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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据统计，2009 年沪深两市共有 467 家上市公司发布了

200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其中，沪市有 290家，深市有 177

家。笔者通过巨潮网、证券时报等网站共搜集到 455份我国上

市公司 200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其中，沪市有 286份，深市有

169份。

进行总况分析时，采用搜集到的全部 455份样本报告；进

行特征分析时，在其中按公司所属行业、是否自愿发布报告两

个控制特征进行相互控制配额抽样，分别抽取沪深两市总样本

的 20%共 92份（沪市 58份、深市 34份）报告作为研究样本。

所有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数据均根据搜集到的社会

责任报告统计后手工录入。

二、社会责任报告总体情况

虽然发布 200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数量相比以前

年度激增，但大多数公司是按政策强制要求发布的，排除按中

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简称“福建证监局”）及沪深交易所要求

发布报告的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只有 84家，

只占到总样本数的 18.5%。

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 84家公司分别来自 23个省份

（包括直辖市），其中：广东 18家、浙江 18家、江苏 5家、上海

6家，其他 19个省份（包括直辖市）一共才 37家。我国沿海地

区出口型企业特别多，早在 20世纪末，与我国出口企业有商

业往来的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就开始对这些企业有了社会责

任方面的信息要求，因此相比我国其他地区，沿海地区的企业

更早地接触了社会责任问题，在这些省市有更多的公司自愿

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从表 1可以看出，除了 C2木材、家具以及 L传播与文化

产业，其他各个行业都有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社会

责任报告的行业覆盖面相比以前年度更加广泛。自愿发布社

会责任报告的公司主要来自制造业，特别是 C1纺织、服装、

皮毛，C4石油、化学、塑胶、塑料，C6金属、非金属，C7机械、

设备、仪表，C8医药、生物制品等行业。制造业公司相比其他

行业的公司多了生产产品这一重要环节，可能会对环境和社

区居民等利益相关者产生环境噪声污染、身体健康危害等负

面影响，特别是处于石油、化学等对环境特别敏感的行业的公

司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这些公司会受到社会

更多的关注，相比其他行业的公司更需要向社会披露其履行

社会责任的信息。

其中：A代表农、林、牧、渔业；B代表采掘业；C代表制造

业；D代表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E代表建筑业；F

代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G代表信息技术业；H代

表批发和零售贸易业；I代表金融、保险业；J代表房地产业；K

代表社会服务业；M代表综合类。

三、社会责任报告特征分析

1. 报告结构。2006年 9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简称“深指引”），其中分

别就股东、债权人、职工、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环

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事业等几个方面

具体规定了公司应该履行和披露的社会责任。2008年 3 月，

福建证监局发布的《福建上市公司、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证券

期货服务机构社会责任指引》（简称“福指引”）中的相关内容

跟深指引类似，也是按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应该履行的社会责

任编写的。本文将按照深指引、福指引的规定编制的社会责任

报告的模式称为“利益相关者模式”。2009年 1 月，上海证券

交易所发布了《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编制指引》（简称“沪

指引”），其中分别就促进社会、环境与生态以及经济可持续发

展等方面规定了公司在编制社会责任报告时至少应关注的问

题。沪指引中的规定与现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 G3标准在结

构上比较一致。本文将按沪指引编制的社会责任报告的模式

称为“G3模式”。还有一些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未按这三个指

引的要求编写，本文称这些社会责任报告的模式为“其他模

式”。

92份样本报告中：所有的深市样本报告都是采用的利益

相关者模式；而沪市样本报告结构比较多样化，其中 31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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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的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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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采用利益相关者模式，只有 12份采用 G3模式，另外有 15

份报告采用了其他模式，这些样本公司在结合本公司自身对

社会责任的理解和自身实践情况的基础上对社会责任报告结

构进行了自主创新。

2. 公司对社会责任的理解。虽然社会责任的概念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被提出，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全球公认的

