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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社会责任正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但鲜有专注于高新技术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结合高新技

术企业的行业特点，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契约论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建了高新技术企业社会责任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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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 20 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类社会在

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承受着诸如环境污染、产品

质量安全等负外部性的压力，特别是企业在追逐利润最大

化时所带来的外部问题，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企业的

社会角色。在理论界，自 1924 年美国学者谢尔顿提出了企

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这一概念

后，西方的一些经济学者和管理学者对企业是否应该承担

社会责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

义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有且仅有一种社会责任，就是在法

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增加

其利润的活动［1］。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企业作为单位公

民，必须如同自然人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一样，承担相应

的企业社会责任，比如卡罗尔［2］在其著名的“企业责任三

维概念模型”中指出，社会不仅要求企业实现其经济上的 

使命，而且期望其能够遵法度、重伦理、行公益，因此，

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

任或道德责任，以及自行裁量责任即慈善责任之和。而后，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以人为本社会价值观念的强化，企

业社会责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比如著名的《财富》

杂志和《福布斯》杂志均将企业社会责任列为企业排名的

计分标准，沃尔玛等著名企业在进行采购时有包含企业社

会 责 任 内 容 的 验 厂 标 准 ， 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社会责任标准)也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世界经济交流与合

作的深入，国内的理论界与企业界也开始关注我国企业的

社会责任问题。有调查表明，81.13％的公众对企业社会责

任“非常关注”或“关注”［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已要求上市公司发布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也鼓励中央企业带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现在很多企业都把本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放在公

司主页上，并接受社会的监督。在理论界，不少学者结合

我国实际，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这些研

究鲜有专注于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高新技术

企业的社会责任。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面对金融危机，积

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传统的

研究更多地关注于企业如何依靠技术创新获得竞争优势，

而忽视了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出现的环境污染、劳工保障缺失等问题正不断警醒人们。

因此，如何促使高新技术企业自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树

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这不仅对提升我国的经济竞争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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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而且还关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拟从分析

高新技术企业的行业特征入手，探讨高新技术企业社会责

任的本质内涵，进而构建高新技术企业社会责任模型，将

高新技术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化、模型化，为这类企业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提供理论借鉴和行动指导。 

1 高新技术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界定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不同学者与研究机构进行

了不同的界定。早在 200 多年前，亚当·斯密［4］就在《国

富论》中指出，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

对社会全体的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

会 决 不 能 说 是 繁 荣 幸 福 的社会 。 凯 斯 ·戴 维 斯 和 罗 伯

特·L·卢布姆斯特朗［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谋求企

业利益的同时，在保护和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方面所应承担

的义务；斯蒂芬·P·罗宾斯［6］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超

过社会法律和经济要求的、企业为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

目标所承担的责任。 

自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Institute)于 1963 年首次提出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这一概念后，安索夫［7］是最早

使用该概念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要制定理想的企业目标，

就必须综合考虑企业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

冲突的索取权，这些人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

商以及顾客。卡罗尔借用利益相关者概念发展出“企业责

任三维概念模型”，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

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8］。卡罗尔将利益相关者引

入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为后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利益相

关者理论强调关注与企业经营和发展相关的任何人和群

体。高新技术企业也具有和其它企业一样的内外部利益相

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雇员、消费者、当地社区以及自

然环境等。因此，从一般意义上看，高新技术企业应该对

上述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比如为股东获利、保障员

工的应有权利和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为消费者提供

安全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与社区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但

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命支柱是技术创新，在这一过程中，

企业既要关注创新的主体雇员，也要关注创新的客体技术。

如果说一般企业的社会责任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

责任的综合体，那么，高新技术企业的社会责任对其中的

道德责任要求更高。 

2 高新技术企业社会责任模型的理论基础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不仅要为股东服务，而且还

要为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服务，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

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

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些主体的利益。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

是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模型的理论基础，现有企业社会责任模

型大多是以该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但目前的企业社会责

任研究常常只能为企业提供一般意义的参考和借鉴，对具体

的企业由于缺乏对行业特点的关注而难于进行实质性的指

导。高新技术企业的最大特点是对知识和技术创新的追求，

这就要求高新技术企业不仅要有创新的能力，而且要主动选

择符合社会价值取向的技术及其实现方式。 

企业契约理论认为，企业和社会之间也是一种契约的

关系，这些契约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企业作

为社会组织，其存在的意义不完全是提供产品和服务、创

造利润和就业机会，企业的价值在于创造社会财富。企业

是一种人格化的组织，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应当自觉履

行其契约。比如，按照合同的约定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产

品和服务，给雇员提供劳动的保护措施。有些约定是隐含

的，比如给雇员提供公平的晋升机会、保护环境和节约不

可再生资源。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显性

契约和隐性契约的混合体。制度既包括正式的约束，也包

括非正式的约束。正式制度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体系，总有

失效的时候。一方面，正式制度的约束空间有限，只能对

那些违法、违规的行为进行约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经济

活动；正式制度的确定，如立法本身还有天生的“滞后性”。

另一方面，正式制度的调节成本通常较高。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诺思认为，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制度中，法律等

