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社会责任会计的本质

在产品经济时代，提供产品和劳务、积累社会发展资金是

我国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但在市场经济时代，这种传统企业

社会价值观念受到挑战，一方面，不应要求企业承担过度的社

会责任，使企业不成其为企业；另一方面，也不能让企业“危

害”社会，要求企业为其行为的外部性影响承担相应的责任和

义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除了经济责任之外，还必须对

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员工和公众福利等承担责任。因此，企业

的社会责任应该是企业在处理与社会相互关系时所应承担的

义务，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和道德的责任。

到目前为止，我国会计界对社会责任会计尚无确切定义。

笔者认为，可以从四方面来理解社会责任会计：淤社会责任会

计是会计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门独立的新学科。社会责任

会计是社会学、会计学、经济学的有机结合，运用会计特有的

技术和方法，对某一单位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社会贡献和社

会损害进行反映和控制。于社会责任会计从社会利益角度来

计量企业活动对社会的影响，从而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

情况。盂社会责任会计属于微观会计。虽然社会责任会计是

从社会利益角度来对企业的社会活动进行计量和报告，但它

主要以企业作为衡量主体，所以它不属于宏观会计的范围，而

属于微观会计。榆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职能仍是反映和控制。

社会责任会计的反映职能体现在企业为自身和外部组织或个

人提供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社会责任会计的控制职能体

现为企业自身对承担社会责任的控制以及社会公众等通过市

场消费间接参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活动。

基于此，笔者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的本质是以实现企业的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为目的，以传统会

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借鉴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知

识，采用以货币计量为主要计量方式，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

带来的社会贡献和社会损害进行反映和控制的会计学分支。

二、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必要性

1. 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下，政府的职能较以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不再是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的直接管理者和参与者，而是从宏观上运用政治、经

济、法律等手段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整和控制。政府

作为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实施部门，是企业社会责任会计

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只有在对相关的信息进行充分的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及时、准确的调控策略和措施，否则，

宏观调控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政府有关部门特别是环境保

护部门通过各类企业提供的环境信息，可以掌握环境污染的

整体情况，从而制定与环保相关的法律、政策。因此，企业建立

社会责任会计核算体系，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和披露环境信

息，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需要。

2. 转变企业观的需要。在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今世

界，企业不仅要对其所有者负责，而且要对更多的社会公众负

责，并且企业必须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负起责任。这就

要求人们跳出传统的单纯从企业自身角度看企业的一元型封

闭思维模式，而把企业看做是社会经济、政治系统的子系统。

在这种系统观点下，企业的受托责任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它不

仅包括“财产托付论”，还包括“社会资源托付论”，即除了财产

的保管和使用外，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使用者，企业必须经营

并定期报告其所履行的各种社会责任的完成情况，这也就构

成了会计中受托责任的主要内容。在这种责任关系下，企业的

受托者由单一的出资者扩展为整个社会，并且企业的受托责

任也有了双重性质，即包括了以体现企业经济效益为主的经

济责任和以体现社会效益为主的社会责任两个方面。随着经

济的发展，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企业的生存与发

展将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的稳定，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会越

来越需要企业承担其自身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企业建立将

核算对象由狭义的“经济责任”扩展为广义的“社会责任”的社

会责任会计核算体系。

3. 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

济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

现为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严重制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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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环境污染问题。事实表明，我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

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保护环境应该是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自觉承担的社会责任。

（2）社会保障问题。不少企业不仅有意压低工人工资，而

且不支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

（3）充分就业问题。当前我国失业率居高不下，隐性失业

压力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往往把减员增效作为企业的目标，虽然

企业减轻了负担，但却扩大了失业队伍，加大了政府的压力，

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4）其他社会责任问题。忽视甚至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职工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工作环境也极为恶劣；对于从

事高危险工作的劳动者，连最基本的劳动保护措施也没有；对

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事业漠不关心等。

要解决上述问题，政府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如要求企业

如实提供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信息，强制要求企业履行必要

的社会责任。

三、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可行性

1. 经济学、社会学、会计学为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提

供了理论基础。

（1）经济学基础。社会责任会计有着深远的经济学理论渊

源。从 1819年开始，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

学新原理》中首次提出了“社会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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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两部分。福利

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收益仅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而并不是

目标本身，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企业揭示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

况。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企业的经营活动直接产生外部效

应，即对外界造成影响，包括环境污染、人才培训、社区贡献

等，统称为社会影响。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

斯认为，收益最大化是经济活动的客观目标，经营效率及交易

成本的最终识别通过市场进行，从而在纯经济学的意义上把

握了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运作及重新安排的内在逻辑。

此外，卡普、马歇尔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也对社会责任会计的产

生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社会学基础。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企业不仅是一种经

济存在，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集合体。詹森和麦克林认

为，企业是企业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订立的一组合约，企业

只是一组契约关系的连接点，而利益相关者则是那些为企业

行为所影响或受到企业决策及结果威胁的人。企业既要有经

济目标，也要有公平对待并满足各利益相关者需要的社会目

标。企业伦理主要是着力促使企业组织在制度的选择和建立

以及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遵循效率原则、公平原则和人本原

则等，确保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相互关系，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营造更大的自由空间，促使

企业经济目标和伦理和谐的双重实现。正因为如此，从社会伦

理观和价值观出发，企业不仅要提高经济效益，还应提高社会

效益，并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这样传统会计必然会延伸到社

会责任会计。

（3）会计学基础。在现代社会，委托代理关系广泛存在于

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等领域，会计作为企业正规的信息系

统，与企业其他代理机构或人员相比具有明显区别，充当了特

殊角色。会计受托责任是社会责任会计的前提，随着现代会计

受托责任范围及其具体内容的不断拓展，会计中的“受托”已

不仅仅是受出资人之托，而是受整个社会之托，受托人有义务

和责任向负有直接和间接委托关系的委托人（包括社会），充

分披露其责任的履行情况。其受托责任具有双重性质，包括以

体现企业经济效益为主的经济责任和以体现环境效益、社会

效益为主的社会责任两个方面。社会责任会计试图反映和揭

示企业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的形成、实现和分配过程。可见，

会计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责任会

计的发展。

2. 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

已经具备。

（1）宏观经济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

合国力不断增强，但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就业、环境、

产品质量、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凡此种种，都给今后的经济

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社会责任问题越来越引起我国政府

的重视。我国于 1994年以联合国《21世纪议程》为指导，根据

国情编写了《中国 21世纪议程》，提出了我们必须走经济、社

会、人口、资源与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社会责任

会计能较好地调节微观与宏观、长期与短期利益之间的关系，

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致。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我国建立社会

责任会计提供了条件。

（2）法律环境。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积极推进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重

点加快了社会保险法制建设的步伐，在养老、失业、医疗、工

伤、生育等社会保险领域进行了改革和探索，并相继出台了一

系列的法律法规。至今，我国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

系，而这一社会保障体系迫切需要一个为其提供相关信息的

会计核算体系。因此，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是目前会计理论界急

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注】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野我国企业社会

责任会计的理论与应用冶渊项目编号院07YBA104冤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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