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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延续和发展《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09)》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的基础上，我们组织编写了《企
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10)》。
全书由总论、指数篇、专题篇和附录四大部分构成。
    总论即“中国100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2010)”。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构建出一套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现状和责任信息披露水
平的综合评价体系，以中国100强系列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财务报告、企业官方网
站等公开渠道搜集企业主动披露的责任信息，对国有企业100强、民营企业100强、外资企业100强
在2(K)9年的社会责任管理现状和信息披露水平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形成中国100强企业社会责任发
展指数(2010)。
    指数篇是对总论的细化解读，由“责任管理指数”、“市场责任指数”、“社会责任指数”和“环
境责任指数”四章构成。
在概述企业在社会责任管理、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员工权益保护、安全生产、公益活动和环
境保护等方面年度进展的基础上，上述章节分别对中国100强系列企业的责任管理指数、市场责任指数
、社会责任指数和环境责任指数进行了详细解读，分析总结其年度特征。
    专题篇是对重要企业社会责任专项研究成果的汇编，由“ISO26000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政府
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工具选择与实践经验”、“中国100强企业官方网站CSR专栏发展指
数(2010)”、“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信息披露”和“国内外企业基金会的运作与启示”五章构成。
其中，“中国100强企业官方网站CSR专栏发展指数(2010)”是一项新的年度跟踪评价，从网站可见性
、结构完整性、信息动态性、信息互动性、访问友好性、视野国际化等六个方面对企业官方网站的社
会责任专栏进行分析和评价，以研究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网站的发展特征，推动企业重视CSR专栏建设
。
    附录一详细呈现了中国100强系列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2010)，附录二详细呈现了中国100强企业官
网CSR专栏发展指数(2010)，附录三收录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基准调查(2010)，附录四梳理了2009年企
业社会责任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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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和经济政策研究工作，曾任首钢总公司党委研究室副主任、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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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企业社会责任推进机制研究”、“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中心合作
课题）、“灾后重建与企业社会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委办课题）；编著《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编写指南（CASS-CSR1.0）》、《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2009）》、《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
》、《政府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等专著；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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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ISO26000首先在七个核心议题中强调组织治理是处于核心地位，是其他核心议题能够顺利实施的
重要保证。
然后着重强调对利益相关方的识别以及权益的保护。
在提出的七个社会责任原则中的“尊重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原则强调了组织应当准确识别其利益相关
方，意识并尊重本组织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和需要，并回应它们表达的关切，承认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和
合法权利等。
同时专辟第五章“辨别社会责任并促使利益相关方参与”一章，在强调组织对利益相关方的识别与其
关系的同时，提出利益相关方认定及参与是解决组织社会责任的中心问题。
最后，对人权、劳工实践、环境、公平运营实践、消费者以及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较
为详细的阐述和规定。
这种结构安排有利于促进其他利益相关者能够积极有效地参加组织治理，优化了组织治理的结构，提
高了治理水平。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股东权益最大化。
股东权益最大化是企业存在的重要目的，企业对股东负有盈利责任。
表面看来，履行社会责任增加了成本，削减了股东利益，而实际上，股东利益最大化和企业承担社会
责任是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关系。
一方面，企业存在于社会中，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企业必须在不损害社会和环境的前提
下进行利益最大化经营，并应促进社会的共同发展，只强调企业盈利而忽略社会责任，在今天信息如
此透明的社会中是行不通的，也更无法保证股东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要依赖于企业不断的盈利，企业作为经济实体，只强调社会责任而忽略了企业盈利也就违背了企业存
在的基本目的，股东利益最大化更无从谈起。
因此，抛弃了社会责任，企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第二，ISO26000将人权和劳工实践等内容作为核心主题，对组织成员的聘任、工作环境、待遇等
方面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
加入WTO以后，欧美等国家之所以对我国产品反倾销的案例时有发生，其重要原因就是我国产品的低
劳动力成本导致的产品价格低廉，这成为我国产品出口的一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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