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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乡镇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从乡镇企业的社区责任、环保责任和人文责任等方面，探讨了
乡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自身发展的关系；从乡镇企业履行对农业、农村及其社区的责任状况，阐述
了乡镇企业履行社区责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尚存在的不足，指出乡镇企业的社区责任范畴还可作进
一步拓展，探讨了乡镇企业在履行社区责任过程中，政府所应发挥的作用等问题。
在关于环保责任的研究中，通过分析乡镇企业污染的特征和表现，结合环保的普遍规律，认为由于政
府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双重作用不力，导致乡镇企业履行环保责任总体上是缺失的，并据此提出了相应
的对策。
在关于乡镇企业人文责任的研究中，作者认为农村公共事业的责任最为迫切，而从更加深远的意义思
考，以企业文化为纽带的企业发展是促进乡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精神动力。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在经历了从过去社队企业到现在的乡镇企业转制发展过程中，企业
社会责任的内容、结构和责任形式也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具体表现为有些社会责任领域得到了加强
，而有些领域则已经或正在削弱。
作者尝试通过探究这一发展规律，寻找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与途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乡镇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

作者简介

　　李钟植（1961年），男，韩国人，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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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第一种直接介入模式中，社区乡村基层政权机关直接决定乡镇集体企业领导的人选和任命，直
接管理乡镇集体企业的利润分配，直接审查或决定乡镇集体企业的经营方向方针，直接决定新乡镇集
体企业的兴建和旧乡镇集体企业的优化组合。
此类政企关系是小范围政府（乡村基层政府）集权模式，是小范围的大政府（政府权大）小企业（企
业权小或无独立权利）政企关系模式。
这种模式有多种多样的表现途径、方式。
对于传统乡镇集体企业，政府的意图可以直接通过行政命令实施；对于股份化企业，政府可以以大股
东身份，实现对企业的控制；对于承包经营企业，政府可以通过发包、承包合同管理，贯彻自己的意
图。
　　第二种模式以乡镇为单位成立农工商总公司（或称实业总公司、集团公司等），农工商总公司是
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行使者（集体资产管理经营公司），相对独立地行使经营管理职能。
当然，农工商总公司要接受乡村基层政权机关的监督，但乡村基层政权机关并不直接干预乡镇集体企
业领导人的任命等事项。
这种权能随着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而得到强化和壮大，乡村基层政权机关的社会服务和管理能力依赖
于农工商总公司的发展，乡村基层政权机关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社会治安、提供社会福利等职能。
这种模式是乡村小范围大企业（主要指农工商总公司集中大量的经济权利）小政府（乡村基层政府以
经济社会服务为主，不直接管理经济，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由高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完成）政企关系
模式。
　　第三种关系模式是乡镇企业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
与乡镇企业发生关系的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是各级产业、工商、税务管理部门。
政府各级产业、工商、税务管理部门对企业的管理是规范性、基础性、规则性管理，是对企业运行框
架的规范。
乡镇企业接受它们的管理是必要的，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要求的。
典型的是乡镇企业局机构，有些乡镇企业局对乡镇企业的事务直接干预过多，以乡镇企业的婆婆自居
，对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事务指手画脚，甚至限制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对乡镇企业实行收权
，严重抑制了乡镇企业因地制宜发展的积极性，阻碍了乡镇企业的健康成长，大有走国有企业与政府
的传统关系的老路的趋势，它应该是乡镇企业的服务者，只能是政府的参谋，而且这种服务、参谋职
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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