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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洪艳

社会责任

跨国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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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报
道

随着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愈发重视，企

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也成了被关注的焦点。临

近年末，一大批针对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出炉，也

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了目前在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的情况。

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内外有别

在一系列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报告中，11

月上旬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2011 年《中国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最为吸引人。该报告显示，课题组分别调

研了中国境内的国企、民企、外企共 300 家。按百分

制考评，有 26 家企业得分是 0 分甚至是负分。这 26

家企业中，外资企业占了大头，共有 19 家，其中，阿

迪达斯、戴姆勒·克莱斯勒、可口可乐等均“榜上有

名”。这些企业不仅社会责任披露十分匮乏，甚至

被曝出了市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负面信息。

此外，据北京大学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国

际研究中心主任殷格非主持编制的《金蜜蜂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 2011》显示，2011 年上半年

中国外资实体企业为 44.19 万家，但是发布社会责

任报告的企业不足外资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二。跨

国公司 500 强在华投资已达 470 多家，但发布了中

国区社会责任报告的只有 25 家。

殷格非认为，一些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在社会

责任报告的编制与披露方面，是推动全球社会责

任 发 展 的 先 锋，也 是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报 告 的 先 行

者。但是，在中国，跨国公司的表现却相反，这其

中原因值得深究。

今年以来，跨国公司负面消息频出：肯德基的

“豆浆门”、味千拉面的“骨汤门”、麦当劳的“蛆虫

门”、雀巢奶粉的“菌落门”……五花八门的丑闻，

也反映出跨国企业的普遍问题。可以说，社会责

任披露的缺乏以及负面新闻曝光的背后正是跨国

公司对履行社会责任的不重视。

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刘萍认为，目前，从在华跨

国公司内部来看，企业为了节约成本，谋取更大的

利润，母公司提倡的履行社会责任往往被遗忘。

再者，中国相关法律不健全，违法成本较低，对企

业的警示力度与处罚力度不大，致使部分企业在

逐利的过程中抛弃责任。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企业未认清“社会责任”

对于自身的价值。其实，除股东外，与企业有关的

相关利益主体包括员工、供应商、消费者、债权人、

政府部门、企业所在的社区等，在企业最大限度追

求利润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与其发生矛盾、冲

突，因此，企业不得不考虑如何在使各方满意的情

况下实现自身的发展，而这才有了“ 企业社会责

任”一说。目前，部分在华跨国公司只讲求利润而

忽视责任，是对企业自身的不负责。

因此，殷格非认为，对于在华跨国公司，应该深

化对社会责任报告价值的认识，积极发布中文版社

会责任报告，并充分发挥母公司优势，进一步提升社

会责任报告编制的水平，以此推动公司的良性发展。

国企履责定论不一

在各方研究报告都对在华跨国公司履行社会

责任“打低分”时，国企却被树立为正面典型。近

日，由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

心编写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白皮书 2011》

（简称白皮书）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发布社会责任

报告的企业中国有企业最多，包括中央企业、国有

金融企业和其他国有企业，共有 444 家，占报告总

数 的 64.5％，由 此，中 央 企 业 报 告 平 均 得 分 最 高

（61.2 分），超过外企和民企。

但是，有媒体却对此表示质疑，他们认为国企

并没用发挥其优势履行社会责任，反而在垄断、污

染环境方面我行我素，更重要的是在保障民生上

所作甚少。一方面是研究报告的统计数字，另一

方面是媒体的举证。那么国企在履行社会责任方

面是真正有了进步，还是只是虚名在外？

针对这一问题，刘萍认为，在过去 20 年里，国

企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确取得了很大进步，并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作为