正式规则在规范人们行为的总体约束中也只占少部分，大

部分行为空间是由伦理道德、习俗等非正式规则来加以约

束的。因此，只有正式制度显然不够，还必须充分发挥伦

理道德这些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在高新技术企业的社会责

任中，除了显性的规范外，更多的是需要企业自觉遵循的

隐性规范。 

3 高新技术企业社会责任模型的构建 

技术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灵魂。自从人类社会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高新

技术企业的生产是以技术为核心，企业的发展建立在知识

的学习、挖掘、存储和使用上。模仿只能带来暂时的利益，

一个企业要想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来改造老

产品、开发新产品，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

高新技术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包括技术伦理责任、人本管

理责任、产品和服务责任、环境和资源责任以及公益慈善

责任。 

3.1 技术伦理责任 

现代高新技术不仅从物质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而且也从精神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影响到了人

们的衣食住行。比如基因技术在粮食领域的运用，既带来

了产量的增加，也增加了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困惑；克隆

技术推动了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也冲击了传统的人类自

然生殖行为；核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目前正面临的能源紧张，

但也在累积处理核废料的困难。技术应用上的复杂化趋势

及其导致的观念与利益间的博弈，正影响着高新技术的研

究和产业化。因而，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技术时不得不考

虑相应的伦理问题。技术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本质特征，

也是高新技术企业保持强劲竞争优势的关键。但高新技术

企业不能完全脱离人类的伦理价值观来发展技术，它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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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科学创新的一般规律，也要尊重人类的伦理传统。实

践证明，仅仅依靠技术本身的力量，将无法实现防范和减

弱现代技术负面效应的目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

的重要力量，应该思考、预测、评估由科学知识带来的可

能的社会后果，避免因技术的不当运用给社会和人类带来

的潜在危胁，以免危害社会、危害人类。 

3.2 人本管理责任 

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密集型企业，员工的文化水平较

高，这既是企业的宝贵财富，也给企业的管理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现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依靠员工积极性的

发挥，特别是掌握核心技术的知识员工的创新能力对企业

的发展至关重要。对文化层次高的员工的管理显然和泰勒

时代的管理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层次越高的人，其自尊心

往往越强，越希望受到尊重。在企业管理中，越是关心员

工、尊重员工，就越能激发出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

别是从事技术研发的人员，往往需要一个较宽松的研发环

境。如果企业仅仅从短期目标出发，过于倚重短期考核和

一些惩罚性措施，将难于让研发人员潜心进行大的研发项

目。人本管理就是要尊重员工及其成果，不断致力于改善

员工的工作环境，竭力促进员工的发展，把企业的发展建

立在员工个人的发展基础上。 

3.3 产品和服务责任 

由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别的企业的最大

不同就在于，其专业化程度较高，普通消费者进行使用和接

受需要一个过程。因此，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责任

就是，一方面要提供安全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要增加

其易用性。提供安全的产品是企业最基本的义务，其次才

是赚取利润、为员工提供良好的薪酬、照章纳税等义务。

如果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存在安全忧患，将给企业带来

巨大的潜在经营风险，甚至会影响到企业的存续，三鹿集

团的破产就是最好的例子。由于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对于生产者和设计者看似简单的操作，但对于一

般的消费者都可能是很复杂的。高新技术产品的专业化程

度通常较高，普通的设计介绍和产品说明都可能增加消费

者的使用难度，因此在产品的设计过程中要注重适宜用户

使用、增强产品的易用性。 

3.4 环境和资源责任 

高新技术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并为社会创造财富

的同时，也在不断消耗自然资源与能源，并影响到原有的

自然生态。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

的好坏关乎人类的生活质量，严重的环境污染会影响到人

类的生存。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自然资源的消耗，

资源稀缺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最近几年，我

国各种自然资源的供给日趋紧张，资源的供求矛盾日渐突

出，而企业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资源消耗是主要原因。因

此，高新技术企业要利用自身的研发优势，带头降低能源

消耗和“三废”的排放，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实行清洁

生产，开发节能产品，缓解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自

然资源日趋紧张的态势。 

3.5 公益慈善责任  

企业作为单位公民，应该如同自然人一样，在力所能

及的情况下积极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以回报社会，这也是

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积极从事公益慈善事业，

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家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而且能培养其后

