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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activities in recent years, the behavior of transna-
tional corporations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and the re-
lated researche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graduall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reviewing the key documents of the social respon-
sibilit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lea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
bility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We first introduce the concept and relat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n further learn the motive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way of tak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main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tent.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we point o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problems and make a brief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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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近年来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扩张，跨国公司的行为越来越受到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也因此逐渐成为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wer
https://doi.org/10.12677/wer.2018.74018
https://doi.org/10.12677/wer.2018.74018
http://www.hanspub.org


何济东 
 

 

DOI: 10.12677/wer.2018.74018 159 世界经济探索 
 

跨国公司在进行全球竞争时的重要因素，与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本文回

顾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重点文献，介绍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以及相关特点，并进一步了解了跨

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以及承担的主要社会责任内容，最后在相关文献的基

础上提出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做出简要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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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由于跨国公司在国际社会上政治经济地位的愈发重要，其社会责任问题也日益受到社会关注

(金润圭，2008；唐雪梅，2013) [1] [2]。在国际舞台上，跨国公司也掀起了一场承担社会责任的热潮。例

如，丰田汽车公司就认为公司应坚持国际公认的企业道德标准，重视安全和环境问题等。然而与此同时，

仍有不少跨国公司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缺乏责任担当，譬如 2011 年康菲中国公司的

漏油事件、2012 年摩托罗拉在华裁员事件等。跨国公司为何在国际化进程中频频出现弱化社会责任的问

题？该如何有效避免这一现象等都引发社会关注。同时诸多学者对此也提出了相关见解(Campbell，Eden，
2011；Vazquez-Brust，Yakovleva，2012；肖红军，2014) [3] [4] [5]。 

本文回顾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相关文献，在已有的研究中，对于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

主要有五阶段组织企业社会责任驱动模型(Hemphill, Lillevik, 2011)、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三维框架(Arthaud, 
2006)和母国、东道国、国际社会三层次社会责任概念框架等(崔新健，2007) [6] [7] [8]。在理论研究上，

目前常见的研究以综合社会契约论、利益相关者、制度理论和战略管理视角分析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且

多聚焦于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和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等视角(葛顺奇，

2003；Joes，2005；Levis，2006；Mohan，2006；LodieBethoux，2007；冯鹏程、夏占友，2009；朴英姬，

2016；谢名一，2016) [9]-[16]。本文简要地梳理出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相关的概念和特点，并进一步了

解了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以及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最后提出现有研究

存在的问题并作出简要的展望。 

2. 跨国公司与企业社会责任 

2.1.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概念 

跨国公司作为从事国际化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经济实体，其生产经营活动跨越国界，在多个国家拥有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分支机构，大多也占据着行业领袖的有利地位，拥有更多更优质的资源，对社会的

影响深远。因此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企业伦理于责任的角度，跨国公司都应该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目前有关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研究中，主要有 Hemphill 和 Lillevik (2011)的五阶段组织企业

社会责任驱动模型，从跨文化价值体系、国家商业体系、组织领域、组织本身及组织内个体构建；Arthaud 
(2006)的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三维框架；崔新健(2007)沿用“跨国化梯度”维度，通过空间细分法从宏观层

面构建的母国、东道国、国际层面的三层次社会责任概念框架，跨国公司母国社会责任即母国企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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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东道国责任包括东道国企业社会责任、母国企业社会责任范围及东道国对跨国公司期望与要求，

国际层面责任即全球、区域性组织及各国对跨国公司期望要求[6] [7] [8]。 

2.2.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独特性 

从跨国公司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来看，由于跨国公司在母国，东道国和世界范围内都需要承担

着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也导致了相较于一般的企业社会责任，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有着更高的要求。 
从世界范围来看，跨国公司主要受到来自全球或者区域正式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国的要求和期

待。例如，国际组织大多选择制订一系列的国际标准来倡导跨国企业重视人权、污染等全球问题(谢名一，

2016) [16]。在现有的国际性社会责任标准体系中，以《全球契约》(2000)、《OECD 跨国公司行动指南》

(1976)和《社会责任 SA8000》影响较大。 
这些国际标准体系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的全球商业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入手，在人权、

劳工权利、环境、腐败贿赂、消费者权益以及股东权益等多角度给予相应关注，制定了全球性的制度规

定，为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提供了参考依据。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有一个基础的标准，但因为跨国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分布的广

