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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作为现代化的生命线，亦是企

业立身之本。提升企业公民形象不可缺

少对信用治理的重视，它与企业伦理、诚

信、社会责任与可持续战略等系列理论问

题紧密相关。

一、企业伦理的国际化挑战：

责任缺失与信用危机

（一）塑造企业公民是推动永续经营

与社会和谐的迫切需要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诚信经

济。“企业公民”不仅仅应满足利润与股

东利益，而且应在理性选择下承担所有

社会责任，这就意味着企业不能只满足

于做个“经济人”，还要做一个有社会责任

感和信用道德感的“人”。

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党的十六

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执政理念，2008 年 10月十七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形成以

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

社会信用制度，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

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的治本之策。”对于企业来说，就是要构

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和谐型信用企

业，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在社会上有

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为企业稳健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企业公民、社会责任与信用有着如

同孪生兄弟姐妹般的亲密友爱关系，三

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与相互提高，

形成互利互动的良性循环。一个诚实信

用的成熟型优秀“ 企业公民”必然是拥

有超常战略远见与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

业，而主动履行保护生态环境与慈善关

怀、服务人 群、造 福全球等社会责任，

往往会促进其自身信誉、品牌价值和社

会形象的全面提升，长期赢得广大顾客、

市场的忠诚度和满意度，从而增强其核

心竞争力，推动自身稳健、快速、可持续

发展。

（二）重视伦理责任 ：企业国际化竞

争的必由之路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倡导

伦理责任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潮流，承

担伦理责任被列入无数企业守则，纽约

交易所规定申请上市公司的准入资格之

一就是“全面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未

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应是技术领

先、管理先进并对社会负责任的具有“企

业公民”意识的企业，是能将社会、环境

以及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成功地融入

到企业战略、组织结构和商业经营过程

的企业。而伦理信用已成为企业提高国

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然而近年来国外却披露出系列令世

人震惊的财务丑闻，如美国世通公司和

安然公司的虚假财务报告，引发全球范围

内的诚信危机与金融风暴。舆论媒体频

频爆出的企业诚信问题也令人堪忧。从

巨能钙双氧水、地沟油、瘦肉精，到苏丹

红、“达芬奇”天价家具造假、肯德基“豆

浆门”公众道歉、光明山盟“变质奶加工

再造”等系列事件，引致了企业严重的信

任危机，使得企业伦理受到前所未有的

质疑。当代企业只有把伦理观建设放在

头等位置，才能为企业培育无法模仿的

核心竞争力，取得道德层面与经济层面的

互利共赢。伦理责任已成为对优秀企业

高标准严要求的公认指标。从 1997年美

国推出 SA8000、1999 年推出“道琼斯可

持续发 展指数”， 2001年英国的 FTSE4 

GOOD，到 澳 大 利 亚 的 Repu Tex，可

以看出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可量化的伦理   

责任。

兰德公司对世界 500 强企业跟踪调

查发现 ：百年昌盛的企业能够一直占据广

阔的国际市场，保持着强劲的增长趋向，

当然有长期积累的实力、现金等原因，而

在企业管理中提倡伦理道德观念的文化

熏陶以及运用道德方法推行柔性管理却

是最重要的因素。近年来许多国家日益重

视企业伦理问题，如美国公司聘请专门

伦理顾问，制定伦理章程 ；我国海尔集

团从亏损企业发展到今天中国最具价值

品牌榜首，大多源于其企业伦理和海尔精

 叶陈毅  赵艳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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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铸造优秀文化，推行道德化决策有