纳税大户，国企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同

时，国企也越来越注重节能减排，为同行业树立了

典范。甚至很多国企都在新疆、西藏等偏远地区

开展帮扶工作等。但是，存在这么多的质疑声，表

明国企在某些方面还需改善。

目前，国企之所以备受舆论质疑，与其能力与

责任不成正比有关。专家表示，国企的存在，除了

创造利润，更重要的责任还在于保障国民经济的

稳定。随着近些年国企发展红火，公众对于国企

履行社会责任的期待也越来越高。国企的盈利，

已不再是衡量其能否履行社会责任的唯一标尺。

而这种衡量标尺已经从盈利，上升为认清自身全

民所有的属性，为人民服务和为国家担当，冲锋在

前。“如果企业一味追求效益最大化，那么就会与

民众期待形成落差，舆论对于国企的指责也不可

避免。对此，国企应从多方面和多角度实现履行

社会责任的承诺。”刘萍表示。

评奖机构搅浑责任清潭

在社会责任方面，除了各种企业主体外，目前

也涌现出了一些评奖机构，对各企业的社会责任

履行情况评比打分，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其中一些

机构却把这种活动变成了赚钱谋生的手段，这是

对企业、消费者和社会的不负责。

2011 年 6 月 17 日，沃尔玛中国荣获“2011 企业

社会责任特别大奖”，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获

得荣誉后不久，沃尔玛就曝出了重庆“绿色猪肉”

事件，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综合开发研究中心

主任黎友焕用“滑稽至极”来形容此事。他表示：

“一些公司存在社会责任缺失，但却被各种奖项围

绕，这背后存在巨大问题。放眼国内，目前许多企

业的社会责任奖项，都是以金钱购买所得。而评

奖机构助纣为虐，从中渔利，以致评价造价、作假

现象十分普遍。”

对此，刘萍也深恶痛疾，她认为：“买奖企业，

失去了诚信的根本，实属不该。而评奖机构，本应

对社会和消费者起到导向作用，但却在利益面前

折腰，是为时代和社会的不幸。机构与企业上演

双簧蒙骗消费者，更让企业忽视履行社会责任的

重要性，让消费者上当受骗，让社会风气败坏。作

为负责任的企业和评奖机构，都应坚决杜绝此种

行为。”

社会责任报告直指企业软肋
各类评奖搅混一潭清水

究竟谁是下一个会被降级的欧洲国家？正当法国和英国官

员隔海打“嘴仗”、等着看对方“笑话”的时候，世界 500 强企业之

一的法国威立雅环境集团面对公司信用评级下行的压力，已经开

始未雨绸缪，积极调整全球战略布局。不过，威立雅亚太区总裁

穆桥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威立雅即将展开的重大业

务调整，并不会给中国区业务带来很大影响。

出售资产以便轻装上阵

据记者了解，由于营业利润持续下滑，负债额不断攀升，威

立雅环境集团在今年 7 月和 11 月曾两次发出盈利预警。其 11 月

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前 9 个月营业利润 12.5 亿欧元，同比下

降了 8.6%。

11月末，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威立雅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为

“负面”。近日，穆迪也将该公司的“A3”级的长期信用评级列入了负

面观察名单。不过，两大评级机构目前还未下调其评级。

“我不认为威立雅会遇到降级的风险。”穆桥石说，“但是，国

际三大评级机构呼风唤雨，如果他们发了疯，不管对谁都要下调

评级，我们也没有办法。”

其实，面临股价下滑和评级机构的压力，威立雅已经着手采取

应对措施。12 月 6 日，威立雅集团全球总裁安东尼·弗莱罗对外宣

布，威立雅计划从 3 个方面对集团业务进行调整：两年内出售旗下

50 亿欧元的资产，包括威立雅交通、英国的水务业务、美国的固废

业务等，重新将更多精力集中于水务、固废和能源服务；调整集团

管理组织架构，使其更高效运行；缩减成本及开支。

在近日威立雅中国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穆桥石形象地对记

者说：“我们正在家里进行大扫除，从客厅到阁楼、从地窖到天花

板，都要进行打扫。请大家拭目以待，清洗的效果会非常明显。”

