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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酿酒是我国的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上游农业%包装业%机械业和

食品添加剂行业以及下游物流运输业%循环经济产业链延伸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酒是一种情感消费品!人

们往往忽视酒类产品的负价值& 酒类产品从原材料生产到最终消费整个价值链均会对环境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生态酿酒%有机酒%酒品安全%理性健康饮酒%责任广告%履行社会责任对农户的经济和技术指导责任是酒类企业价

值链特殊的社会责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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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 现代公司规模也随

之不断壮大#企业作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其影响

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 对国家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在欧美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把企

业社会责任上升到了战略管理层面C%D

$随着中国社会经

济的转型#尤其在经历了%三鹿奶粉&'%瘦肉精&'%紫金

矿业污水泄露&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社会事件后#社会

期望企业能够主动地承担起对环境变化' 创造国内就

业岗位等一系列的社会责任$ !$$E年 %月开始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把%承担社会责任&规定为公

司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因此#企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

社会责任#以及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成为理论研

究的热点$ 从理论研究角度来看#近年来#国内外学者

分别从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C!FGD

'企业社会

责任的影响因素与途径CHFED等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进行了研究$ 但是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因企业所处行业

的不同而不同C"D

#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具有不同的利益

相关者# 即使是同样的相关利益者对不同行业的公司

也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应

该集中在单个行业# 这样才能准确地辨认出某个行业

社会责任的特征# 同时找出同一个行业中不同的公司

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差异CID

$ 从实践层面上看#由于酒类

产品生产排放的高污染性'高能耗#以及过度饮酒等所

造成的负面效应# 酒类企业一直作为一个饱受争议的

主体而存在$从企业价值链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行业

像酒类行业那样#既能在产品消费阶段#又能在产品原

料生产阶段' 产品加工阶段对社会及环境产生重要的

影响C%$D

#需要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

酒类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 酒类企

业销售业绩增加'企业经营绩效提高#在提高企业的利

润# 实现对股东和投资者责任的同时对整个社会公民

的健康造成了威胁$因此#国外流行的 /JK指数和 LMB

社会责任评级将酒类企业排除在外# 认为酒类企业是

不道德的企业$ 但是#N(--5和 O(*P对这种观念提出了

质疑# 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将企业提供的产品或者服

务作为 /JK筛选的唯一原则# 而是应该根据企业如何

对待#管理企业产品的负面影响#如何对待企业特殊的

利益相关者来评价企业是否具有社会责任&$从企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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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来看!不仅公众期望企业能够履行更高的社会责任!

而且投资者也慢慢意识到社会对酒类企业赋予的权利

和责任! 酒类企业需要在追求利润和履行社会责任之

间进行平衡!"#$

" 由于!国外禁止酒类企业上市融资!因

而其研究多以行业中观为视角! 结合社会结构和历史

文化特征研究酒类企业社会责任! 重点探讨葡萄酒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文献!%&$对酒类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的内容进行了研究! 重点关注了酒类企业责任广告

的标准和框架" '() 和 *+,-.等结合南非的历史和社

会结构问题! 重点探讨南非葡萄酒产业发展中人权及

道德贸易问题! 以及行业协会在促进葡萄酒产业持续

发展中的作用!%/0"1$

" 2-3456789-结合新西兰葡萄酒产业

发展现状!重点论述了葡萄酒生产企业应该从水资源#

农药化肥等化学药品的使用以及生产废弃物管理几方

面履行企业的环境责任!%:$

" ;<8==认为!有机葡萄酒#生

态葡萄酒#公平葡萄酒#环境和碳足迹消除#食物里程

等社会议题将得到有责任的消费者的支持! 成为影响

葡萄酒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 ;-.=?.?和 @-9?<<A?

