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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文献综述和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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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企业创新、企业价值等诸多方面密切相关，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

界的极大重视。本文围绕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度量、动机、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等主题，对企业社会责

任的中英文文献进行梳理，进行理论探索。研究发现：（1）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度量、动机、影响因素、

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逐渐丰富。（2）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如何影响其日常管理决

策和绩效指标，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影响因素。未来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仍集中于这两个方

面，需要根据新的宏微观环境变化发现新的视角。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应对社会责任给予足够的重视，

并积极地构建相应的组织机构，确保社会责任可以有效地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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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除了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外，还要考虑到与公司有紧密联系的其

它利益相关者的需要。企业应该对股东，债权人，消费者，雇员，供应商，政府机构，社会，

环境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进行合理协调。这些利益相关者既对公司的运营行为和目标实现产

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又受公司运营行为的影响。在实际意义上，每个利益相关者都与公

司的发展历程和经营活动有着紧密的关系，他们既要为公司的运作承担风险，又要为公司的

运作承担责任，同时也要享受公司盈利所带来的红利。同时，各利益相关方又对公司的生产

运营起到了监督与管理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企业和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利益捆

绑的关系，甚至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关系。所以，企业应该主动承担起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责

任，比如法律义务、经济义务、道德义务和慈善义务等
[1]
。在企业的各项运作过程中，资源

是一个整合的整体，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企业在参与社会责任活动之后，可以从不

同的利益相关者处获得对企业创新有利的资源，还可以对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要求进行权衡，

去进行管理活动。李文茜等人（2018）认为，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能够得到很多无

形资产，如企业声誉、优秀文化、员工能力提升和资源
[2]
。这样，企业就能通过履行社会责

任，与各利益相关者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进而获取更多有价值的资源，如自身的生产运作等。

例如，对相关信息进行及时的披露，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帮助

企业获得更多股东的资源投入，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提高消费者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提高

员工的待遇，从而获得创新型人才的青睐等。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逐步的提

升，人们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这也促使了很多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在经济繁荣

发展的背后，实则存在形形色色的问题。从三聚氰胺引发的“毒奶粉”事件，到虚假的疫苗，

到某品牌女性卫生用品中有虫卵，再到最近发生的“老坛酸菜”事件，双汇火腿肠事件，这

些事件都表明，一些公司的产品中有很多未知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另外，有些企业压榨员工的劳动，拖欠工资，不顾员工的生命

安全，对员工的合法权益和身体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更有一些企业在施工过程中，因为

偷工减料，造成了严重坍塌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此外，还有违法排放工业废气和污水，

造成了污染问题。这不仅对社会公众的正常生活产生了影响，还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威

胁。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突出了很多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问题，并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不

容忽视的负面影响，这也就导致了政府各个部门对相关问题进行治理和控制。 

在经济制度的推动下，公司的目的早就不再局限于盈利，而是注重环境、公众和社会的

贡献。在 2012 年，国资委下发了一份文件，要求中央企业必须编制发行社会责任报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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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责任的执行情况纳入对央企的考核；《中国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指南》于 2013 年出版，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上市公司应该主动承担的义务，也是其它中小

企业应该主动承担的义务；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并将

其法制化。2021 年 12 月 24 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公司社会责任的有关规定纳入修改后

的《公司法》草案，向公众征求意见。沪深证券交易所于 2022 年 1 月将企业社会责任的规

定写入了《上市规则》。在此背景下，企业的社会责任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比如鸿星尔克，

白象等公司在洪灾中的积极捐助。总体而言，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组织利益

相关者的作用日益加强，履行社会责任在企业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相关研究也应

运而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企业社会责任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可以丰富理论的发展。

本文围绕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衡量、动机、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等主题，对企业社会责任

的中英文文献进行梳理，进行理论探索。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企业社会责任

的内涵和度量，第三部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和影响因素、第四部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经

