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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企业社会风险是指企业因

社会事件的发生而蒙受的损失，如战争、

种族冲突、暴乱、罢工、经济危机、产业

政策调整等企业无法抗拒的因素使企业

遭受的系统性风险。笔者则从企业社会

责任的角度，把企业社会风险解释为企

业忽视社会责任所承担的损失，如声誉

损失、法律制裁、交易成本增加、消费者

抵制、人才流失、再融资困难以及经营

停顿等。企业的社会风险将影响企业自

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会造成巨大的

社会成本，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发

展。所以，应对其加强防范与控制。

一、企业社会风险的特征

1. 从企业社会风险的产生来看，它

具 有自利性特 征。企业的任 何一种风

险都产生于企业自身的行为或其它组织

的 行为或 环 境 的不 确 定性（Kyt le and 

Rugg ie， 2005），企业社会风险也不例

外。但不同的是，企业社会风险产生于企

业的自利性行为，即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而

忽视社会责任，损害各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这种自利性行为会受到各利益相关

者的抵制，最终使企业自食苦果，承担

社会风险。

2. 从企业社会风险的承担来看，它

具有外部性内部化特征。在新制度经济

学中，外部性内部化是指个人或组织的

行为后果将由产生这一行为后果的个人

或组织来承担。如果企业忽视社会责任

而损害了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那么各

利益相关者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惩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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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使其承担后果，付出代价。

3. 从企业社会风险的结构来看，它

具有复杂性特征。企业在对股东承担经

济责任的同时，也要对债权人、员工、消

费者、客户、政府、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

者以及生态环境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对

这些社会责任的忽视就会产生不同的社

会风险。同时，企业社会责任风险还要

受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程度、企业外部

治理机制的完善程度以及各利益相关者

自我保护意识的强弱程度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

4. 从企业社会风险的后果来看，它

具有“双损”性特征。即企业忽视社会责

任不仅会给自身造成社会风险，影响其

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影响整个经济社

会的和谐发展。

5. 从企业社会风险的控制来看，它

具有可控性特征。企业社会风险是由于

忽视社会责任所致，因此可以通过对企

业社会责任的管理来实现对企业社会风

险的控制。

二、企业社会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一）企业社会风险的管理控制

1．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管理。

肯尼斯•安德鲁斯认为，这样的战略管理

至少应包括四方面内容 ：一是识别和评

价契约的优势和劣势（能做的）；二是识

别和评价环境中的机会和威胁（可能做

的）；三是识别和评价管理者的个人价

值观和管理抱负（想做的）；四是识别和

评价企业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应该

做的）。Brenda et a l（2002）提出了基于

企业社会责任的整合战略，内容包括与

各利益相关者沟通的价值与承诺、对各

利益相关者的管理、把企业社会责任并

入企业战略决策中、组织支持与实施企

业社会责任计划以及对企业管理者进行

价值观和社会责任的训练等。Bryan and 

Al lem（2007）认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

战略管理应关注如下五方面的特性 ：一

是可视性，即提高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

社会责任的可观察及认同程度 ；二是专

有性，即管理好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使企业能够从各利益相关者处获得各种

资源和支持 ；三是自愿性，即增强企业

社会责任意识，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的自觉性 ；四是向心性，即企业社会责

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联，正如一

枚硬币的两面（Marcel, 2003）；五是前

瞻性，即把握各利益相关者需求和社会

议题的变化，寻求企业发展机会。由这

些论述可见，企业战略管理应从基于股

东利益至上的战略管理转变为基于企业

社会责任的战略管理。

2．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业务控制。

即把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各项经营业

务和财务活动的控制之中，以保证企业社

会责任能够得到落实。在预算控制方面，

要单列企业社会责任预算，以便把企业

社会责任纳入日常控制活动之中；在会

计控制方面，要选择稳健的会计政策以

及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在财务

控制方面，除了要选择稳健的资产结构、

资本结构、债务水平、信用政策和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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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等财务政策外，更要考虑对环境保

