企业伦理行为的管制与约束 ;最后 ,还应提升全民的

权利意识 ,提高其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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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attempt s to analyz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automobile indust ry in Guangxi f rom t he perspective of patent a2
nalysis ,and reveals t he problem existing in t he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indust ry in Guangxi t hat patent s are less in number and low in value ,

and core patent s are few and scattered , and t he advantaged status in technology is un2solid , and t 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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