济影响，最后一部分是对文献的总结和展望。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衡量 

（1）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CSR）这个概念最初是由一位西方学者 Sheldon 在 1924 年首先提出的。

自从 CSR 被提出以来，已经有很多的学者对 CSR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CSR 的概念也在不断

的发展。Sheldon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既包括了社会道德，也包括了对行业内外人群的需求，

也就是，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应该关注到社会价值。Howard R.Bowen（1953）在

其《商人的社会责任》中，将公司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根据自己的政策与社会目标，做出

与之相关的决定与行为”。Carroll（1979）从经济、法律、道德和企业义务四个层次构建了

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并对 CSR 进行了界定。Jones（1980）指出，CSR 是指企业除了

承担对股东的义务外，还应承担对员工、消费者、供应商与社区等社会群体的义务，而且，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应该是自愿的
[3]
。Mohr et al.（2001）将社会责任视为一种可持续的活动

来降低环境风险和不确定性
 [4]

。Newell et al.（2007）将 CSR 界定为：企业在进行经营活动

的过程中，同时对社会、环境的关注和投资行为，它是自愿和利益相关者产生交互作用的过

程
 [5]

。基于这一点，Carroll （2015）提出，除了与利益相关方的互动之外，CSR还必须将诸

如道德、员工、发展可持续性和分享理念等概念融入其中
[6]
。从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演变过

程中可以看出，CSR 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类型。前者非常强调，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

时，还应该对股东之外的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环境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承担相应的

责任。因此，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需要承担诸如保护环境、关注员工福利、支持社区发展等

方面的责任；后一种观点强调，尽管公司是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但它必须对所有的利

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发挥积极的作用。随着社会对 CSR 的重视和对 CSR 研究的深入，CSR

这一宽泛的定义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 

（2）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 

量化 CSR，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适当的维度指标。由于衡量一个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

的确有一些主观的趋势，因此不同的学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从切入点和评价标准上，

常常是不一样的。对现有文献中对 CSR 的度量研究进行归纳，结果表明，CSR 的度量方法大

致可分为四类：调查问卷法、年报分析法、指数法和专业机构数据库法
[38]

。其中，调查问卷

法指的是通过围绕“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核心关键词，设置相关问题，如“您认为企业社会

责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您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哪些方面？”“您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

该由谁来监督？”等，根据这些问题，制作调查问卷，对不同类别的企业利益相关方进行调

研，获得不同群体的评分，再根据权重相加，获得总的 CSR 得分。年报分析法则主要以公司

的年报为基础，由于公司的年报经常会详细地记载公司的财务和经营状况，因此这种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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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就是，用人工的方式，将公司的年报中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这些可

以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公司的社会责任的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量化，并得到与之对应的

CSR 分数。此外，指数法是一种被用来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方法，它的基本思想是：按

照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分类，得出不同的指标，并对其进行赋值，

对每一项指标进行打分，最终将其加总，就可以得出企业总的 CSR 评分。所谓“专业的数据

库法”，就是建立在专门收集并发布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库中的信息，来

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定量评价提供参考。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 KLD 数据库，润灵全球数据

库，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数据库。在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量化研究方面，国外的研究主

要是基于 KLD 第三方评价机构。因为这个资料库没有测量中国的上市公司，所以不适合在中

国进行实证研究。在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测度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内容分析方法，

二是指标方法。内容分析法是以企业自己所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丰富度和信息披露的

质量为标准，对其进行评分。公司的年报是由公司自己发布的，它有可能会为了得到一个好

的名声，用文字来对自己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修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存在着一定

的主观性；指标评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第三方评价系统，另一种是学者自己建立评价系统。

从客观角度出发，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第三方评估是可信的，其中就有“和讯网 CSR”、“润灵

环球 CSR”等。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和影响因素研究 

（1）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 

企业社会责任被提出以来，得到了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不

仅要对股东负责，而且要对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也成为了学

术界研究的焦点。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动因，可以分为利他动机与非利他动机。最初，多数

学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都是出于利他的动机，是一种道德行为[7][8][9]，这是一种企业