发现$ 与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研究论文在

BCD1年之前仅有 1篇!而 BDDE0BD%D年则为 &/篇!因

此酒类企业社会责任本身是一个较为%年轻&的新兴研

究领域!%E$

" 我国现有文献!%F0##$分别从清洁生产#生态经

营和食品安全的角度! 对酒类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议

题进行了研究" 钟宏武等已经开始意识到酒类企业的

社会责任需要进行专门研究!他们认为!原材料安全卫

生管理#包装减量化及包装物回收再利用#产品信息披

露合规#理性饮酒宣传与健康生活方式倡导#产品质量

管理#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能源和水资源!是酿酒企业

必须履行的实质性社会责任议题!#&$

" 值得注意的是!上

述研究虽然已经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内容和评价标准

向行业研究方向进行了推进! 但是对于酒类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的维度和社会责任的特殊性! 学术界仍未能

给出一个系统性框架"本文拟从企业价值链的角度!结

合酒类企业生产特点和产品特性! 重新梳理酒类企业

包括原材料生产#采购阶段#企业生产加工#分销以及

消费五个阶段在内的社会责任特殊议题"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纬度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已经发展了几十年!>$

!但是企业

管理者一直纠结于企业应该履行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

@-GG877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 认为企业

应该承担与利益相关者相关的!包括经济#遵守法律#

伦理道德以及企业可以自由裁量的自愿责任 !#$

" 在

@-GG877看来!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指那些企业与

之互动并在企业里具有利益或权利的个人或群体 !#/$

!

主要包括企业管理者#员工#股东#债权人#商业伙伴#

消费者#政府#供应商以及 H2I组织等!#1$

" 企业可以根

据这些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影响来考虑企业具体需要

承担的社会责任问题!主要包括环境问题类#员工问题

类#社区问题类#一般社会问题类#消费者类#其他类

J例如K考虑银行或债权人的利益L

!#:$

"上述研究虽然回答

了企业应该为谁负责!应该履行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但

是他们的研究仅仅是站在企业生产增值阶段考虑企业

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M8N-. 和

@8..8G认为! 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包括更加宽泛的利

益相关者!企业应该从原材料采购#生产#提供服务!销

售# 废物回收等整个价值链的角度来考虑企业承担什

么样的社会责任!"D$

" 在企业的后向价值链中!我们需要

考虑原材料的公平采购#道德贸易#原材料生产者的低

工资#工作环境#童工等社会问题以及诸如像农产品等

原材料生产过程中的有机# 生态种植! 运输过程中的

%绿色供应链&等环境问题'在企业生产价值增值阶段

需要考虑企业所处社区的志愿服务#员工#投资者#政

府行业协会等社会问题以及企业生产的能源效率#循

环利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在企业的前向价值链中关

注销售渠道的公平贸易#包装物的回收和处置#消费者

的利益等问题"概括起来!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包

括$第一!企业的基本价值!伦理!政策和公司的商业实

践'第二!企业为社区发展自愿做出的贡献'第三!企业

需要管理好原材料需求和生产# 从产品增值到产品销

售# 使用和处置等整个价值链在内的合作伙伴的相关

环境和社会议题!"D$

"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是在企业

营利的同时对整个价值链的利益相关者扮演的各种社

会角色" 对于酒类企业来说!由于酒类产品生产和消费

的特殊性!我们特别需要对包括责任广告和促销策略在

内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三个方面给予极大的关注!"D$

"

三!酒类企业社会责任特殊议题

的价值链分析

酿酒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与公众 O包括行

业协会和 H2I 组织L#投资者#消费者#雇员#商业伙

伴#环境等"这些利益相关者在酿造企业价值链的不同

阶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影响着酒类企业不同价值链

阶段的社会责任议题"本部分从企业价值链角度!重点

探讨酒类企业不同阶段的特殊社会责任议题!包括$环

境责任!如有机#无污染的原材料来源!环境友好的产

品生产#包装物和生产废物的回收与循环利用#废弃物

管理#动物保护等'员工责任!重点关注生产增值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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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员工!酿酒师"勾兑师#的培养$消费者产品责任%