泛性，其社会责任存在着国家地区间的差异性，以母国与东道国间差异最为明显。母国作为跨国公司发

展的起源，其是跨国公司经营的大后方，是跨国公司发展的基础(谢名一，2010)，同时母国国内的政策规

制和国际地位也影响着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袁文全，2010) [17] [18]。当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经营获得

的成功也依赖于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跨国公司需要对母国和东道国都承担

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由于大多数跨国公司来自发达国家，母国具有较高经济水平，完善的法律制度等，对于跨国公司在

社会责任承担方面有一个较为完善的制度。例如，欧洲国家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参与度程度较高，它

们的立法中包含了很多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盛斌，李秉勤，胡博，2009) [19]。然而，跨国公司在

发展中东道国的社会责任参与程度往往较低。对于大部分发展中东道国来说，其国内法制法规与跨国公

司母国相比比较落后，诸如，迫于内部成本压力和内部监控困难，发展中东道国政府政策法规缺陷，政

治和法律环境差异(朱文忠，2007)，发展中东道国政府制度缺失不完善(柴非，钱运春，2008)等[20] [21]。
在这样的条件下，跨国公司更容易出现责任空白和治理不当。例如，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跨国公司

污染环境，损害消费者利益，任意裁员和执行双重标准等问题屡见不鲜(黄茜，2013；周挺，2014) [22] [23]。 

3. 研究及其理论 

跨国公司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存在，其社会责任的承担既与一般企业存在着相似性，又具有着不同

于一般企业的特性。因此在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研究的梳理中，通过分析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内

在机理”，“如何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承担何种社会责任”等问题，来更好地了解跨国公司社会责任。 

3.1. 承担社会责任动因 

首先，关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跨国公司根本上是为了从中获取经济利益(陈宏，2009) [24]。国内

外大部分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业绩总体上是呈正相关的(Warddock，Grave，1997；
谭深、刘开明，2003) [25] [26]。而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跨国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也使得跨国公司

需要去履行社会责任(Levis, 2006) [11]。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谋取了巨大的利润与社会资源，因此在东道国

承担社会责任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义务，也是东道国的要求与期待(刘恩专，1999；黎友焕，2013) [27] 
[53]。同时跨国公司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来提升公司的形象与信誉，而良好的形象与信誉则会吸引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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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赢得他人信任等(陈宏，2009) [24]。例如，消费者会对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有所响应，企业

社会责任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忠诚度，购买意愿等(薛求知，侯丽敏，韩冰洁，2008；侯丽敏，王海英，2014；
李海延，2014) [28] [29] [30]。最后，国际组织制定的相关准则也在促进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上起到重

要作用。如，2000 年修订版的《OECD 跨国公司行动指南》在税收、劳资关系、环境、反对腐败、消费

者权益、科技、竞争和信息透明度等核心领域对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提出了要求；1977 年通过的《国

际劳工组织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强调了劳工保护，鼓励跨国公司对社会经济做出

贡献；社会责任国际(SAI)在 2001 年修订的 SA8000 包括了童工、健康与安全、强迫性劳动、工作时间等

九个准则[31] [32]。 

3.2. 社会责任的战略选择 

就应对在东道国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上，根据地域的不同，可以更好地了解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例如，研究表明地域特点对于实施社会责任战略尤为重要，不同国家之间的履行情况可能各有差异

(Ricardo Young, 2004; David Fig, 2005; Michael Blowfield, Jedrzej George, 2005) [33] [34] [35]。Richard 
(2008)和 Oliver (2008)研究发现欧洲公司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强调标准，而北美公司则更强调战略[36] [37]。
除了注意地域特点，跨国公司对社会责任的管理，可以依据自身情况采取多国战略、跨国战略或全球一

体化战略(Bryan Husted, David Allen, 2007) [38]。同时 Husted (2007)研究表明东道国的资源、价值观念和

市场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战略的选择[39]。实行多国国内战略和跨国战略的跨国公司，更加强调当地社会

责任行为的战略重要性。但本土化的战略方式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发达国家相差甚

远。由于缺少了统一标准，承担的社会责任可能只达到了东道国的最低标准(Christmann, 2004)，同时由

于存在法律缺失、监管不力等问题使跨国公司降低社会责任承担要求(黄茜，2013) [22] [40]。 

3.3. 社会责任的内容 

社会责任的探讨在上世纪 70 年代讨论较为激烈，其中社会责任的内容争议也较大。但总的来看，社

会责任要求企业不仅仅要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还有其他义务之外的必要责任(Sethi, 1975) [41]。Carroll 
(2004)根据前人已有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一个较为全面且被广泛采用的社会责任的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

