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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企业社会责任
ｘ

——

基于案 例分析 的研 究

沈铭辉 张 中元

【提 要 】 近年来我 国 企业对外投资增长较快 ， 但也 出 现 了 企业与 当地居 民产生矛盾 、

投资利 益得不到保护 、 恶性事故频发等一 系 列 问题 ， 这既制约和阻碍 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

也影响到 了 我 国 的整体形 象 。 通过借鉴 国 外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举措 ， 本文认为 我 国
“

走 出

去
”

企业需要积极履行与 自 身能力 相 匹 配的社会责任 ， 在 东 道 国追 求经济利益的 同 时要更

加注重其所带 来的社会影响 ，
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打造软实 力 ， 最终运用软 实 力 来化

解海外投资过程 中所遇到 的非传统风险 ， 防 范在
“
一带一路

”

合作 中 出现重大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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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存所必需的资源 。

？的的经济组织 ， 企业行为 目 标就是通过提高市

企业本身作为履行社会责任 的主体 ， 既存场绩效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 而企业将履行企业

在着努力推进社会责任 的内 在动力 ， 也受到来社会责任作为经营战略 ， 可 以在 市场竞争 中保

自外界的巨大压力 。 外在压力 主要有 ： 政府的持优势从而达到盈利的 目标 ，

⑧ 如果企业基于企

引导性政策 、 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舆论影响 、
业社会责任战略开展活动 ， 并且能在市场上阻

民众 日 益提高 的社会责任需求 以及国外 同行业 止竞争对手模仿这种战略 ， 那么企业就可以 通

的竞争 。
② 内在动力主要来 自现代企业生存的内 过这种方式提高市场竞争的 门檻 ， 从而获得超

在需求 ： 商品经济发展到今天 ， 已经不再是单
常的 回报 。

⑨ 同时社会责任表现能使企业在利益

纯的品质竞争 ， 还包括企业形象等软实力的竞
相关者中建立 良好的形象 ， 从而提高消费者对

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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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企业家对企业社会责健认知 。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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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铭辉 张中元 ：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案例分析的研究

设性地 、 高效率地开展经营活动 ， 又可 回 应愈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 这种压力包括市场机制 的

发苛刻 的消费者群体的不满 ， 避免因漠视社会压力 和非市场机制 的压力 ，
０ 如投资者 、 消 费

责任而导致商业道德危机时社会对企业采取 的者 、 非政府组织 、 政府 、 新 闻媒体 、 竞争者的

制裁措施 。

？压力 等 。 以舆论压力 为例 ，

一

方面 ， 新闻媒体

企业 自觉履行的意愿对于企业社会责任 的积极报道和宣传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 ’

落实具有决定性影响 ， 但企业为了 实现 自 身利如传播关于企业绿色创新 、 慈善捐款等正面事

益最大化 ， 在与利益相关者的短期博弈中 陷入 例 ， 有利于企业获得 良好的企业形象 。 另
一

方

“

囚徒困境
”

， 因此企业 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行面 ， 作为监督机构 ， 新 闻媒体大量曝光企业制

为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的影响 当社会缺造或销售假 冒伪 劣产 品 、 乱排乱放废水废气 、

乏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和监督机制 时 ， 企业偷税漏税 、 压榨员工等不履行企业社会责

以利润最大化为 目标的企业就没有动力去主动 任行为 。 这些行为的曝光 ， 使社会公众 了解到

承担法律以外的责任 ，

④ 一般在较强政府管制以企业的真实行为 ， 将会极大地损害企业的形象

及有 良好行业 自律 的情况下 ， 企业更愿意履行和经济绩效，

社会责任 ， 在通货膨胀高或者顾客信任低 的经二 海外中资企业社
么
々任

济环境 中 ， 企业则 往往消极对待企业社会责任
―、

实践面ｉ的挑战

衣贝

要求 。

最后 ， 制度环境是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我国企业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时间较短 ，

的外部约束机制 。 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企业履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并未深人到企业文化当 中 。

行社会责 任是源于企业非市场环境中 的制度压在我国企业投资较多的广大发展 中 国家 ， 由 于

力 ， 制度压力包括认知 、 规范和规制 三个方

面 。

⑤ 如果说经理道德与公司资源能力构成了企① 刘新民 ：
《建立系统性公 司治理模式

——以企业社会责任理

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内 在动力机制的话 ， 那论为指导 》 ， 《 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学报》 廳 年第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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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外部约束机制 。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监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 ｌｒ ｅｓｐｏｎ ｓ ｉｂｉ ｌ ｉ ｔｙａｎｄ ｅａｒｎ ｉｎｇｓｍａｎａ
ｇ
ｅ
－

