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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评论

企业为了自身利润奔腾了 30 多年，成就巨大，问题凸现，建设美丽中国、道德中国迫使“企业公民”

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在转型期，如何评价中国企业？“中国企业综合贡献指数”应运而生，该指数既

不同于单纯的营业额的评价，不同于中国 500 强、世界 500 强的评价，也不同于社会责任评价，更

不同于中国企业公民的评价，是基于中国现阶段一个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

深度

本报记者 赵玲玲 王瑞梅

中国企业综合贡献指数

评价活动启动

在中国企业综合贡献指数启动发布会上，

《中国企业报》社长吴昀国表示：“中国企业综合

贡献指数” 就是要给目前中国企业各种评价指

标确立一个新坐标。

中国企业需要中国特色评价体系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勉是本次

中国企业综合贡献指数评价标准的制定者之

一，他认为，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来看，现在

国际上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是比较多的，其

中有影响力的有劳工保护的标准、 环境和质量

管理体系的标准、 综合性标准以及评价与审计

标准四大类。 其中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排名最

为重要的是国际上一个叫做“多米尼”的社会责

任评价体系， 这次在设计综合评价指数的时候

也大量借鉴了一些多米尼的指数。

从国内的社会评价体系来看，目前最主要的

是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所推出的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以及相应的评

价指数，之所以说它比较重要，是因为它做了几

年了， 并且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 除此之

外，工信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

环境保护部等九部委也推出了中国工业经济行

业企业社会责任指南。

而中国企业综合贡献指数总共分为三级指

标，从一级指标到二级指标再到三级指标。 一级

指标是最上层的一个指标， 以下细分为二级指

标，再细分为三级指标。 比如这里的一级指标就

包括了经济绩效指标、发展绩效指标、社会绩效

指标、环境绩效指标和伦理绩效指标，每一个对

应的一级指标对应有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对应

下来还有三级指标。“经济绩效所占的权重大概

是 20%， 社会绩效这一部分也占有 20%， 剩下

60%是在其他的三个部分去进行分配的。 ”张勉

诠释到。

建设美丽中国的企业新目标新坐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

勇认为： 企业往往追求利润最大化， 追求收益

率、成本、何时收回投资等等，而忽略了社会成

本和社会利益，比如能容纳多少就业、有没有环

保和排放、对生态的影响需不需要治理等等。 企

业首先要有一个社会责任， 就是给大家制造放

心的食品和饮品。 如果说每一个企业都在制造

不安全的食品，制造很多有化学添加剂的食品，

有很多激素、农药的农产品等等，国家就要花很

多的力量去进行监管、去检测，老百姓吃了可能

得癌症的几率增多， 最后都是由社会来承担成

本。所以，第一要制造放心的食品、产品。其次现

在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雾霾、污水，包括我们

喝的水也受到很大的污染。 这次在北京的水价

调整中，政府不仅提点价格，还把水污染治理，

让老百姓喝上安全饮用水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很多企业为了成本外部化，内部收益最大化，把

成本转嫁给了社会，自己有水的处理设施，还要

偷排，或者粉尘很高，也不装处理粉尘、二氧化

硫的这些设备，即使装了也不使用。 为什么呢？

企业把成本转嫁给社会了。 因此，企业的社会责

任十分重要。 评价一个企业强弱程度的指标也

需要提升。

企业应建立“公民外交”意识

“企业应建立公民外交意识， 在排污减排和

建立工厂的时候，要考虑到居民的感受。 ”周天

勇说，企业无论是国有也好，民营也好，一定要

支持公益、 慈善这些事业。 许多资本主义的大

学、研究机构、孤儿院、养老院等等，他们都能接

到很多企业富人的捐助，“我们企业富有以后能

不能干一些这种事情呢？ 能不能在救灾、在捐助

贫困、 志愿等等这些工作中作出自己的一些贡

献。 ”周天勇说道。

“很多年前中国在周边一些国家的口碑很

好，觉得中国人了不起。 但是近几年我们的一些

形象受到影响，口碑很不好，造假货，卖假货。 ”

