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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社会责任 会计的

理论基础及理论结构

秦 勇

社会责任会计（Social R esponsibility A ccounting）

自其作为一门新兴的会计分支学科于 20 世纪 60 年代

形成以来，不论在会计学术领域还是在企业和政府行

为方面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并日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本文对以企业为控制对象的社会责任会计（即企业社

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及理论结构作一些粗浅的探

讨。

一、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

1.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哲学及伦理学基础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作为独立的经济

实体，是以 一 定的价值伦理为基础而构建的。在现代企

业观形成以前，企业唯一的目标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企业的这种社会价值观可上溯到企业发展初期以英国

哲学家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哲学。这种以利己为

价值取向的哲学把“增多还是减少当事人的幸福”作为

人们的行为准则。早期的经济学家如斯密及大 卫·李

嘉图都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并体现在他们的经济思

想中。在他们看来，“唯利是图”是当时社会的一般价值

标准。在这种经济哲学环境中，企业自然而然地将纯经

济目标——即利润最大化作为企 业经营的唯一目标。

而作为经济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学（主要是财务

会计），必然依存并服务于企业营运这一基本目标。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哲学思想上的创

新与变革，许多新的价值伦理观念开始影响企业的生

产经营思想。本世纪上半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及两

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以巨大的震

撼；加之企业间生存竞争日趋激烈，以及高失业率，环

境污染等问题的长期困扰，在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一

种新的社会价值观——“自己的命运以一种不受理性

的、公正的支配方式同别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传统

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开始向社会价值伦理观转变。在这

种哲学背景下，经济学理论界和企业界越来越注重企

业——这种“社会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对在

“功利主 义”哲学指导下企业纯经济目标的继承与修

正，一种新的企业价值伦理观形成了，即认为：企业不

仅要实现其经济效益目标，同时还应实现一定的社会

效益目标。新的企业价值观对原有会计理论提出了挑

战，旧的会计理论有些方面已无法适应社会价值观的

这种转变，于是以揭示企业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及其

对社会的影响为基本目标的新的会计学科——企业社

会责任会计就应运而生了。

2、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经济学基础

会计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产生、创新

与发展必然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学基础，社会责任会计

亦是如此。自美国会计学家林诺维斯于 1968 年首先提

出“社会责任会计”的概念以来不过 20 余年，但其经济

学理论渊源可一直上溯到古典经济学，对其基本概念

所作的研究也可追溯到 19 世纪早期。1819 年，法国经

济学家西期蒙第在其《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中第一

次明确提出“社会成本”概念。1923 年，约翰·莫里斯·

克拉克提出了建立“社会成本簿记”的思想和“社会价

值”的概念。在其《社会经济学导论》中，克拉克详尽阐

述了“社会价值”概念，他认为：社会价值应包括私人消

费的效用以及由私人负担的社会成本两部分。另外，以

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也是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的一

个重要来源。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庇古提出了“外

部效应”一词，并将其划分为“外部节约”。（即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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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效应”）和“外部不经济（即有害的“外部效应”）。

此外，美国经济学家科思的社会成本思想和制度学派

的卡普的社会经济学思想也为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理

论基础。卡普在其 1950 年出版的《私人企业社会成本》

专著中，在用货币和数量对环境污染、失业、歧视等造

成的社会成本进行反映计量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所

有这些都为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与发展提供 了思想理

论基础。这样，被称为会计学领域一场革命的社会责任

会计的提出也就水到渠成了。

综合上述两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责

任会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是社

会经济和经济学、哲学等理论发展演变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它反映了企业运行方式和价值判断标准的重大

变革。

二、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结构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以下代之以 ESR A ）作为一门

