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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85, the research of CSR has come a long way in China, in regard to the distinct changes in 
the understanding, the attitude, the research field,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SR. However, most 
research works did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on the specialties of CSR in China, instead of using 
the influential concept of foreign CSR. Relatively, study of law in CSR should be improved in re-
search issues and method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model of governmental oriented CSR in China, 
the research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effectiveness thereof needs to be reme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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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自1985年至今，已取得了长足发展，体现在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态度、研

究领域和方法等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存在现有研究过度采纳国外概念，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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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界定不足，在法学领域研究缺乏，以及针对我国政府主导为主要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相关政策

及其实效的研究较为薄弱，有待加强等问题。 
 
关键词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发展，评述 

 
 

1. 引言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尽管有多种界定，其公认的核心含义，是

指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应当对社会承担责任，尽到企业公民的义务。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是为解决

企业在利用社会和自然资源创造财富时所产生的环境污染、资源滥用、食品不安全、侵害劳工权益等不

容忽略的问题。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伴而生，如影随形，受到国际组织、各国政府、

社会团体、学界和实务界等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在学术研究领域，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跨学科的研究热

点，相关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国外已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国内研究也已得到很大发展。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在我国被引入并发展迅猛。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主题

检索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文章，自 1985 年至今，共有 22,027 条结果。其中，2003 年以后相关文献

每年有百篇以上，2006 年以后呈现出跨越式增长，达到每年千篇以上[1]。研究数量和所涉领域已蔚为可

观。我国相关研究从引入国外成果开始，有关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及发展的综述文章或资料较多，也

有一些专题综述，但总结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总体研究状况及发展的则很少。本文拟以国内文献发表时间

和文献研究发展为线索，对我国社会责任研究的总体状况进行简要总结，对诸如研究领域、研究方法、

特别是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方面的研究等发展进行概述，指出研究发展特点和若干问题 1。 

2.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发展状况 

我国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源于改革开放实践中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的

推动，如 SA8000 随着跨国公司的采购活动进入我国并对我国的出口企业造成压力和冲击，同时也归功

于国外相关研究的带动和国内学者对国外理论的引进 2 [2]。 

2.1.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引入和开始阶段(1985~2000 年) 

早期的文章以企业社会责任会计问题为起始，除了相当数量的该类文章外，对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研

究或实践进行了若干片段式的介绍[3] [4]。与国外早期研究话题类似，关于我国企业是否应承担社会责任，

承担何种社会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这一阶段，关于企业要不要以及应不应该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3 [5] [6]。也有

结合现实需要，提出当时企业应该对社会承担什么责任[7] [8]。 

 

 

1本文选取的文献多为引注较多或话题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文献发表阶段划分以发表数量和研究领域及其深度为标准。 
2有学者认为，之所以此前没有引起重视，是因为在我国计划经济下极少产生西方社会那样因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所引发

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及随之引发的形式多样的 CSR 运动，从而未能给 CSR 研究提出相应课题并提供研究素材。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CSR 才真正进入我国学术界的研究视野。这缘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外有关 CSR 研究成果的引进带动了国内研究；二是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由企业引发的社会问题不断增多，引发学者们对 CSR 的关注。 
3有学者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状况出发，认为企业虽然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但不应过多地卷入社会活动，甚至把企业办成“小社

会”，指出国有企业社会功能扩张的原因包括企业不独立、生存环境落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分配方式，国有企业的所有制

性质，以及政府对企业的不适当干预如摊派，要赞助等，主张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剥离不应有的社会职能。也有学

者直接提出，国有企业社会职能不规范，是其活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应政企分开和明细产权清晰，划分不同性质资产的功能。

也有学者认为，企业一直不可避免地被动地承担社会责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自身创造广阔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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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如何实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有学者针对改革后企业社会责任的真空状态，提出建立企

业社会责任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将政府作为该机制的基础层次，以立法和行使行政权力的形式进行，第

二层次为企业自律，第三层次为社会监督。该机制以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合力关系为基础[9]。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对于国外相关研究的介绍比较零散，对这一新事物结合我国企业状况提出了一

些看法，但缺乏深入的论证，学术性的文章较少。涉及领域主要包括经济学、会计学、管理学和国际贸

易等，制度化研究已体现出注重政府作用的倾向。 

2.2. 研究系统化阶段(2000~2008 年) 

2000 年以后，我国对于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的介绍和引进较为系统化[10]-[15]。这一时期针对我国企

业社会责任问题研究的话题包括：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和谐社会，应对

SA8000，企业文化、企业伦理以及企业会计中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我国对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和

实践借鉴、我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关系、跨国公司、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社