穆桥石称，威立雅将在未来两三年内出售约 50 亿欧元的资产，实

现减债 30 亿欧元的目标，将公司负债额从目前的 150 亿欧元降至

120 亿欧元。

“欧债危机的后续影响不容低估，公司选择出售资产是希望

以前瞻性的眼光来应对危机。但是，受此影响，在未来两三年内，

威立雅的业务总额会直接减少 250 亿欧元左右。”穆桥石说，“经

营业绩的下降是立刻会显现的，但这一业务调整可以大大提高威

立雅整体的运营效率。”

中国市场份额不降反升

面对国际市场的惊涛骇浪，威立雅在全球很多地区不得不

“断尾求生”，但是，威立雅集团对中国市场却情有独钟。穆桥石

表示：“对威立雅而言，未来中国中小城市的发展、能源需求的增

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等等都是重要的机遇，都将成为威立雅重

要的业绩增长点。我们不会中断在中国已经开展的业务，包括交

通业务。”

据其介绍，威立雅集团在进行部分业务调整后，将进一步对

包括中国在内的特定地区加大投入，提升市场份额。“目前威立雅

中国营业额占其全球营业额的比例为 4%，2012 年将达到 6%，而

威立雅集团计划一旦危机过去，将把这一数字提高到 10%以上。”

穆桥石说。

对于威立雅是否会以裁员缩减成本的质疑，穆桥石表示：“我

们不会裁员。威立雅目前在中国有 2.5 万名员工，我可以肯定地

告诉大家，他们没有任何失去工作的可能。而且，随着中国区业

务的不断扩展，我们还将增加新的工作岗位。”

作为全球最大的环保集团，威立雅环境集团自进入中国以来，

积极参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水务和固废领域都取得长足进

展。十几年来，威立雅集团在中国的累计投资已经接近 20 亿美元，

在大陆与港澳台地区 39 个城市拥有 74 个垃圾处理、水务管理设施

（包括饮用水与污水处理）以及能源和交通项目。

据威立雅中国 12 月 16 日公布的数字，2010 年该集团在中国

大陆区的营业收入为 12 亿欧元，其中，水务收入为 7 亿欧元，废弃

物回收业务收入为 2 亿欧元，其余为交通和能源的营业收入，约

各占一半。

未雨绸缪渡危机 威立雅业务大清洗

据沙特《阿拉伯新闻报》报

道，沙特王子阿尔瓦里德以及

其下的主要投资公司——王国

控股公司(KHC)于近日宣布，将

向 Twitter 注 资 3 亿 美 元，原 因

在于该公司看好社交媒体改变

媒体产业格局的能力。

沙特王子向Twitter
注资3亿美元

因协同联合利华公司在法

国进行衣物清洁剂价格操控，宝

洁公司、高露洁棕榄公司和汉高

公司日前被处以总额 3.61 亿欧

元（约合人民币 30.63 亿元）的罚

款。而联合利华则因率先举报

此事而未受到处罚。

宝洁等在法涉嫌垄断
被罚巨款

蓬莱油田发生溢油事故已

逾半年，在渔民们对康菲石油公

司提起索赔诉讼之时，康菲却表

示，基本没有证据显示溢油事故

对环境造成影响。而后康菲又

解释称，公司的原意是溢油对环

境造成的持续性影响非常小。

近日，拥有萨博汽车的瑞典

汽车公司在官网上正式宣布，萨

博汽车已向当地法院提交了破

产申请，由此萨博汽车正式进入

了破产清算程序，同时这意味着

庞大集团与青年汽车“输血”拯

救萨博的计划彻底失败。

■ 本报记者 肖 肖 魏小央

欧债危机蔓延
高盛花旗再被降级

（本报综合报道）

近日，评级机构惠誉国际宣

布，下调包括高盛集团在内的多

家主要银行机构发债人的违约

评级。惠誉国际声明称，评级调

降是为了反映银行业遇到的挑

战。而在上月末，标普刚刚下调

了花旗、高盛的信用评级。

康菲耍赖
不承认污染

中国企业拯救萨博
彻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