包括原材料和包装的安全性和可溯性" 产品生产中酿

酒工艺创新与质量改善" 销售阶段对假冒伪劣酒品的

打击"尤为注意的是理性健康饮酒的宣传和责任广告$

供应链责任% 对酿酒企业来说不仅包括常见的下游销

售渠道商的公平贸易问题%还包括上游食品添加剂"酿

酒机械企业的合作" 酒瓶包装企业的公平采购与合作

等问题% 更为突出的问题是企业对农户承担的社会责

任&

!一"企业后向联系中的特殊社会责任议题

!"原材料生产中的农户责任

目前酿酒企业对于种植地的控制主要采取自有"

'公司!农户(的订单农业和社会化采购等几种方式%根

据企业生产性质和企业规模的不同所占比例会有所不

同&在'公司!农户(的订单农业生产中%根据企业对农户

承担的责任范围及其方式%我们将酿酒企业应对农户承

担的社会责任分为两类)公平贸易经济责任和产品技术

责任&前者主要是指货币"实物等经济性要素"#$%

%如以农

户收入"订购价格"合同履约率为衡量指标%以保证农

户经济利益%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为目的的责任&酿酒

企业对农户提供的产品技术责任主要是指企业为满足

消费者对有机酒"生态酒的需要%以保证酒品质量或满

足环境责任的要求% 为农户在各个生产环节提供的技

术指导责任&以茅台酒生产为例%茅台集团为保证高质

量的有机高粱生产%在与当地高粱种植户的合作中%一

方面通过'订面积"订产量"订价格(保证收购价格的方

式在降低企业粮食收购风险的同时保证种植户的经济

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免费提供良种"农膜及生物技术%

专项担保风险金以及酒糟等制造出的有机肥料的免费

使用等方式%建立起'绿色供应链(%以保证有机高粱从

种子"肥料"收购等环节的有机"可追溯&

#"原材料种植中的环境责任

众所周知% 酒的品质从原材料种植到酿造都与当

地特有的气候"水源"土壤'三维一体(的生态环境紧密

联系%在酿酒企业的后向联系中%存在与农业种植相关

的生态环境 "#&%

)原材料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杀虫剂

等大量使用所带来的空气污染" 水质污染和土壤硬化

等环境问题$ 原材料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如磷化氢等防

虫"防潮药物的使用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种植地的

气候环境%而且会进一步影响酒的品质"'(%

& 因此%酿酒

企业承担的环境责任不是一种外生的责任% 而是酿酒

企业保障产品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生需求&

$!原材料采购和运输阶段的食品安全责任

酿酒企业食品安全问题既包括原材料生产阶段农

药使用和残留问题% 也包括原材料储存运输阶段的霉

变"化学残留问题%更包括在酒类产品生产完成后酒品

勾兑%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问题%甚至包括成酒装瓶包装

物"清洗剂等带来的安全问题&目前酒容器使用的材料

众多且质量参差不齐%就瓶身而言%包含玻璃"陶瓷"金

属" 不锈钢以及一些具有行业和地域特色的包装材料

如木头"竹子等& 包装物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监管不严"

质量标准不统一以及灌装清洗剂残留等问题% 将成为

影响酒体质量和酒品安全的一个重要安全隐患& 我国

)**(年 (月曾出台 *酒类及其他食品包装用软木塞+

国家标准% 目的就在于规范和统一软木塞行业的技术

标准%以保证酒类产品安全%稳定和提高酒类产品的质

量水平")(%

&

!二"产品增值阶段的特殊社会责任议题

!!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责任

酿酒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责任主要包括) 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酒糟"废窖皮"瓶渣"炉渣"冷却水及洗瓶

