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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并认为可持续性发展是其未

来发展的方向，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也将与时俱进，不断丰满并解决最迫切的社会和环境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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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社会责任缘起与发展  

  在公司没有成为社会商业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前，人们关心的仅是公民自身的社会责

任，而 20世纪初美国企业与经济工业化的紧密结合孕育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思想。经过近

百年的发展，公司社会责任问题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公司理论及实务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1916 年，莫里斯•克拉克在其论文《变化中的经济责任之基础》中首次提出了公司社会

责任的概念，并认为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社会责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司的社会责任。

克拉克于近百年前在美国提出公司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并非偶然：  

  首先，20世纪初期的美国，随着经济发展和集中程度的提高，现代超大规模公司浮出

水面，而且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中显现的权力不断扩大，其拥有的权力甚至已经超出了其作

为经济组织的范围。因此，这些大公司的行为如何受制于公共利益逐步被提上议事日程；  

  其次，上述公司通常采取股份制形式，从而导致公司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公司管

理的专业化开始挑战那些不参加公司管理和工作的消极股东的合法性及其所信奉的利润最

大化原则，从而大大推进了公司社会责任实践的发展。  

  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后，公司社会责任思想逐步影响到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得到了政府，

政府间组织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关注，也开始为企业自身所重视。  

  1976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了《跨国公司行为准则》，提出了要加强对利益相

关者和股东权利的保护，提高公司透明度。这是首份由政府签署并承诺执行的涉及公司社会

责任的行为准则。  

  20 世纪 80-90 年代，公司社会责任已在欧美国家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运动。运动的核心

是环保、劳工和人权等方面的内容，并由此导致消费者对公司的关注点由过去单一的关心产

品质量转向不仅关心产品质量，同时还关心环境、职业健康和劳动保障等多个方面。在这种

背景下，许多知名品牌公司相继制定了相关生产守则，促使自己履行有关社会责任。  

  1999 年 1月 31 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发言中首次提出“全球

契约”的概念。安南指出，全球化在带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社会和政治范

围的失衡，必须制定一套促使跨国公司在全球经营中努力改善人权、劳工和环境的原则。2000

年 7月 26 日，联合国总部正式发起实施“全球契约”活动。全球契约成为公司（特别是跨

国公司）强化公司责任的一个里程碑。  

  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公司治理运动在国际范围的展开，以及绿色和平、环保、社会

责任和人权等非政府组织和舆论的不断呼吁，企业社会责任开始为世界各国更加重视，逐步

发展成一场全球性的运动。2004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修订了其《公司治理准则》，大

大扩展了“利益相关者”定义的范围，明确提出应该制定促进员工参与公司治理的激励机

制，推进利益相关者利益等公司社会责任要求。各国也相继制定了符合本国情况的公司治理

准则或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等规范性文件，对公司社会责任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要求。 

二．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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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社会责任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其对传统公司法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尤其

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构成严重影响。因此，传统思想的拥护者、修正者以及新思想的

倡导者围绕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展开了多次争论，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有两

次，分别是 20世纪 30-50年代的波利与多德关于管理者受托责任的论战以及 20世纪 60年

代波利与曼尼关于现代公司作用的论战。  

  1、关于波利与多德针对公司受托责任的争论  

  其实，两人的观点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现代公司是一个负有社会责任的社会组

织，管理者负有宽泛的受托责任。其争论的焦点在于现实生活中是否缺乏一个使得现代公司

及其受托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机制。波利担心管理者的权力不受约束，而提出用股东的权力限

制管理者。他们的争论看似在法律层面讨论管理者的受托责任，其问题的核心在于现代公司

及其管理者在社会中的作用，即公司究竟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还是一个社会组织；

现代公司中作为受托人的管理者是受托于股东还是受托于整个公司。因此，他们争论的本质

是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问题，即公司和作为受托人的管理者是只要承担对股东的责任还是要

承担对公司所有利益要求人的责任，也就是公司要对谁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  

  2、关于波利与曼尼的争论  

  此次争论与前次波利与多德的争论存在本质性区别。第一，问题的焦点不同，波利与多

德的争论针对管理者的受托责任，而波利与曼尼的争论则是以古典自由市场理论为基础的传

统企业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之争；第二，基础立场不同，波利与多德的根本出发点都认同公

司是一种社会组织，利润最大化不是公司唯一的目标，而曼尼则认为公司仅是一种经济组织，

强调公司社会责任会危及自由市场经济。  

  从上述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种种争论，我们可以发现争论者关注的焦点主要为以下两

点：第一，公司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还是在获取最大利润的同时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第

二，公司管理者是股东的代理人还是公司全体利益要求人的代理人。  

  长期以来，公司社会责任的争论导致了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并不稳固，直到利益相

关者理论的出现才使公司社会责任有了理论依托。利益相关者理论被认为是可用于评估公司

社会责任的最为密切相关的理论框架，公司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呈现出全面结合的趋

势。利益相关者理论弱化了股东在公司的地位，这种弱化体现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否定了公司

是为持有该公司普通股的个人和机构所有的传统概念，提出公司的管理者对于公司主体的全

面而不是个别的成员负有信托责任，也就是说，管理者是一个组织的受托人，而不是股东的

代言人。因此，当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定义公司社会责任时，公司社会责任既包含经济层面，

又涉及道德层面。  

  三、公司社会责任新的方向：可持续发展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的讨论，最早发生于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

环境研讨会上。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

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

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

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21 世纪，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金融化的不断推进，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向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时代已经过去，在 21世纪，更多资源

应被用于解决不平等、贫困和环境问题。  

  2007 年，石油价格的此起彼落引起的恐慌和气候变化的悲观论调充斥着我们的视听，

能源和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在中国，十七大报告再次重申了建设“环境友好型、

节能型社会”的决心，并“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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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而在世界范围内，备受世界

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孕育了“巴厘岛路线图”，规定

2009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举行谈判。由此可见，可持续增长成为 21世纪各国政府经济

政策的主要目标，人类世界将进入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时代。  

  在微观层面，越来越多的公司在论及公司社会责任时，频繁使用“可持续发展”这一名词。

尽管不同人在描述公司社会责任时使用的词汇各有偏好，但是在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的竞争

优势这一点上面，越来越多的人达成了共识。无论人们在谈论企业和社会之间关系时喜欢用

何种词汇，企业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随着世界公司法改革的潮流，

公司社会责任亦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公司立法所确认。 

 

  笔者认为，随着新世纪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也将与时俱进，不断

丰满并解决最迫切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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