四个方面：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42]。而国内学者中大部分以西方研究为基础进行

修正和拓展，如屈晓华(2003)认为应该囊括经济，法律，文化，伦理以及生态五个层面；陈志昂(2003)将
其划分三层，分别为法律法规层，伦理层以及战略与道义层[43] [44]。因此，以卡罗尔金字塔模型为基础，

依据国内外文献，社会责任的内容可以简要分为：经济责任，保证企业绩效最大化以及确保企业可持续

发展(Carroll，1979；屈晓华，2003)；法律责任，企业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经营，遵守和维护法律(徐尚

昆，杨汝岱，2007；陈志昂，2003)；环境责任，要求企业保护环境和治理环境，企业的发展不应该以环

境和生态的破坏为代价(David, 1979)；慈善责任，企业积极开展慈善活动，关注弱势群体，支持和发展教

育事业等(Isabelle, David, 2002)；消费者责任，强调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信息的公开和真实性(周祖城，

2005)；股东责任，要求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使其投资有所回报以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Sethi, 1975)；员

工责任，强调员工的健康和工作安全，员工培训，发展机会以及保障和福利待遇等(Carroll, 1979)等[43]-[49]。 
综合以上来看，在现有的研究中，利益相关者理论是社会责任研究的主要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关

注那些影响企业并受到企业利益影响的各利益群体及其他因素，考察了企业在关注自身直接利益的同时，

为什么会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Mitchell, 1997) [50]。该理论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提供一种“理论框架”，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明确界定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Clarkson A, 1995)，将利益相关者理

论应用于社会责任研究中，可以为社会责任“指明方向”(Carroll A B, 1991) [51] [52]。同时在利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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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视角下，在对企业社会责任或者说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进行研究时，可以确定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

的服务对象，从而更加具有针对性了解对于不同服务对象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从普通意义上来说，可

以将其分为包括企业员工(母国与东道国员工)、顾客(全球客户)、股东、供货商(全球生产网络要素)、社

区、政府等(谢名一，2016)，这些划分有利于细致分析承担社会责任动因或是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16]。 
当然除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综合社会契约论也是研究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

公司是通过与所在社会建立的契约而得以合法存在的。公司应当通过增加员工和消费者利益的方式来增

加社会福利(Donaldson, 1994) [53]。依据契约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包括这样几层含义：第

一，企业社会责任是由一系列契约所规定，这些契约分为隐形契约和显性契约，诸如制度、法律、风俗、

承诺等；第二，因为契约关系的存在，企业有义务完成这些规定(李淑英，2007) [54]。另一方面，由于各

国法律、文化和习俗等可能不尽相同，跨国公司在进行海外经营也常处于两难局面，综合社会契约论则

为分析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跨国公司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首先要确保不得触发当地基本的

规则底线，之后要适时遵守当地习俗惯例，才能保证行为的合理恰当(盛斌，胡博，2008) [55]。总的来看

综合社会契约论解释了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也说明了跨国公司的行动也需要符合伦理要求(黎友

焕，2013) [56]。 

4. 未来展望 

结合以上相关文献，在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中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跨国公司企业社会

责任仍然缺少一个较为严谨或是明确的定义。尽管大部分学者、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对企业社会责

任这一概念做出过定义，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的领域，也导致了不同学者从不同角

度的分析定义，其定义尚存在诸多分歧，没有形成统一。其次，在研究对象上，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企

业的研究相对较少。过去往往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视角进行研究可能存在的各种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Aaronson，2002；崔新健，2007；Daewook Kim，2012 等)，从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8] [57] [58]。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突飞猛进。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的活动增多，对其社会责任的

研究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针对这些问题，在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定义研究方面，必须要确实地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做出定义，

才能保证之后研究的方向和范围。从社会契约角度来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来进行定义不失为一种好的办

法。而对于研究对象上，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投资增多，较多学者

研究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的社会责任策略或者社会责任弱化现象(S Tang, 2013; C Prates, 2015; Juelin Yin, 
2016) [59] [60] [61]。但缺乏了对这些新兴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经济活动中社会责任行为的研究。由于母国

的环境，经济等差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考虑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时，可能存在不同的

看法。Preuss (2016)研究表明，来自治理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更可能采纳企业行为准则，比发

达国家跨国公司更可能做出综合性承诺。因此，以在他国经营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十分

有必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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