一— ， ？ ，ａｚｎ ％－ｒ
－
＞

． ．

 ｆ

—

．ｍ ｅｎ ｔ
．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 ｌＡｕｄｉｔ ｉｎｇＪｏｕ ｒｎａ ｌ ｓ２０１ １

，２６（１）
？

督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保证 ， 在发达 国ｐｐ
． ６５

－

８８ ．

家 ， 许多 自 愿性质的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都是③ 习宇凡 ： 《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形成机理研究
——基于综合

由非政府组织 、 消费者或投资者 的压力 ， 及其
④ ＿

他替代机制
“

强制实施 的
”

。 社会公众对企业社Ｒｅ ｓ
ｐ
ｏｎ ｓｉｂｌｅ Ｗ ａｙｓ ？

ＡｎＩｎｓｔ ｉ ｔｕ
ｔ

ｉｏｎａ ｌＴｈｅｏｒｙ

ｏ 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ｅＳｏ

－

会责任的压力或约束与激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ｄａ

ｌＲｅ ｓｐｏｎｓ ｉｂｉ
ｌ

ｉｄＷｅ＾〇／

、
．２００７

，
３ ２（ ３ ）

， ｐｐ ．
９ ４６

—

９ ６７ ．

面 ，

一

是公众以消 费者 的身份对负贝 任公司 的⑤ 何辉 ： 《如何理解我 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现状 ： 政府和企业关

产品进行溢价购买 ， 或对不负责任公司 的产品系 的视角 》 ，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年第 ３

进行抵制 购买 ；
二是以企业投资人和潜在股东

⑥Ｌｒ廳 ａ— ｌ Ｃ〇ｍｒａＣｔ ｉｎｇ ａｎｄ一 ｔ
ｅ ｓｏｄａ ｌｋ

的身份在资本市场或直接对公司经理施加压力 ，ｓ ｐｏｎ ｓｉ
ｂ ｉ ｌ ｉｔｙ ？知 Ｅｏｍｏｍｋ ，

２〇〇８ ， ９ ２ （ １ 

－

促使其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

⑥ 因此在实践中为了＾

’ 叫 ２

１

８

：
８８

１ｖＰＲＴ ＴＶｌ

⑦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Ｓ ？Ｒ ．

，
ＢｏｔｅｓＶ．

，
Ｃｏｌ ｈｎｓＥ ．

，
Ｒｏ

ｐ
ｅｒＪ

．
Ｄｏｅ ｓａｃ

－

促进与保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 切实可行 的做ｃｏｕｎｔ ｉｎ
ｇ

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 ｔｔｈｅ ｉｄｅｎ
ｔ

ｉ ｔｙｏｆｆ ｉｒｍｓａｓ
ｐ

ｕｒ ｅｌ

ｙｓｅ
ｌｆ

－

ｉｎｔ
ｅｒ

－

法是通过制度来约束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 ｅｓ ｔｅｄｏｒａＳ ｓｏｃｉａ ｌ ｌ

ｙｒｅｓ ｐ
ｏｎ ｓｉｂ ｌｅ．Ａ ｃ咖咖ｗｆｅ

－

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至关重 ③ 贾兴平 、 刘益 ： 《外部环境 、 内部资源与企业社会责任 》 ，

要 ， 公司感知的制度环境压力越高就越有可能《南开管理评论 》 ２〇 １ ４年第 ６ 期 。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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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水平较低 ， 这些东道国政府和人民对企业影响 了 当地居 民 的 利 益 ， 例如 ，
Ｇ ｌｏｂａｌＴｉ

ｍ－

社会责任的关注度和要求并不髙 ， 这使得我 国ｂｅ ｒ
．
ｏ ｒｇ ． ｕ ｋ 的一组数据显示 ： 中 国从刚果 、 緬

一些公司制度 尚不完善的企业在海外企业社会甸 以及利 比里亚等 国家获得了大量的木材 ， 但

责任方面的门檻较低 ， 企业更多地关注短期经在交易的过程中 ， 存在着许多非法采伐之行为 ，

济效益 ， 未能主动把与政治 、 社会和环境有关严重破坏了当地环境 。

？

的信息和责任整合在 自 己 的商业决策 中 ， 没有随着我 国企业
“

走 出去
”