周天勇认为， 中国的许多企业去了当地以后找

当地的上层领导， 打通以后就不顾老百姓的感

受，没有民间外交的这种意识。

周天勇认为， 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企业，这

些都应当纳入到中国企业综合贡献指数评价体

系里，使社会成本大大降低，使生态环境好，让

老百姓能吃上放心的食品， 不生活在污水和脏

水和雾霾的天气里。 企业和老百姓、民众能和谐

相处，到国外的企业，当地的老百姓也能说中国

企业不错，中国人不错。

4 月 22 日 , 第 45 个世界地球日。

《中国企业报》 股份有限公司与清华大

学经管学院联合主办的“2014中国企业

综合贡献指数启动发布会”在国家开发

银行会议室举行。

此次活动还得到了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成思危、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

支持。 著名品牌专家、艾丰经济发展研

究院院长艾丰，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

企业家协会顾问冯并，中国企业报社社

长吴昀国以及企业界、学术界、传媒界

及相关社会机构的嘉宾共同出席了此

次会议。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国务院市

场运行调控专家洪涛对这项活动寄予

厚望。

社会责任指标企业伦理等

进入企业排名考核体系

综合考虑经济指标和社会责任指

标，正是中国企业综合贡献指数指标的

基本来源。中国企业综合贡献指数评价

指标体系包含经济绩效、 发展绩效、社

会绩效、环境绩效、伦理绩效五个一级

指标。

中国企业综合贡献指数排名所依

据的资料主要来自公司提供的材料、相

关政府部门的公告、社会上相关中介机

构的排行榜榜单或资格认证文件、主流

媒体的报道。

《中国企业报》 社长吴昀国在主

持会议时指出，企业是新时期最有影

响力的社会公民，是承担社会责任的

主体， 是实现中国梦的主要推动力

量。 目前，中国企业的各种评价活动

中欠缺一个反映企业综合贡献的指

标体系和排行榜。 本着为企业转型升

级和改革创新提供服务的宗旨，从系

统整体论出发，《中国企业报》与清华

大学经管学院等有关机构和专家联

手，共同研发了对企业经济贡献与社

会责任综合发展进行双重考评的一

种全新的企业综合评价体系———中

国企业综合贡献指数，以期引导企业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追求可持续的健

康发展。 这样一个排行榜利于政府引

导和规范企业的行为、利于社会监督

企业、利于引导并促进企业的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

评价企业打分方式转变：

赋分时采取贡献原则

在打分方式方面，中国企业综合贡

献指数体系借鉴了国际多米尼社会责

任指数的打分方式，赋分时采用贡献原

则，但不过分追求定量化。 对于不适合

定量打分的指标， 采用了专家评分法。

即，以客观、定量的评价为主，辅以主

观、定性的评价。 此外，评委小组在对报

名企业的报名材料进行评分时，同时可

对企业数据进行核查。

冯并表示，中国企业综合贡献是对

企业经济贡献与社会责任综合发展的

双重考评，通过排名评级后可以针对企

业问题提供系统解决方案，这对我国企

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是一件十分有意

义的事情。

目前，《中国企业报》已经公布了行

业十强入围候选榜单，这一榜单将在网

上公示三个月，《中国企业报》将联合相

关专家和机构，深入调研，不断总结经

验并逐步完善提高。

（相 关 报 道 见 网 址 ：www.zqcn.

