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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正在改变国际市场的既有格局。
“中国制造”正在超越低劳动力成本的传统禀赋优势，而向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层面挺进。
然而，中国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矿产、环境等资源禀赋过度的依赖，不仅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一系
列的负面效应；而且正在借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而对国际经济运行的正常格局形成一定程
度的冲击。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发达国家实践证明的解决企业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种种冲突、保持社会关
系和谐和经济秩序稳定的有效手段；与中国当前倡导的“科学发展”的经济方针、“以人为本”的人
文伦理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一脉相承。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三省千企调查和2S+2C框架的CSR影响机制与推进方略研究》是经过历时5
个多月、基于5份调查问卷、面向3个典型省份的1000家企业和600多位社会公众的实地调查、计量统计
、文献研究、案例解析、专家座谈、理论研讨，依托详实的一手调研数据，从贸易可持续
(Sustainability)、员工满意度(Satisfaction)、企业竞争力
(Competitiveness)、消费者意愿(Customer)四个视角，对中国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和发展方略
的研究成果。
希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三省千企调查和2S+2C框架的CSR影响机制与推进方略研究》能为各界
人士客观认识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以及履行社会责任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提供系统的参考
，并为中国政府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社会责任推进方式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本书由李智、崔校宁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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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智，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国家级重点学科教学科研团队核心成
员，主要研究方向覆盖流通产业经济学、技术装备创新与产业升级、企业社会责任与战略公益等领域
。
近年来在《管理世界》《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Joumal》等国内外权威杂志上发表了30余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出版了《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原理论纲
与实务辑要》《市场分析与商务决策：定量方法及其应用研究》等多部专著。
并连续主持发布《中国城市流通竞争力研究报告》《中国消费品市场监测与分析报告》等年度研究报
告；主持了来自国家社科基金、科技部、商务部、工信部、财政部、奥组委等的10多项科研课题；编
制了23个城市的产业发展规划，实施了30多个大型企业集团的战略管理咨询。
受聘于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中欧企业
社会责任项目办公室等担任咨询专家或兼职研究员。
曾先后荣获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创新奖”和“吴玉章奖”。

崔校宁。
经济学博士，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零售管理、市场与商品流通、国际
贸易中的蓝色壁垒等领域。
近年来在《管理世界》《价格理论与实践》《世界经济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等核心期刊上发表
了20余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出版了《品牌管理》等多部教材和译著；先后主持或参与了6项申一欧合作
项目及其他省部级科研课题。
并长期与国外CSR第三方中介组织开展学术交流和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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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3.2.3企业社会责任形象目标系统　　企业社会责任形象&ldquo;自为&rdquo;系统的目标是塑造良
好企业社会责任形象，最终形成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声誉。
其中，企业社会责任形象表现为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行为传播的直接结果；企业社会责任声誉是企业
社会责任形象的长期积累，良好的企业声誉是通过塑造一系列具有一致性的良好企业形象过程完成的
。
没有良好的企业形象，就不会产生良好的企业声誉。
根据企业形象与企业声誉的关系，每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包括理念传播与行为表现）都会产生一
定的企业社会责任形象（即时形象），长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形象积累将构成一定的企业社会责任声誉
（累积的企业社会责任形象）。
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社会责任形象和企业社会责任声誉都是企业社会责任形象塑造行为的目标。
　　反过来，企业声誉也会对企业形象发挥反作用。
也就是说，一定的企业声誉会影响人们对企业新信息的判断和评价，因此，企业声誉又是企业形象形
成的前提性要素。
企业声誉是人脑中关于企业的以往信息的积累，代表着人们对企业的一定的信念，这些信念作为人们
思维的前提，会影响人们对新的企业信息的看法和态度。
所以，企业社会责任声誉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形象管理的结果，又构成企业利益相关者进一步认知和评
价企业的前提和依据。
在图6.2中，从企业声誉到企业形象塑造自为系统的反馈虚线所表示的就是这种影响关系。
这意味着，从企业管理视角观之，企业声誉又表现为企业文化变革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决策的重要依
据。
正因为这样，本章将把企业声誉作为一个自变量来研究的，认为它是决定企业社会责任形象塑造决策
的重要因素。
企业社会责任形象通常可以通过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评价以一定的情绪与态度表达出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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