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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企业公民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基本内涵是描述企业在生产与社会活动中应当被赋予什么样的权利
与承担怎样的义务，是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经营实践、运作和策略相整合的行为方式。
企业在追求利润的时候，由国家和社会为其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行业环境，赋予其法人上的一切权
利，因此作为回馈，企业应当尽到身为一个企业公民应尽的义务，而这种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企业
应履行的社会责任。
　　世界经济论坛认为，企业公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主要包括遵守法律
、现存规则以及国际标准，防范腐败贿赂，道德行为准则问题以及商业原则问题。
二是对人的责任，主要包括员工安全计划、就业机会均等、反对歧视、薪酬公平等。
三是对环境的责任，主要包括维护环境质量、使用清洁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
。
四是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比如传播国际标准、向贫困社区提供要素产品和服务，如水、能源、医
药、教育和信息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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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公民理论与实践研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企业公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进行了中外比较研究
；探讨了中国企业公民建设路径的选择等问题，对于企业公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具有一定的参考
作用。
《企业公民理论与实践研究》可为从事企业公民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人员，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
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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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我们说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通过改善产品质量、吸引员工、降低企业对社会规制的服从
成本，直接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了企业的管理能力，如危机公关、有效激励、发现新资源、社
会责任管理等，而这些都是竞争对手所难以复制的。
　　从外部收益看，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外在作用核心在于建立企业的声誉资本。
这有助于企业及其员工和社区建立联系，使企业更具有社会责任感；有助于提高企业对供应商和政府
等利益相关者的吸引力，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获取更优的产品价格。
企业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声誉有助于改善其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诸如消费者、投资者、银行、供应商
、竞争者等的关系，并且还能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以便吸引更优秀的员工加入。
声誉资本对企业成员具有激励效应，声誉资本租金越高，企业成员的诚信度也越高。
如果企业的声誉资本能嵌入到结构比较健全的社会体系中，就会形成统一的价值和信念，从而形成正
反馈，对企业和社会的发展起到良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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