步伐的加快 ， 企

把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到企业战略高度 。业间 同质化竞争加剧 ， 中资企业间恶性竞争而

第
一

， 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引 发投资问造成的
“

同门相残
”

等问题在 国外也越来越多 ，

题 。 企业社会责任缺失 ， 不但可 能导致企业前给人留下 了没有诚信的坏印象 ；
不少企业的短

期投资毁于
一旦 ， 即使到他国投资生产 ， 也将视行为被一些国外媒体恶意放大 ， 成为丑化中

会继续受到当地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的严密监国的工具。 部分中 国企业 ， 特别是
一些 中小企

督 ， 企业社会责 任仍会名声不佳 ， 甚至被逐出业片面强调经济效益 ， 甚至为 了 获取利润采用

市场 。 而后来者需要付出历时更长 、 更大 的代各种非法手段 ， 如低价倾销 、 以次充好 ， 甚至

价加 以修补 ， 方能弥补这种国家形象损失 。忽略手段的合法性 ， 通过打破规则 、 挑战传统 、

当前 ，
不少中 国企业受限于发展阶段和经采取边缘性伦理行为来构建竞争优势 ， 造成不

济实力 ， 忽视 了其在东道国 的利益相关者问题 ， 法行为的发生 ， 与 当地社会和企业发生 了明显

特别是
一些东道 国 国 内相关法律法规对逃责 、 的利益冲突 。

避责行为 的 约束和处罚力 度 不够 ， 使得这些第二 ， 被动应对企业社会责任 。 尽管
一

些

“

走出去
”

企业并未充分认识到履行企业社会责中 国企业 已经开始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 贏

任的重要性 ， 习惯性地将许多不合理的管理方得了 东道 国 政府 、 社会 、 公众的赞誉和认可 ，

法应用于跨国经营 中 。 但是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在中国 海外投资企业 中推进企业社会责任

运动在全球范围 内的开展 ， 东道国 的社会责任的积极力量和模范 。 但是也应看到中 国对外投

意识越来越强 ， 跨国经营企业难免会在 当地引资企业普遍存在不善于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 问

起
一些矛盾和 冲突 。 中 国不少海外投资企业分题 ， 这直接影 响了 中 资企业在东 道国 的企业形

布在采矿 、 建筑等行业 ， 部分企业受到短期利象 、 声誉和经营业绩 。

润驱动 、 环保意识缺失 、 安全生产意识淡薄 、长期以来 ， 由 于我 国企业重政府关系 、 轻

技术水平不足等负面因 素 的影响 ， 在东道国 的社区关系 ， 加上特定行业的敏感性 、 特定 国家

投资行为客观上引 发了不少事故和问题 ， 例如 ：的抵触 ， 导致我 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较高的政

２０ １０ 年 ９ 月 上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埃塞俄 比治风险 。 因为缺乏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全面、 深

亚总承包 、 吉林送变 电工程公司分包的 电力建人了解 ， 不少企业
“

走 出去
”

后单一地强调与

设项 目发生输电线铁塔倒塌事故 ， 造成 ５ 人死当地政府的沟通 ， 而忽略 了 与其他利益相关方

亡
， 其中 ４ 名 中国人 。 事故的发生 ， 暴露 出

一 特别是与周边社区 的沟通交流 。

一些 中国企业

些境外 中 资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淡薄 、 管理薄弱只与拥有实权的政府沟通合作 ， 很少顾及普通

等问题 。

？ 另外 ， 我国对外投资东道国大多属于民众的利益和意愿 ， 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 中 ，

发展中 国家 ， 这些 国家法律不健全 、 社会监督


乏力 、 民众参与力量有限 ， 导致我国 不少企业
—

① 陶涛 ： 《企业
“

走出去
”

的社会责任风险 》 ，
《 中国青年报 》

±观上也不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 ’

－些投资￥
② 陈敦 、 周佳慕 ： 《社会责任 ： 中国企业

“

走 出去
， ’ 必须应对

但破坏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 而且严重的问题 》 ，
《中国经贸 》 ２ ０ １２ 年第 ４ 期 。

５ ６



沈铭辉 张中元 ： 中 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案例分析的研究


有些企业违反商业道德 ， 通过贿赂等非正常手而当产生误会时 ， 造成对项 目 开发不利的社会

段与当地政府打交道 ， 寄希望于通过
“

搞定
”