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劳动保护等。化工等污染行业以及劳动保护较差的中小企业社会责

任问题是行业探讨的重点。2003 年以后，相关文献明显逐年增多，相关专著也开始陆续出版，显示出企

业社会责任研究在我国开始成为热点，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专题的国内国际研讨会在各地举办。 
法学领域的研究也逐渐展开，除了一般的法理探讨外，主要涉及新公司法第 5 条“企业社会责任条

款”的定性[16]-[21]。 
此外，针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也开始出现，并对企业社会责任实施标准和途径展开分析[22]-[27]。 
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有关金融危机背景下以及冠以“后危机时代”企业社会责任的

思考成为新的研究热点[28] [29] [30] [31]。此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途径、动力、社会责任报告和

信息披露制度、评价标准和体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等方面研究成为重点。在实施途径的研究中，对于

政府推动作用较为关注。对社会责任回应的研究，侧重于消费者评价等方面。 

2.3. 国际化阶段(2010 年以后) 

自我国参与 ISO26000 起草并成为成员之后，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逐渐国际化。2010 年左右对

于 ISO26000 的起草及其出台后影响的探讨开始兴起。此外与国际流行趋势相一致，低碳，绿色金融和竞

争力等问题成为研究主题，制度化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得到广泛关注。 
2010 年之后，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研究占据了重要地位。其中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是

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领域，企业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公司

治理、市场反应、财务融资、利益相关者影响因素、制度动因、企业声誉等相关性研究成果较多，以会

计、管理和经济领域的研究为主[32]-[37]。在制度化研究方面，出现了将制度化因素引入实证研究，研究

深度和实用性进一步增强[38]。 

3.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之特点 

我国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从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本身内涵的理解看，早期的研究强调经济责任，这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改革背景下对效益的追求密切相关。其后的研究，随着对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的了解

逐步深入，以及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需求的凸显，基本以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体系和

理论框架为标准探讨各种话题 4 [39]。 

 

 

4有学者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经历了“经济性社会责任”(1978-1995)和“社会责任整合”时代(1995 至今)。
这一现实观察与本文指出的相关研究发展轨迹相近。 



王红一 
 

 
102 

二是从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研究看，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和“可

持续发展”等政策相联系的研究占了相当的分量，近年来更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在劳动者保护、环境治理、

食品安全和提升企业价值等方面的作用，均旨在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5 [40] [41] [42]。总体来看，

质疑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章较为罕见。企业社会责任政策本身本不是研究话题。 
三是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看，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实施，研究重点从把握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应

对 SA8000 等策略，向政府推进和法律规制等实施途径延伸，显示出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获得深入发展。 
四是从研究领域和方法看，研究领域拓展到各个学科、不同的行业，研究方法从资料介绍，发展到

建构理论模型，进行问卷和统计等实证研究，现实针对性明显增强。 
五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中国国情和社会背景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这是尤为值得关注的方

面，也是我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最有价值之处。有学者认为，对中国的学者和管理者来说，开展本

土化研究、探索和揭示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构建一套适合中国特定社会背景的企

业社会责任维度，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推进和深化具有现实意义[43]。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主要基

于我国现阶段不同企业主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的差异性而进行的对不同类别企业的研究。

特别是既有半公共性质承担一定公共职能又享有一定特权的国有企业，在我占据市场的绝对地位，其社

会责任状况是学者关注的重点[44]。 
六是法学领域的研究不足。有关研究成果，集中于一般性界定和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责任报告

编制等方面，法学视角的研究极少[38] [45] [46] [47]。法学领域的研究多集中于公司法领域，尚未反映出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向社会回应和绩效发展的趋势[48] [49] [50] [51]。也有较为综合性的研究，涉及公司治

理、捐赠、信息披露、跨国公司、金融企业和商业银行等个方面，偏重于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52]。 

4. 有待解决的问题 

毋庸置疑，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体现在成果数量、研究领域和研究

方法等方面。从整体而言，从解决我国实际问题出发，相关研究尚待解决如下问题： 
其一，我国现有研究一般采用的比较有影响力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是卡罗尔(Carroll)对企业

社会责任的“金字塔”式概括，但这一界定也受到广泛的批评，因为没有考虑到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

段，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并不适用。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标准和体系的研究如何更体现我国现

实状况，如何定位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目标和路径，尚待进一步探索。 
其二，企业社会责任是软法与硬法的集合体。在法学研究中，现有成果多数集中于法律责任研究，

容易落入部门法研的旧框架。在相关立法研究中，主要侧重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的关系，难以有所创新。

法律研究有待突破现有思路。 
其三，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以政府主导为主要特色，而相关政策及其实效，以及政策与法律的关

系研究较为薄弱，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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