助于企业增强工作效率、节省契约成本、

善用人力资源，从而提升其经济效益与

核心竞争力。

二、企业信用治理：“利润”与

“诚信”关系的协调统一

（一）信用评价 ：企业信用治理的必

要前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

善，信用评价已引起学术界和企业界的

极大关注，研究出许多定量技术、支持工

具和软件。然而，现行企业信用评价中还

存在一些缺陷，如过度偏重于偿债能力

指标、仅反映企业过去的财务状况、不能

充分体现未来的发展潜能等。 

建立企业信用等级评价体系，是加

强信用建设、整顿市场秩序、提高会计

信息质量的现实需要。只有建立和完善

企业信用评价制度，才能依据评价结果

形成相应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和奖惩

机制，才能有效地规范企业市场行为，帮

助企业成为依法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

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才能推动

我国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统计显示，

我国企业坏账率高达 5% ～ 10%，而美国

企业坏账率仅为 0.25% ～ 0.5%。不仅如

此，美国企业的账款拖欠期平均是7天，

我国平均却有 90多天。因此，建立一套基

于企业价值、着眼于企业成长性、评价企

业信用现状和未来发展潜力的信用评价

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制度建设 ：铸造企业伦理信用

的可靠保证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

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更为原始

和深层。道德、习俗、伦理规范、文化、

意识形态是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非

正式的制度安排（林毅夫，1989）。道德

与法律只不过是一种特别的给人们的行

为及其后果进行社会定价的装置，均起

节约交易费用的作用。

依据科斯理论，失信会增加交易费

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失信行为的蔓延

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普遍性的道德沦丧，

而应反思现行制度，如果导致经济人发

现选择机会主义的失信行为有利可取，

损人利己行为惩罚不够，就会出现经济

学当中所讲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

良币。吴敬链（1998）认为发生信用风险

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为控制这

种风险，当务之急是建立整套严格的信

用管理体系。机会主义倾向只能靠道德、

信誉、制度来解决（尹伯成，2000）。而

解决目前市场经济中存在信用缺失问题，

需要从制度建设入手进行系统治理（张孝

德，2009）。

目前我国企业伦理责任建设的突出

弊端就是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难以结合，

无异于空中楼阁，缺少制度保证。欧美国

家的绝大多数企业伦理制度非常完备，从

伦理规章到伦理教育早已构建出系统化

的制度。要借鉴国外企业伦理责任建设

的先进经验，唯有适应特殊的国情，建立

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责任制度，使

特定的规章制度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

紧密联系，推动伦理分析、评价和选择

融入企业的决策、计划、组织、指导、协

调和控制过程。政府部门要加强行政监

管，对败德失信者严格问责追究，依法制

裁，杜绝形式化的监督。

（三）会计信用治理 ：企业信用治理

的关键

构建会计信用治理体系是企业信用

治理的基础和关键。建立会计信用治理

体系是长期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必

须注重长效管理、标本兼治，既要借鉴国

外成功经验，又要立足本国实际。会计信

用治理体系应由制度安排、信用文化和

运行机制三大部分组成。其中作为有形

约束的法律制度是保障，作为无形约束的

道德文化是灵魂，运行机制是体系发挥

作用的必要前提，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会计信用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框架

是 ：会计信用的法律奖惩制度、信息披

露监管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激励约束制

度。其中，法律奖惩制度是有力保障，信

息披露监管制度是确保会计信用质量的

重要手段，内部控制制度是决定会计信

息真实性的关键，激励约束制度是防范

企业造假的根本措施。

法律制度是底线，伦理道德是高标

准的内在约束。然而制度不能解决一切

问题，会计信用体系建设仅靠正式制度的

有形约束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借助于会

计道德准则的力量才能得以切实执行。为

了形成良好的会计信用文化氛围，应由政

府、企业、社会联手治理，加强沟通与合

作，群策群力，营造全员参与、安定和谐

的社会环境，从而彻底遏制会计失信行

为的发生。

信用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视

为文化软实力，其优点在于考虑长期的目

标。升华信用道德可赢取进入国际市场

的通行证，增强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运

用伦理判断可评估技术的社会效用，以

优化社会整体福利。信用道德的战略性

体现在道德投入到利润产出之间的恒久

性，以及道德对经营发展具有的持续推

动力。信用道德力可激发企业内在潜能，

平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借助优

化与整合资源，提高企业绩效，使公司

赢得公众、顾客、投资和供应商信任，从

而获得竞争优势。

[ 本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772008）、

河北高校学科拔尖人才选拔与培养计划资助

项目（CPRC049）、河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11457201D-34）的资助]

（作者单位 ：石家庄经济学院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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