统一的定义。

深市样本中，只有 7份报告明确给出了公司对社会责任

的定义，占深市总样本数的 20.59%；沪市样本中，只有 14份

报告明确给出了公司对社会责任的定义，占沪市总样本数的

24.14%。其中：6份深市报告给出的社会责任定义和深指引中

的定义是一致的；14份沪市报告给出的社会责任定义虽然在

具体描述上有所差异，但各公司对社会责任的理解都和深指

引给出的定义基本一致。

3. 报告整体内容。深指引中分别就股东、债权人、职工、

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公

共关系和社会公益事业等几个方面具体规定了公司应该履行

和披露的社会责任；沪指引只是分别就公司在促进社会、环境

及生态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简略举了几个例子。因

此，深市公司基本都按照深指引内容编制社会责任报告，而沪

市公司在编制报告时有更大的自由发挥的余地。

本文根据深指引中的具体规定将我国上市公司发布社会

责任信息应该包括的内容归纳为以下 8个类目：股东、债权

人、职工、供应商、客户、环境、政府、公益。

92份样本报告中只有 11 份包含了全部 8 个类目的内

容，从表 2可以看出，大多数公司选择性披露迹象明显。而且

本文在仔细阅读各样本报告时发现：大多数公司对自己表现

得好的方面进行了详细具体的描述，对表现得差的方面只是

根据指引要求编写了简略的套话，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同

时，只有极少数公司披露了指引条款以外的内容。

定量信息的数量多少、质量高低直接决定着报告参考价

值的大小，所有样本报告都披露了定量信息，但定量信息的详

尽程度差异很大，92份样本报告中只有 1份对全部 8个类目

的内容进行了定量描述。从表 3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样本公司

都在公益和股东两个方面有定量描述，只有极少部分样本公

司在债权人和供应商这两个方面有定量描述。这种情况主要

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导致的：一是深指引的具体规定中并未针

对各方面内容全面地给出对应的定量指标；二是公司在编制

社会责任报告时更容易通过原始资料获得公益、股东、职工等

方面的定量信息。

4. 每股社会贡献值。由于只有沪指引中提到了每股社会

贡献值的披露，所以深市没有公司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92

份样本报告中只有 16份沪市报告披露了公司每股社会贡献

值，占沪市总样本数的 27.59%。

16 个样本公司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大多数都在 0 耀 3 之

间，只有两个样本公司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大于 3。从表 4可以

看出，我国公司的每股社会贡献值普遍不高，且各公司间差异

较大，各公司应该继续加大履行社会责任的力度。

在计算每股社会贡献值时，各公司基本上都按照沪市有

关通知中的规定计算，即“在公司为股东创造的基本每股收益

的基础上，增加公司年内为国家创造的税收、向员工支付的工

资、向银行等债权人给付的借款利息、公司对外捐赠额等为其

他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额，并扣除公司因环境污染等造成

的其他社会成本，计算公司为社会创造的每股增值额”。由于

通知中并未给出详细具体的计算公式和各项目对应的具体计

算指标，各公司在计算每股社会贡献值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

计算对同一利益相关者的贡献额时，各公司采用的指标不统

一。例如，计算“为国家创造的税收”这一项目时，有的公司根

据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各项税费”确定，而有的公司根据利

润表中“营业税金及附加”与“所得税费用”之和确定；在股份

数额的确定上，有的公司采用报告期“期末总股本”数额，有的

公司采用“公司发行在外普通股股份加权平均数”，还有的公

司采用报告期“期初总股本”数额。二是由于缺乏标准、权威的

计量方法，各公司在计算每股社会贡献值时，均未扣除环境污

染等造成的其他社会成本。

5. 第三方验证。沪指引中规定：公司可以聘请第三方验

证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如公司聘请第三方验证公司履行

社会责任的情况，应披露验证结果。深指引中未涉及社会责任

报告的第三方验证问题。92个样本公司中只有中国银行、中

国平安两家公司聘请挪威船级社（DNV）对其发布的社会责

任报告进行了验证。这说明我国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

司基本上都没有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其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进

行验证，这使得报告的可信度不高，对使用者的有用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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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表 3 样本报告定量内容分析表

股东

81

88.04

债权人

14

15.22

职工

63

68.48

供应商

12

13.04

客户

47

51.09

环境

62

67.39

政府

43

46.74

公益

87

94.57

样本数

百分比（%）

表 2 样本报告定性内容分析表

股东

89

96.74

债权人

41

44.57

职工

89

96.74

供应商

48

52.17

客户

83

90.22

环境

88

95.65

政府

48

52.17

公益

91

98.91

样本数

百分比（%）

项目

表 4 样本报告中每股社会贡献值描述统计

每股社会贡献值（元/股）

最大值

8.42

最小值

0.15

平均值

2.22

中位数

1.65

标准离差率

0.88

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