com.cn/html/special/baiqiang）

企业评价新指数

魅力企业新坐标

本报记者 林瑞泉 / 摄

本报记者 王瑞梅

●论道

“开展中国企业综合贡献指数评

价活动有价值、有意义，希望中国企业

报联合相关专家和机构，深入调研，不

断总结经验和完善提高”。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成思危

“企业一方面要实现投资者利益，

另一方面要为社会作出贡献， 开展中

国企业综合贡献评价值得探索， 希望

以此促进我国企业的改革创新和转型

升级”。

———著名经济学家 厉以宁

中国想做富裕中国， 成就应该说

比较突出，其次要做美丽中国。美丽中

国比做富裕中国要难， 北京现在可以

说是富裕北京， 但是不敢说是美丽北

京。还有一个中国，我认为比美丽中国

还要难，就是文化中国，经济发展了，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不是也应该建造

出来。在文化中国后面还有一个中国，

就是道德中国。 因为文化中国可以写

在书面上，可以演在片子里，可以在舞

台上表演， 但是道德中国必须深入到

内心，而且变成每个人的自觉行动，才

可以说是道德中国。

所以这四个中国，富裕中国、美丽

中国、文化中国、道德中国我觉得应该

是企业全面的责任。 不光是解决富裕

中国的问题， 还要解决后面三个更难

的中国那样的任务。

———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

著名品牌专家 艾丰

什么叫企业公民呢？ 就是企业不

是社会上很特殊的群体， 是和所有的

公民一样的。 因此要对社会不仅做出

经营业绩方面的贡献， 也要做出作为

企业公民所应该做出来的其他方面的

贡献。 企业公民是由联合国的企业组

织提出来的，说明这是一个国际概念。

具体有八个方面， 八个方面既然是对

企业的要求， 当然就要对他的行为和

他的表现能够作出评价来， 显然我们

过去这些评价指数概括不了这方面的

事情，所以由清华大学课题组，包括艾

丰经济发展研究院的有关专家和企业

报共同联手来研制这么一个指标体

系，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件大好事，而

且是一种创新。 至少是和我们唯 GDP

试问的这种倾向做一种微调。

———《经济日报》原总编、中国经

济报刊协会名誉会长、 中国企联顾问

冯并

每个企业都有其自身的内部利

益，即追求利润最大化 ,但是，企业生

活在一个社会里，其实也是一个公民，

不仅要考虑内部的利益， 而且也要考

虑外部责任。 中国企业从过去计划经

济的企业以及后来生成的民营企业，

为了自身利润与内部利益奔腾了 30

多年，现在应该是一个转折时期了。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

所副所长 周天勇

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样一个综

合评价体系， 没有一统江湖的公认的

权威，国际国内都是这个情况；社会责

任基于不同的地域、历史、文化、经济

发展水平表现出不同差异， 比如国外

社会历史评价非常重视讲人权， 但是

中国社会责任怎么评价呢， 我们在设

计体系的时候都有所考虑。

———清华大学教师 张勉

好的企业应该像一个正直的人，做

一个正直的企业。在源源不断地创造财

富的同时，企业还要尊重投资者、尊重

员工，对社会负责。可是现在，有很多企

业过分关注经营业绩， 特别是营业额，

这是不全面的。 在当前，对一个企业进

行综合评价则显得尤为重要。

在目前中国企业各种评价活动中

欠缺一个反映企业综合贡献的指标体

系和排行榜。

我们所研究和发布的这个指数既

不同于单纯的营业额的评价， 不同于

中国 500 强、世界 500 强的评价，也不

同于社会责任评价， 更不同于中国企

业公民的评价， 是基于中国现阶段一

个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

———中国企业报社社长 吴昀国

短短七个月的时间， 能把中国企

业综合贡献指数基本上形成一个体

系，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新。这个新的指

标提倡用经济发展、社会、环境、伦理

这些指标综合评价企业的贡献度，是

值得我们全社会共同推动的大事业。

———国家开发银行客户管理中心

副主任、 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常务

副秘书长 邢军

看了中国企业综合贡献指数评价

体系后，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新的价

值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研究。

希望下一步能够和《中国企业报》一起

就这个项目进行紧密的合作， 也祝愿

企业综合贡献指数能够不断的完善，

祝愿这个活动越办越好。

———中国开发性金融大讲堂联

席秘书长、北京两岸金融研究院院长

肖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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