舆论 。 例如 ， 緬甸当地村民 最初针对莱 比塘铜

关键人物来解决问题 ， 其他众多利益相关方的矿的投诉主要是污染环境 、 征地补偿不公 、 就

期待和利益诉求得不到及时 回应和满足 ， 常常业安置问题等 ， 事后调查报告发现莱比塘铜矿

会引发
一

些意想 不到的 突发事件 。 例如缅甸密项 目土壤零污染 ， 其释放的气体也达到了世界

松电站项 目 ， 除了 政治 、 外交等宏观 因 素外 ，
卫生组织制定 的标准 ， 莱 比塘铜矿项 目并不存

该项 目受挫也折射出 中企海外投资的缺陷 ：

一 在民众所担忧的环境污染 问题 ， 且就业安置良

方面 ， 过分倚重政府公关 ， 虽然通过上层路线 好 ， 仅在征地补偿的透明 和沟通方面存在不足 。

建立起良好的政企关系 ， 但忽视了 民众 、 舆论 铜矿项 目调
＾
委员会最终结论称 ， 莱比塘铜矿

和非政府组织 的力 量 ， 造成 民 间路线 的 缺失 ；

项 目造成当前的局面 ， 主 因是缺乏透 明度 ， 开

另一方面 ， 虽然密松 电站项 目属 于 民生工程会 发商 、 当地民众及地方政府间缺乏沟通交流 。

造福于民 ， 在当地也进行适当的社会责任投资 ，第三 ’ 高标准 的企业社会责任规范 已成为

但中资企业却 没有打好社会责任牌 ， 没有很好
巾 国企业开麟 国经营的壁金 。 发达 国家跨 国

地平衡海外社会责任 战社层路线和民间路线
＆司经历了 长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 拥 有 ＆

好的 品牌和竞争优势 ， 基于竞争的需要和来 自

事实上 ， 在不少发达醜都存在着活跃０
本＿市 民社会等群体的 目大压力 ’ 发达国 家的

民间团体与媒体 ， 后者在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
跨国公司常努力追求实施最低企业社会

＾
壬标

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 如消费者在非政府组
准 ， 并通过全球供应链加 以 实施 。 在当 則 的国

织 （ＮＧＯ ） 的帮助下 ， 可以通过媒体对企业的
际投资格局 中 ， 发展中 国家的相对优势之

－

源

不 良商业实践造成巨 大的压力 。 但在发展中 国 ｆ
务

＆ 甘 ？ 甘 程中实施较低 的 劳工 和环境标准而取得的低成
家 ， 其政府常出 于对非政府组织威胁其影响力＋ｇ

本优势 。 而发展 中 国家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
的担忧 ， 对于建兑民间 团体持相当谨慎的态度 ，

、

〇＿ 人主 ，丫 —仰
、

了 ｈ
丨

丨

社会责任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 ， 很难建立强烈
民间团体的发育住住并不兀善 ， 从而难以对企工甚

、

Ａ圭： ／工 甘 Ｆ
＝１ 田 曰 十

＾ＵＡ？１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责任战略。 其后果是在
要的 与

＝＝＝ １＿际投资竞争中 ， 发达国家主导建立企业社会
在其经营过程中 同时面 临来 自政府和利益相＃

冑任标准 ， 这些标准多 由 来 自发达 国家的跨国
＃两方＿￡￡力＿￥不胃 ’业Ｍ ｒｔ

公司根据其母 国 的社会和环境条件酿立 ， 主
＋ＭＭ

帛反映了发达国 家市 民社会所关注的 问题 ， 而
Ｓ ｉｔ受企业社会责任压力 Ｍ３其

很少考虑到 这些问题与发展 中国家的关联 。 这
企

鮮边制定 的删忽略了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必

有着更高财關益相关糊細 ， 来 自 后者
雛于不 同酿特有＿之上 關必然具有

的相对陌生的外在压力 常使中资企业遭遇意想 多样性的事实 ， 并不一定具有普遍适臟 。

不到的挫折 。 特别是很多
“

走 出 去
”

企业都对例如 ， 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ＳＡ８ ０００ 的推行使

媒体有天然的抵触或惧怕心理 ， 不擅长和媒体 、

得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就会形成逐渐固化了 的印
ＮＧＯ 及社区居民打交道 ， 尤其是缺乏与利益相

关者的互动 ， 缺乏与 当地社会团体 的互动 ， 缺 ① 李锋 ：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海外社会责任战略 》 ， 《 国际经