主动考虑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与他们一起分担地方政府负担的表现。积极参加社会

责任活动的企业，因其拥有更好的责任意识，从而降低了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但是，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了非利他动机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中的作用[10]，即企业承担社会

责任的行为并不完全是出于自身的责任，而仅仅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比如，企业主动

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减少风险，有助于公司应对金融危机[11]，能够减少公司的融资成本[12]，

还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让公司获得更好的财务绩效[13]。 

非利他型 CSR 动机是建立在三个方面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一是“合法性理论”，即企业

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表现自己的生产和运营行为符合社会总体的价值和目标，进而得到社会

的认同和赞誉，在社会上取得合法的位置[14][15]，保证自己的自主运营权利不被侵犯[16]，为

公司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声誉资本理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提高企业的声

誉[17][18]，有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还能起到广告效应的作用[19]，有助于有效提升

消费者对品牌的评价[20]，提高顾客忠诚度[21][22]，吸引优质人才加入[23]。公司的信誉不仅能

赢得市场和社会对公司的信赖，而且能为公司带来竞争优势[24]，还能为公司吸引高质量的

资金[25]，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26]。李文茜和刘益（2017）认为，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能够提高科技企业员工创新能力，保持顾客正向反馈，提高企业竞争能力[27]。三是信号

传递理论。通过提升社会责任的承担水平，可以向各利益相关者发出一个信息，即企业可以

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委托代理问题，并获得了其它利益相

关者的信任[28]。完善的社会责任披露体系能够有效地改善信息不对称[29]，向外部传递正面

信号，从而有效地降低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12]，抑制公司的无效率投资[30]，降低公司的融

资成本，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31][32]。 

（2）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的研究基础上，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

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主要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一）外部因素：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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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外部监管、市场环境、社会文化和媒体监管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外部因素。

随着法律和法规日趋成熟和完善，社会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国家清楚地表明了社会责

任承担的必要性，公司将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提升其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33]；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公司更倾向于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提升公司的形象与信誉，以提高公司的竞争

力[34]；社会舆论和媒体关注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在社会公众的过度关注和舆

论的压力下，企业必须注重自己的行为和形象。而舆论的压力越大，媒体对其的关注就越紧

密，企业在社会责任活动中的投入也就越大[35][36]。因为与正面报道相比，媒体的负面报道

会对企业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37]。另外，最近几年，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文化对于公司社

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毕茜等（2015）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

人合一”，“因果报应”，“先义后利”，“修身正心”，“普度众生”，这些都将在潜移默化中对

公司文化，对公司管理人员和员工的行为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38]。邹萍与李谷成（2022）

从儒学的思维特征出发，提出了弘扬儒学文化可以激发民众的道德自觉，形成舆论导向，从

而引导企业把握民意，提高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39]；同理，如果一家企业可以主动地承

担起社会责任，那么它就可以体现出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及一种较高的道德水准[40]。 

（二）内部因素：现有文献主要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影响因素，

并对其进行了分析。首先，已有学者提出，公司规模、盈利能力与公司社会责任绩效之间存

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41][42]，盈利能力高的公司通常具有较大的规模和较高的社会责任绩效。

越是大规模的公司，其品牌效果就越是好，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公司就会自然而然地更加

注重自己的形象，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其次，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程度也是影响公

司社会责任履行的关键因素，更高的公司治理透明度与更高的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效率具

有更大的相关性[43][44]。此外，公司的股权集中度[45][46]、外部董事比例[47]、公司的产权特征
[48][49]以及公司的内部控制[50]也与公司的社会责任密切相关。伴随着高层梯队理论的应用及

发展，不少学者针对高层管理者的背景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一议题展开了

研究和探讨。大多数学者认为高层管理者可以引导与组织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活动的实施。沈

华玉等人（2018）发现，大学学历的高管更注重信誉，更具前瞻性，更能感知到公司所承担

的社会责任[51]。而且，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所拥有的不同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会导致他们