水"粉尘"噪音等工业污染物"'(%"))%的回收利用和能源效

率问题& 酒类企业的能源效率包括原辅材料的消耗和

资源能源消耗& 所谓原辅材料的消耗主要是指用于生

产的原辅料在生产过程中是否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

响以及材料在生产过程中是否得到充分利用 "+*%

%通常

用出酒率进行衡量&根据*清洁生产标准,,,酒精制造

业!)*'*#+规定酒类产品出酒率国家三级标准%糖份为

,&-"谷物类为 .)-"薯类为 .+-

"+'%

& 就白酒酿造来说%

平均 '公斤粮食%只能生产 */.公斤酒%根据白酒香型

的不同%粮食消耗率不同%以贵州茅台为代表的酱香型

白酒为例%平均 .公斤粮食!)0,公斤高粱")01公斤小

麦#出酒 '公斤"+)%

& 因此%提高出酒率%降低原辅料的消

耗不仅是企业提高经营效益的需求% 也是符合社会发

展的趋势和要求&酒类企业的高能耗%主要包括对生产

燃料如电"煤等使用效率%以及水资源的消耗情况& 但

是无论是白酒"啤酒"葡萄酒%还是黄酒的酿造%其生产

工艺流程最大能耗在于水资源消耗%主要包括)原材料

清洗用水"发酵冷却装置用水"洗瓶机洗涤用水"输送

装置"发酵车间清洗用水等"+*2+'%

& 以葡萄酒生产工业为

例%传统生产工艺为 *0.升水3升葡萄酒%而现代化机械

酿酒后葡萄酒生产耗水量为 )2.升水3升葡萄酒"++%

& 大

量生产水的使用会进一步带来含有高浓度 456"756

有机废水排放问题% 这使得降低水资源消耗率和提高

废水利用率成为降低环境压力的重要方面&

酿酒企业的废物回收和循环利用% 主要体现为酿

造生产过程废水"废气和酒糟"窖皮泥等固体废物的循

环利用& 在 '低碳发展(理念下%二氧化碳的减排"碳足

)*



迹消除和循环利用将成为酿酒企业必须面临的一个环

境问题!对于啤酒生产来说"二氧化碳是啤酒灌装的重

要材料" 提高二氧化碳的回收利用率不仅可以消除碳

足迹#提高废气的循环利用率"而且是降低企业生产成

本的重要途径! 而葡萄酒皮和粮食残渣可以通过回收

制成果胶酶#高分蛋白等有机饲料#多元复合肥料等$

窖皮泥等可以综合制造酒精#酒石酸和植物有机肥$冷

却机等产生的热水可以存储用于杀菌等工艺程序$污

水可以处理后进行中水回用!""# !$%# !&&#

"这些废水和废物的

循环利用"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化工业等循环经济产

业链的延伸和发展"降低企业生产的环境污染$另一方

面可以为企业增收"创造经济效益!

!!酿酒企业的员工责任

酒是具有生命力的产品" 为了保证酿造酒体口感

的一致性" 新酿制成的酒品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陈酿

和勾兑"醇香和美的酒质才最终形成并得以深化!勾兑

师的工作便是将不同季节#不同窖池#不同酒质的酒品

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调校" 在确保酒品总体风格

的前提下"以得到整体一致的市场品质标准!&'#

! 长久以

来"酒品的勾兑调味被视为酿酒的最高工艺"是酿酒活

动中的一种精神境界" 勾兑师或酿酒师成为保证酒品

口感的核心! 因此"对酒类企业来说"对待员工的责任

除了常见的安全生产#童工以及女性#残疾人士的平等

就业问题外" 更重要的问题就是酿酒师及相关人员的

技术培养问题!一方面"酿酒师和勾兑师的培养是一种

在技术基础上进行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神培养过

程"需要企业形成一种良好的人员激励机制"留住企业

的核心技术人才"保证传统勾兑和酿造技术的传承$另

一方面"由于行业生产特点"酿酒企业正在由传统人工

酿造向半机械化的现代酿造转变" 企业对其员工素质

和生产技术的要求不断提高" 酿酒生产及相关配套环

节与相关科研机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企业可以通过

在相关科研机构设立专业实验室和科研项目建设等方

式" 在为企业培养相关技术人才的同时获得良好社会

责任声誉!