乏与媒体的互动 ， 往往忽略了 向社会公布必要济合作 》 ２〇Ｍ 年第 ６ 期 。

ＡＡ ／士 白山机士
■法丄 人 ｒｍ Ａ／ｔ ／士 白 、ＶＩ

、
系 士 ｒｔ ｉｆｃ！

丨②Ｂｕｒ
ｇ
ｏｓ Ｓ＊ Ｃｏ ｉｐｏｒａｔ

ｉｏｎ 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 ｌｒｅｓ
ｐ
ｏｎｓ ｉｂＵｉｔｙ ：ＮＧＯｓ ｉｎ

的ｆｅ息 ， 也没有建Ｘ合理 的 ｆ百息沟通机制 ’

一

 ｔｈｅａｓｃ ｅｎｄａｎｃｙ
． ２０ １２

，
３ ４

旦出现情况 ， 习惯于危机公关和应急处理 ， 因（ １ ） ，ＰＰ． ２ ｌ

－

２ ９ ．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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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即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 经过 ＳＡ８０ ００ 认证的２
． 制定法律法规约束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

产品具有更严格的社会责任方面 的道义标准 。 保护相关者利益

相反 ， 很多发展 中国家的产品没有经过 ＳＡ８０００立法对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很大效

认证 ， 则被贴上压榨工人 、 剥削童工 、 不人道力 ， 美国和欧洲都出 台 了一些法律来规范企业

等耻辱的标签 。 这将影 响消 费者 的购买选择 ，的经营 ， 促进其履行社会责任 。 美国 已经有 ３０

形成了 发达国 家产品在此方面 的差异化优势 。 个州相继在 《公司法 》 中加人了公司 的社会责

类似标准的出现 ， 往往使得发展中 国家的跨国任内容 ， 取消 了股东是企业的唯
一

所有者的概

公司相 比发达 国家 的跨国公司而言 ， 明显处于念 ， 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对股东负 责 ， 而且要对

不利的地位 ， 在一定程度上损害 了 中 国等发展广大的利益相关者负责 。

④ 英国在立法中逐步确

中国家企业的 国 际竞争力 。 事实上 ，
ＳＡ８００ ０ 强立了 倾向于就业 、 工资 、 工作条件 、 环保等 问

制要求企业以 达到社会责任标准作为贸易 的前题的企业社会责任 。 １ ９８ ５ 年 《英国公司法 》 规

提 ， 许多企业的成本将大 幅度提升 ， 会导致企 定 ， 董事会考虑的 问题应包括公司全体职工 的

业 、 特别是 中小企业的 出 口竞争力下降 ， 影响 权益 以及其他成员 的权益 。 ２００ １ 年 ７ 月 正式生

其国 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

① 我国企业在走 出 国门 效的 《英国养老金法修正案 》 要求 ， 职业退休

或进人发达 国家的市场时 ， 往往会被高标准的 金保管人应阐明他们在选择和变革投资政策时 ，

企业社会责任规范所限制 ， 成为我 国企业开展 在何种程度上考虑到 了对社会 、 环境等方面的
跨国经营的壁全。

影响 。
２０ ０ １ 年 １ １ 月 ， 英国环境 、 食品和农业事

三、 夕 卜国促进企业履行社会＃縱料 細麟細 ’ 财么
、藏

—＇

赛
：

任的举措
在

告其温室气体排放和废物废水的处理情况 。 同
贝

＇
＾

时英 国政府还 通过 《 企业运作 与财务审 查 法

１ ？ 将企业社会责任融于国家可持续发展中案 》 ， 要求企业提供社会责任财务报告 。 再如 ，

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仅仅有助于企业从 ２０ ０７ 年 １０ 月 开始 ， 英国上市公司还要披露公

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也是在国际上提司在环境保护 、 公 司雇员 、 社会和社区事务 以

升国家 良好形象的重要手段。

② 在这方面 ， 欧洲及公司其他 的安排等方面的信息 。

⑤

国家
一

直走在世界前列 ，

一

些国家制定 了企业事实上 ，

一些发展 中 国 家也开始关注通过

社会责任 国家战略 ， 另
一些则是将企业社会责 立法等手段 ， 鼓励和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

？

任融合于 国家可持续发展 战略中 ， 得到 国家层

面的支持和履行 。

③ 例如 ，
２〇〇９ 年 １ 月德国联邦① 刘琪华 ： 《从 ＳＡ８〇ｏｏ 看 国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職麵影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与其他部 门进行 了历时 ２ 年
＂向 》 ， 《管理世界 》 ２ 〇〇 ６ 年第 ６氣