新兴的会计学科，其系统化理论还有待进一 步发展与

完善，本文试就在建立其理论框架结构方面作些尝试。

ESR A 理论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基础理论部分和

专门化理论部分。这两部分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

构成 ESR A（见上图）的理论体系。限于本文主旨和篇

幅，下面将只对其具体内容作简要说明。

1、ESR A 基本理论

这里，首先应该明确何谓企业社会责任会计（ES-

R A ）。关于 ESR A 的定义，理论界已有不少说法。通过

综合分析研究，我们可给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下定义为：

E SR A 是把企业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当作社会责任并

以此为中心，对企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结果进

行的反映、衡量、控制、分析和揭示。上述定义明确了

ESR A 的会计主体是企业，其职能从根本上说仍然是

反映和控制；同时也对其反映和控制的客体（即对象）

及衡量和揭示的内容作了规定—— ESR A 的会计对象

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其衡量和揭示的内容则是与企业

行为相关的社会和经济结果。作为 ESR A 基本理论的

一 个方面，笔者认为对 ESR A 对象和内容的研究主要

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企业的社会责任应包括以

下几个基本方面：

（1）企业对投资者及债权人的责任。这主要体现在

企业收益方面，同企业的经济目标是一致的。

（2）企业对职工的责任。企业应当为职工提供良好

的工作环境、培训及提升的条件，以及福利等，以促进

职工与企业目标达成一致。

（3）企业对消费者（或用户）的责任。企业应保证其

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及安全性，提供售前咨询及售后

服务等，尊重消费者权益。

（4）企业对政府的责任。企业应当守法经营，按时

足额上交税金等。

（5）企业对社区及环境的责任。即企业对所在地区

公用设施、文教体育及慈善事业等提供人、财、物支持，

及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治理提供服务及捐赠等。

上述这些有关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方面事实上都

是以一定的会计目标为导向的，ESR A 的目标体系可

据此划分为两个层次：

（1）提高社会效益、协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

系是 ESR A 的基本目标。

（2）真实而公正地向外部及内部信息使用者提供

社会责任信息是 ESR A 的具体目标。

与一般会计理论一样，ESR A 理论也要依存于一

些特定的假设，也需要一些特定的原则作为指导。企业

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假设有：①会计主体假设；②持续

经营和会计分期假设；③多种计量单位并用假设。前两

点与一般会计假设含义相同，这里不再赘述，多种计量

单位并用假设则是 ESR A 理论所特有的。由于 ESR A

会计对象的特殊性，传统的货币计量无法对社会责任

进行有效的反映和衡量，必须综合采用货币的、数量

的、实物的计量单位对企业经营的社会效益经济结果

进行计量。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原则有：①社会性原则；

②真实性原则；③充分揭示原则；④政策性原则；⑤一

致性原则。

ESR A 的相关概念体系包括对 ESR A 相关基本概

念（如社会资产和负债、社会成本、社会效益等）的定

义。明确这些基本概念是提供正确的社会责任信息并

对其进行有效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比较 ESR A 也是 ESR A 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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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过将 ESR A 与宏观社会会计、一般财务与管理会

计和其它类型的社会责任会计进行对比研究，才能更

好地理解 ESR A 的基本内涵；通过 ESR A 的国际间差

异的对比研究，才能更好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善这

门年轻的会计学科。

2、ESR A 的专门化理论

ESR A 专门化理论是对 ESR A 可操作的具体内容

所作的专题研究，是以 ESR A 基本理论为基础的。笔者

认为 ESR A 专门化理论应包括：

（1）E SR A 计量模式理论。会计计量是会计活动的

核心职能。如前所述，ESR A 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 ES

R A 的计量也有其特殊性。传统计量模式根本无法适应

ESR A 计量的这种特殊要求。因此亟需建立一整套符

合 ESR A 特点的系统化计量方法体系。目前理论界对

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

（2）ESR A 分析与控制模式。会计分析与会计控制

也是会计活动的基本职能。对 ESR A 特殊的会计信息

的分析与控制必须采用其特有的模式。如可采用社会

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按照市场价格把经济活动的

外部影响进行内部化处理，从社会环境与经济的综合

高度将经济活动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效应结合起来对企

业经营决策作出环境和经济评价，同时运用 ESR A 的

控制模式对企业决策目标及决策过程进行修正和控

制，使之符合 ESR A 的目标和原则。

（3）ESR A 报告模式。编制 会计报表（报告）是会计

信息输出的 主要途径。ESR A 的报告模式是与计量模

式紧密相关的。它必须根据所采用的计量方法采取不

同的形式。较简单的 方式如叙述性揭示报告，较复杂的

方式如编制社会收 益表、社 会——经济营运表，甚至社

会资产负债表等。这些报告的具体形式目前还缺乏规

范，但都是按照 ESRA 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来编制

的。

（4）E SR A 的法规和制度模式理论。任何一种理论

要成为可实施的理论就必须有其 付诸实践的制度保

证。ESR A 理论就是如此，但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如法

国）制定了有关的制度法规，且多为 一 个或几个方面的

简单规定，还没有完整的、详尽的和具体的 ESR A 法规

制度。

从上述简单介绍可以 看出，ESR A 理论还有许多

方面仍然是空白，还需要不断发展与完善。但可以肯定

的是，尽快建立发展 与完善适合我国实际的 ESR A 理

论体系和制度法规体系，以规范微观经济主体的社会

经济行为，从而从微观层次 上提高整个社会的宏观社

会效益不失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提供良好

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有效途径之一。

责任编辑  刘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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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周期

与

流动资金周转天数
王 左军

在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中，有两个概念容易

混淆。这就是营业周期与流动资金周转天数。这两个概

念有着不同的含义，使用在不同的方面，也有着不同的

计算方法。

《 企 业财务通则》中说，流动资产是指 可以 在 一年

内或者超过一年的 一个营 业周期以内变现或者运用的

资产。由此可 见，某个企 业的 营业周期的 长短，是判定

该企业某些资产是否属 于流动资产的一个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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