代和整个社会的奋斗精神。因此，许多富豪都认同卡内基

的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比如“股神”

巴菲特、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都热衷于慈善事业，他们

把慈善行为看作生活的一部分。公益慈善行为作为一种特

殊的财富转移支付方式，是以行为主体的爱心为基础的，

属于道德范畴，通常不具有强制性，这就要求行为主体具

有强烈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人类社

会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更应通过自己的行为在社会中树

立良好的形象，倡导积极向上的道德风尚。 

4 高新技术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核心竞争

力分析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越来越难依靠速度、质量和服

务等传统竞争要素获得比较优势，技术创新正在成为包括

高新技术企业在内的众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内驱力。积极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培育企业的学习力和创造力，帮

助企业获得技术比较优势，培育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最

终在创新团队的基础上形成创新型组织，从内涵上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 

4.1 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学习力和创造力 

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的学习和创新越来越重要，

高新技术企业欲实现技术创新，首先就要提升组织的学习

力和创造力。企业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能树立良好的

企业形象，强化员工心中的企业愿景，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这又将进一步推动企业各部门和个体员工突破自己的学习

壁垒，培养组织及员工的系统思考能力，形成组织学习的

知识网络，加快企业的知识更新速度，提升组织的学习能

力和创造力。技术研发工作很多时候需要依靠研究者的灵

感来推动，宽松、和谐的工作氛围更有利于促进研究者迸

发出奇思妙想。人本管理通过真诚地尊重和关心雇员，使

员工怀着愉快的心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能有效激发

员工的创造力。 

4.2 有利于获得技术比较优势 

面对技术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的现实，企业获得技术比

较优势的压力越来越大。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可以使企业的技术更具前瞻性和适用性，进而拥有

技术比较优势。高新技术企业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关注技

术伦理问题，可以让其研发的技术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和

价值标准，避免因为不符合社会的价值标准而无法实现技

术的产业化。另外，在研发过程中注重产品的安全性和易

用性以及很好地处理环境和资源问题，其本身就可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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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研发水平，帮助研发部门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从事

研究和设计工作。因此，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更好

地走在技术前沿。世界上的优秀企业，比如波音、通用电

器等著名公司，无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4.3 有利于形成创新团队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优势不仅来自于企业及

其员工的学习和创新能力，还来自于企业对知识的整合能

力。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实施人本管理，

有助于形成创新团队。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

竞争，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人力资本是其基础性资源，

是企业竞争力的来源，在高新技术企业尤其如此。企业在

经营的过程中，真心地关心和尊重员工、实施人本管理，

将有效地增加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在此基础上，员工会

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提高，快速地更新知识，有效地开发和

利用知识。西门子公司“自己培养自己”的口号，正是公

司在管理“人性化”上的深刻见解。同时，企业积极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使企业在社会中获得较高的美誉度，

在招聘人才时，往往能吸引到更多优秀人才。 

4.4 有利于培育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形成的足以影响

企业整体行为及员工行为的价值观念，是企业员工共同的

价值观、理想和信念。技术是硬性的，但人是具有能动性

的，企业员工的创新行为、团队协作均与企业内部的文化

密切相关。技术创新离不开孕育创新的环境——鼓励创新

的企业文化。实践证明，没有企业文化作为保障，即使全

盘照搬某些优秀企业的运营模式，也难于复制其成功。比

如，谷歌的文化核心就是快乐工作、激发创造力。高新技

术企业在实践企业社会责任过程中对员工的尊重和关注，

可以在企业内部形成民主、平等的文化氛围。企业对高品

质产品和服务的不断追求、对人类社会环境和资源的责任

诉求，也将激发员工的创造激情。 

5 结语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企业应在发展中关注利益相

关者的共同利益。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全

球化的推进，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先锋，必

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这种竞争也将从传统的质量、

价格和服务上的竞争上升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竞争。因此，

高新技术企业应当适应时代的潮流，积极履行包括技术伦

理责任、人本管理责任、产品和服务责任、环境资源责任

和公益慈善责任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而从内涵上提升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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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 on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been boosted up for many years, but few researches paid attention to the 

high-tec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tech corporate, the high-tec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modeled on the application the theory of stakeholder, corporate contract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 

high-tech enterprise will enhance its core competitiveness by performing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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