， ，
＾

  


－







Ｍａ
．②Ｈｏ ｌｍｅ Ｃ，Ｃｏｒｐｏ ｒａ ｔｅ ｓｏｃ 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 ｉｂｉ

ｌ
ｉ ｔｙ ：ａ ｓｔ ｒａ ｔ ｅｇｉ ｃｉｓｓ ｕｅ ｏｒ

的协商后 ， 首先发起了ＣＳＲ工作委贝ｚ？ 。

ａ ｉｒａｓｔｅｆｕｌｄ
ｉ ｓｔｒｅｃｔ ｉ。。

＇

？ ＿Ｃｏｍｍｅ ｒｒｉａ／ＴＶｄｔ

２ ０ １ ０ 年 １ ０ 月 ６ 日 德国发布 《企业社会责任 国家咖 ，
２〇 １ 〇 ，

４２ ⑷
， ｐｐ

． ｍ－

１８５ ．

战略 》
， 该醜为欧盟 中率先出 台企业社会责任

③

国家战略的 国家 。 事实上 ， 将企业社会责任提④ 罗殿军 、 李季 ： 《发达国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因素

升至国家战略 ，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

一

方面分析
一

以美 国和欧洲 为例 》
， 《 上海经济研究 》 ２〇〇７ 年第

、、、８
期 。

可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公众心 目 中 的认 ⑤ 王丹 、 轰元军 ： 《英 国政雜进企业社会责任 的实践和启

知程度 ， 进而在国 内外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特示 》 ，
《改革与战 略》 ２〇 〇８年第 Ｉ ２ 期 。

色 ； 另
一

方面也可 以为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生态
？ｇ

ＵＡａｌ

ｃｏｍ ｐａｃｔ ａｐｐ
ｒｏａ ｃｈ ．Ｉｎ

ｔ
ｅｍａ ｔｉｏ ｎａ Ｌ

Ｊ ｏｕｒｎａｌ ｏｊ
ｏｏｃ

ｉ
ａ ｌｔ ｃｏｎ ｏｍ

－

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贡献 。 ｉｃｓ
，

２ ００７ ，３ ４（ ９ ）
， ｐｐ

． ６ ３ ７
－

６ ６３
．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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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印度公司事务部早在 ２００ ９ 年 １ ２ 月 就发布 了的单方的投资壁垒或障碍 。

？ 为此 ，
必须积极推

《 ２００ ９ 年企业社会责任 自 愿准则 》 ， 随后 ２０ １ ２ 年动 、 制定我 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

１２ 月 １ ８ 日 印 度人 民院通过了新 的公司法修正

案 ， 修正案规定公聰预留－定 比例 的资金用

于承担社会责任 。 ２０ １ ３ 年 《印度公司法 》 规定 ，
责任的政策建议

公司用于社会责任的支出 不低于公司最近三个由于信息不对称及官僚主义等原因 ， 政府

财政年度平均净利润的 ２％ ， 这
一

规定被称为 对企业社会责任 的监管带来了治理与谈判的高
“

２％准则
”

。
① 印度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政策导

昂成本等原因 ， 政府细枝末节的监管并不是促

向性非常 明确 ， 就是要求企业特别是盈利能力 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最好方式和 唯
一

途径 ，

？

比较强的大型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但政府监管是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 必要途
３ ． 发达的非政府组织为推行企业社会责任 径和底线保障 ， 如果企业缺乏履行社会责任 的

提供７纟且织保障意识和环境 ， 政府理应发挥其权威及正 当性 ，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 ， 以盈利为 目 的 ， 追求利 承担起激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任 。

润最大化 ， 缺乏 内在约束机制督促 自 身来承担相第
一

， 结合
‘
‘
―

带
—

路
，
，

倡议 ， 着手探讨、

关的企业社会责任 ， 市场失灵的存在要求借助市 制定我 国国家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 企业社会责

场外部因素
——

政府和社会组织干预市场 ， 弥补 任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积极支持和倡导 ， 政府

市场失灵问题。 由 于政府宏观管制行为涉及的大 的任务是拟定社会发展 目 标和为企业积极履行

多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法定义务方面 ， 而在大量 社会责任奠定坚实的基础 ， 在国家企业社会责