的认知能力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思维和理念有更多的认可，并能掌

握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相关运作模式和实践操作，这是由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社会责任的培

养与管理上都比较成熟，早在 20 世纪就有了比较完备的发展策略与体制[52]，经过这方面的

培训，他们对于社会责任行为也会有很高的认同度，从而激励中国公司去实践。而和中国本

地的主管相比，中国对 CSR 的认识和关注还比较晚，社会公众对 CSR 的认识和执行能力还比

较低。除此之外，金融背景也是高管的一个重要特点，一方面可以给企业带来声誉、获得更

多的资源，另一方面还可以帮助企业改善财务状况，保持企业的健康发展。企业只有在维持

了一定的发展水平之后，才有了更好地发挥社会责任的基础。 

四、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 

作为与各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交流的关键环节，CSR 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受到了广泛关

注，并且主要关注其对经济效益的影响作用。虽然已有大量的经验研究，但对得出的结论还

没有统一的认识。 

迄今为止，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对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和信息披露的正面效应持肯定态

度。以公司治理视角为基础，Hasan（2016）和 Malik（2020）分别提出，实施社会责任可以

通过显著提升企业的生产率[53]或缓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54]，进而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基

于风险控制的视角，Hadjikhani（2016）认为，社会责任可以减少企业的环境和制度的不确

定性[55]；Dumitrescu（2019）认为，社会责任也可以帮助企业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获取竞争

优势[56]。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得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比如，Clarkson（2019）通过实

证分析，发现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越多，股东期望回报率就会略有提高[57]。Su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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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则没有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经营过程及成果造成明显影响[58]。 

在经济后果的研究中，国内的学者大多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在企业的日常运营

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的声誉，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

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沈洪涛（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CSR 信息是一种信誉资源，有信誉保

险作用[59]；何贤杰（2012）还认为 CSR 的履行和披露可以降低公司对外融资的成本，减轻

公司的运营财务限制[60]；与此同时，戴亦一（2014）指出，品牌影响力也是一种重要的战

略资源，它不仅能够帮助公司树立良好的声誉，还能够获得政治资源[61]。从长远来看，王

站杰（2019）认为，社会责任是一种战略性资源，在一定的情况下，它可以成为扭转企业形

象，提高市场份额的重要资源。他建议，应该将社会责任的执行策略提升到顶层，以便对企

业各种战略规划的执行进行有效的引导[6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专家和学者，权小

锋（2015）认为，实施和披露可以降低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但也会导致公司的管理层持有更

多的股票，因此，目前我国公司普遍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自利工具”，从而加大了公司股

票市场崩溃的风险[63]。 

五、总结和展望 

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内容上，国内外的研究主

要集中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度量、动机、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方面。其中，企业对社会

责任的承担如何影响其日常管理决策和绩效指标，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影响因素，

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学者多采用实证研究分析方

法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许多公司都面临着生存的压力。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

对社会责任给予足够的关注，这有利于企业协调各种资源来实现其战略目标，有助于企业与

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凝聚力，可以帮助企业度过经营危机，可以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

此外，企业负责人要从思想上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进行高度重视，并积极地构建相应

的组织机构，确保社会责任可以有效地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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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Literature Review 

Li Xinjia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410000, China) 

 

Abstract：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 closely related to many aspects of corpor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rporate innovation, and corporate value, and has been greatly emphasized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In this paper,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on CSR is 

sorted out and theoretically explored around the themes of connotation, measurement, motiv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SR. It is found that (1)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connotation, measurement, motiv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SR is 

gradually enriched. (2)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focuses on how a company's commitment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affects its daily management decisions and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s well a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ulfillment of CSR. Future research on CSR still focuses on these two aspects, and new 

perspectives need to be discovered in light of new macro and micro environmental changes. Enterprises 

should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en formulat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actively build corresponding organizations to ensure that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n be effectively fulfilled.  

Keywo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luencing factors; economic consequ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