护、员工工作条件与能力、产品安全与质

量、社会公益事业等社会责任的投资；

在经营业务控制方面，要建立企业社会

责任内部控制制度，包括生产过程中的

产品质量与成本、供应过程中的货款结

算、销售过程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

合法经营等方面的内部控制制度。

3．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评价。

从长远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起到降

低法律风险、减少浪费、改善与监管部门

的关系、增强品牌美誉度、提高员工工作

效率、降低获取资源的成本等作用（上海

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2007）。所以，在

评价企业绩效时只有考虑了企业社会责

任绩效才能全面评价企业的整体价值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否则就可能低估一些

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的价值，或看不到一

些表面繁荣的企业所存在的潜在危机。

正因为如此，这一问题受到了各方关注。

我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绩效评价标准》

中也设立了“综合社会贡献率”这一反映

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近年来，在这方

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其

中最具有突破性的理论成果就是Aody

（2002）提出的“绩效棱柱”业绩评价方

法。该方法从如下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

对企业绩效进行综合评价 ：一是谁是企

业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愿望和要求是什

么；二是企业要从各利益相关者那里获

得什么；三是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

略来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同时也

能满足自身的需要；四是企业应该采取

什么样的业务流程才能实施战略；五是

企业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来运作这些业

务流程。这种方法为我们从企业社会责

任的角度来研究和评价企业绩效提供了

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企业社会风险的治理控制

企业社会风险的治理控制就是通过

改革和完善企业治理机制，以促使企业

承担社会责任并规避其社会风险。长期

以来，有关企业治理机制的理论研究和

实际运作都是关注企业经济责任，即遵

循“股东至上”的逻辑，研究和解决经营

者的代理问题，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

股东的目标函数相一致，以实现股东利

益最大化。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万能的

市场、无瑕的制度环境以及企业风险全

部由股东承担等前提条件并不存在，因

此这种“股东至上”的企业治理模式就会

导致企业忽视社会责任，损害其他利益

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而承

担社会风险。所以，必须改革和完善这

种企业治理模式，其基本思路是：遵循

“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建立与企业社

会责任相适应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

这是现代企业治理模式发展的趋势，并

将成为现实的选择（李维安，2001）。

“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亦称“共同

治理”模式，它是指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

与企业治理，形成相互制约的治理机制，

从而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在企业的外

部治理机制方面，应着重建立和完善如下

制度安排：①完善法律制度。主要表现

在两方面：一是目前我国有关企业社会

责任的立法比较分散，都是就企业社会

责任的某一方面制定的专项法律，很难

统一协调形成合力，因此需要借鉴美国、

瑞典、日本等国家的经验，制定一部综合

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法，以便从总体上对

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法律责任、评价与

报告等基础性问题加以规范；二是与企

业社会责任的立法相比，司法相对滞后，

这已成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频发的一个

重要原因，因此需要通过建立“问责制”

等制度安排，使执法部门切实履行职责，

并对其不作为行为承担责任，从而做到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②建立

“绿色准入”制度。即符合社会责任要求

的企业才能进入市场从事各种交易活动。

也就是说，凡是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

就不能进入市场从事经营、财务活动以及

获取各种资源。例如，不符合“绿色工程”

制度的项目一律不能立项；不符合“绿色

证券”制度的企业一律不能进入证券市

场进行投融资活动；不符合“绿色贷款”

制度的企业一律不能从银行取得贷款；

不符合“绿色产品或服务”制度的企业一

律不能进入产品或服务市场从事经营活

动；不符合“绿色用工”制度的企业一律

不能进入人力资源市场招聘员工 ；等等。

通过建立这些绿色准入制度，不仅有利

于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规避社会风

险，而且有利于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避

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③建立

政府引导与监管制度。政府应通过制定

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则、信息披露制度、评

价与认证制度、奖惩制度等，来对企业社

会责任加以引导和监管。此外，还应发挥

社会舆论尤其是新闻媒体在企业社会责

任治理控制中的积极作用。

在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方面，应着重

建立和完善如下制度安排：① 共同决

策机制。即在董事会中建立股东董事制

度、独立董事制度、银行董事制度、员工

董事制度、政府代表董事制度、消费者

董事制度等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决策的

制度，通过这种共同决策机制来保证各

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决策，以提高企业

决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②共同监督机

制。即在监事会中建立各利益相关者参

与企业监督的制度，通过这种共同监督

机制来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的

监督。③相机治理机制。即在企业处于

非正常经营或不履行社会责任时，通过

建立一套制度安排，使受损失的利益相

关者能够掌握企业的控制权，以改变既

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它取决于契约的不

完全性和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存性。其

运行原理是 ：当企业忽视社会责任时，

某些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就会通过破产

机制、产品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和控制权

市场等相机治理机制，要求重新分配企

业控制权 ；当这一要求得不到满足或效

果仍不满意时，则可通过法律制度来加

以解决。

（作者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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