非法定义务状态的企业社会责任如慈善公益等行 任战略制定过程中 ， 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

为的问题上政府管制是无效的 。 而 ＮＧＯ 以其 自 用 。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项需要全社会都来关注

身优势 ， 在社会层面 、 不同经济领域 ， 促进政府 、 的事情 ， 为 了能使企业社会责任取得成功 ， 不

企业与社会间的有效联系与对话 ， 协调市场行为 但需要企业将企业社会责任融人其战略体系 中 ，

与社会发展之间 的关系 ， 有助于弥补企业与政府 建立健全企业 内外部管理机制 ， 同 时 ， 社会各

管理的失灵或不足 ， 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

？
方 ， 比如 消费者 、 投资者 、 非政府组织等都要

４ ？ 积极推动 、 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求企业遵守社会道德 ， 并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以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标 准 ＳＡ８０００ 为 例 ， 的企业给予切实支持 。

？ 因而中 国 国家企业社会

ＳＡ８００ ０ 作为
一

个认证体系 明确 了社会责任规

范 ， 提出了相应 的管理体系要求 。 将社会责任 ① 高埃讳 ： 《印度新公司法社会责任删评介 》 ， 《 人民论坛 》

和管理相结合 ， 在
一

定程度上可以规范组织尤２〇 １ ４ 年第 ７ 期 。

？ａ Ｉ ．－

ｒ

－

－Ｈ－＾ ／
＊ｌ②ＫｏｕｒｕｌａＡ＊

，
ＨａｌｍｅＭ ．

Ｔｙｐ ｅｓｏｆｃｏｒｐ
ｏｒａ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 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其是企业 的道德 彳了为 ， 有助于改善劳动条件 ，

ｅｎ
ｇ
ａ ｇ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


ＮＧＯ ：ａｎｅｘ

ｐ
ｌ ｏｒａ 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

完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 。 值得注意的是 ， 企业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社会责任 问题的关键在于定义社会责任标准是
③ 李锋 、 于媛媛 ： 《 中国中小企业海外社会责任问题初探 》

，

什么 ， 社会责任 标准 由 谁按什 么 标准制 定 ，《 生态经济 》 ２ ０ １ ４ 年第 １ １ 期 。

ＳＡ８００ ０是 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 ， 更多地体现④ＲｏｂｉｎｓＦ．Ｗｈ
ｙ

ｃｏｒ
ｐ
ｏｒａｔ ｅｓｏｃ 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

ｂ
ｉ ｌ ｉ ｔｙｓ ｈｏｕ 丨ｄｂｅ ｐｏｐ

－

ｕ ｌａｒｉｓｅｄｂｕｔ ｎｏｔ ｉｍｐｏｓｅｄ
． 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 ｅｉｎ ｔｅ ｒ
－

了发达国家企业利益 和社会责任特征 ， 无论有ｊｅｕｎｒａ ／ 。／ ｉｎ８Ｃ ３ ＞ ，

意或无意 ， 该标准对发展 中 国家都会产生新的Ｐ Ｐ
＿ ３３ 〇

－

３？ －

不公平 ， 即所谓的
“

制度非中性
，
，

导致 ＳＡ８０ ００
⑤ ｂ ｒｅａ

ｔ
ｈＪ

．Ｍｄｉｎ
ｇＣＯＴ

ｐ
〇ｒａ ｔ

＾
ｃｉａ ｌｒ ｅ

了ｓ ｔ ｒａｔ ｅ
ｇｙ

． 么以 ？

＊

〇夕ｅｔｉ
Ｔ
ｉＤｔ ｉｓ ｔｔ ｉｃ ｓｓ ｉｘＢｕｉ ｓｘｖ

？ Ｚ００９ ，２ Ｘ（２ ） ，

等企业社会标准或规范成为不利于发展 中 国 家ｐ ｐ． １０９
－

１ ２７ ．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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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战略的制 定也需要企业社会责任各方的积资风险 ， 是跨国企业避免投资政治风险的第
一

极推进和参与 ， 这个战略的制定和未来 的实施道防线 ， 因此公共外交应该成为我 国企业
“

走

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出去
”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政府层面 ， 应

第二 ， 加强制度建设 、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将企业公共外交作为整体公共外交的重要支柱

发布指导性文件 ， 督导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外的纳人国家公共外交战 略 ； 在企业层面 ， 应将公

实施。 过去政府对于企业在
“

走出 去
”

之后该共外交纳入企业
“

走出去
”

的战略规划 。

“

如何走
”

以确保海外投资 的高质量这方面关注我国企业在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的建设

较少 ， 近年来开始注重对
“

走 出 去
”

企业承担项 目多 集 中 在基础 设施 、 矿产 、 油气等领域 ，

社会责任的监督 和指导 ， 但现有关于海外社会这既是由我 国发展阶段和 比较优势决定的 ，
也

责任的规章制度大多是部门或行业协会的社会符合沿线 国家工业化的实 际需求 。 在沿线 国家

责任指南 ， 属于非强制性 的指导文件 ， 约束效社会转型期的新形势下 ， 我 国企业所在的东道

力较弱 ， 缺少国家层面的立法 ， 也缺少切实可国投资 、 经贸合作 的经营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

行 、 具体有效的执行和评估方案 ， 更缺少针对发生相应变化 ， 我 国企业与原政府签署项 目 有

中小企业的具体措施 。 因此我 国政府应完善与可能成为 民众借机排挤中方企业 、 宣泄对原政

对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法律体系 ， 针对府不满情绪 的 目标和靶子 ， 因此作为 中国公共

现有的指导意见 、 指 引 、 指南等政府部 门或行外交缺失 的
一环 ， 企业公共外交应该成为 中 国

业协会的法规或章程 ， 尽快配套制定 出 台具体公共外交体系 中必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 以构造

的执行和监管措施 ， 将这些规章制度切实贯彻包括政府 、 企业 和社会的 立体公共外交体系 。

到对外投资企业海外投资 的监管实践和行政执此外 ， 我国
“

走出 去
”

企业在沿线 国 家履行社

法过程 中 。 同时 ， 还可以考虑建立社会责任评会责任应与 自身经营优势相结合 ， 在沿线 国家

估体系 ， 配合适当 的 奖励促进措施 以及惩罚措开展公共外交要区别于发达 国家开展公共外交

施等加 以协调管理 。的方式方法 ， 要 以改善 当地生活条件和促进就

第三 ， 设立专 门 机构 ， 统
一

协调 、 推进企业为 目标 ， 强调 中 国的优势与沿线 国 家的契合

业社会责任实施。 由 于企业社会责任的 内涵外度 ， 在促进当 地产业链形成 、 对 当地进行技术

延较为丰富 ， 从政府管理 角度而言 ， 涉及到的和管理经验培训的过程中 ， 让当地民众切实感

职能部 门 较多 ， 如果要从宏观层 面上对我 国受到中国项 目对当地社会发展的贡献 。

“

走出去
”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进行推进 ， 协调政第五 ， 发挥行业组织 、 行业协会的桥梁作

府各部门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工作并形成工作合用 ， 增强
“

走出 去
”

企业与 当地利益相关者之

力 ， 就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设立专门的国家机构 ， 间的信任 。 行业组织 、 行业协会对于增强企业

以便统一协调推进国家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 专门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 、 维持信任能够发挥重

指引和帮助企业对外投资的社会责任履行 ， 实现要的作用 ， 我 国
“

走 出去
”

企业只有获得 了 东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制度化 、 规范化 、 国际化 。道国的信任 ， 才能 维持 自 身 的长期持续发展。

第四 ， 积极开展公共外交 ， 为企业海外投信任来 自制度 、 过程或社会文化 ， 以制度为基

资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 我 国政府应进一步加础的信任源 自 正式的制度安排 ， 如协会或联盟

强通过政府和 民 间 的 多种渠道来加深其他国家中的成员 ；
以过程为基础的信任源 自 对过去或

对我国的 了解和认同感 ， 为 中国企业进人东道未来的预期 ， 合作 时间越长 ， 彼此之间 的信任

国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 。 公度也就更高 ； 基于社会文化为基础 的信任则源

共外交有助于减少文化观念冲突 ， 规避政治投自相同的文化和制度背景 ， 文化和 制度背景越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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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 ， 则合作伙伴的信任感就越高 。

？沟通 ， 与当地政府开展合作 。 通过我 国
“

走 出

我国有众多行业组织 、 行业协会 ， 这些行业组去
”

民间组织开展公益性调研 、 减贫 、 救助 、 培训

织 、 协会几乎都有相应的协会章程 ， 也制定出 了
一

等公共外交项 目 ， 降低实施项 目的政治敏感度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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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ＮＧＯ 能够更加容易地得到东道国政府与社区

的信赖 ， 因此加快我 国 民 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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