!三"前向价值链中的社会责任

"!责任广告和理性饮酒宣传

酿酒行业是消费者敏感度很高的行业" 产品和消

费者责任不仅需要建立良好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产

品召回制度"对假冒伪劣酒的打击等"而且需要特别关

注酒类产品的安全和理性饮酒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曾

明确指出% 包含酒精饮品的消费将带来与健康相关的

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生命健康"酒后驾驶"出生缺陷"

性侵犯以及与酗酒相关的虐待行为! 但是"一方面"有

节制的饮酒&葡萄酒'对身体也有一定好处"特别是对

心脏疾病和高胆固醇症!()#

"在中国"黄酒甚至作为药引

而入药"具有一定的辅助治疗效果$另一方面"酒是一

种特殊的商品"其消费价值主要体现在情感的沟通上!

饮酒可以减轻焦虑#释放情感上的痛苦!)"#

"更多时候饮

酒与庆典#欢庆等情感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大陆"饮酒

甚至与工作需要# 商务和政务应酬紧密联系! 虽然

"%))年 "月"国家不断加大酒驾打击力度"但是"由于

酒文化的影响" 人们往往将过度饮酒以及酒后驾驶等

问题归结为在政策管制下个人理性行为的选择" 而模

糊了酒类企业对健康饮酒和责任广告宣传的社会责

任! *++,-. /01-23 #4506789051:7#;005<#/,:=-0#中国

的青岛啤酒等公司倡导有责任的市场广告" 将广告是

否针对未成年人#是否过多声称医用和酒的治疗价值#

是否和暴力相关#是否存在性暗示#是否有宣传健康的

生活方式等作为衡量企业责任广告的重要标准!)&#

!

!#包装物的回收和循环利用

由于酒类产品品种的不同" 包装物所占制造成本

的比重和循环利用率也不同!一般来说"葡萄酒和黄酒

的包装成本占制造成本的比重较为相似" 约为 >?@8

"A@

!&"#

" 但是像BC*D &EF- GH(< B:<I- :7. C-<0J52-

*2I,07 D50=5:1'倡议的 K+:<<C,I-

!

"这类包装减量化项

目将成为影响葡萄酒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境责任议

题!)A#

!我国)清洁生产技术要求***白酒制造业&"L%>'+

标准中明确要求"白酒容器的设计要便于回收利用#外包

装物品坚固#耐用利于回收或易降解"避免过度包装!$%#

"

但是白酒包装成本仍成为制造成本的最大部分" 占比

约为 'M@8N'@! 对啤酒企业来说"由于企业的包装结

构和包装物的循环利用不同O 其包装成本敏感性也不

同! 如青岛啤酒的易拉罐产品较其他公司略多O且玻璃

瓶回收率比例较低O青岛啤酒的包装占比接近 ?%@$相

比之下燕京啤酒这种销售存在局部性的企业由于其玻

璃瓶的使用范围和回收率较高" 包装物仅占成本的

>?@! 由于青岛啤酒包装成本占比较高"包装成本的价

格敏感性较高"当包装物成本上涨 )%@"其毛利水平会

下降 $@

!$>#

"因此对酒类企业来说"包装物的回收减量

化和循环利用"不仅符合社会效益"也符合企业自身的

经济效益!

四#结 语

酒类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本身是一个较为,年轻-

的新兴研究领域 !)M#

"各国学者分别从酒类企业污染问

题#有机生态产品#理性饮酒#人权和种族歧视等方面

进行了研究!本文结合酒类企业生产特点"从企业生产

>)



价值链角度分析了我国酒类企业社会责任从产品原材

料生产! 采购到最终消费者整个价值中存在的社会责

任的特殊议题" 由于酒类产品原材料如高粱!小麦!葡

萄等种植过程中的农药! 化肥的过度使用对当地生态

环境的影响#原材料采购过程中对农户!销售商的保护

以及公平贸易等问题#企业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高投

入!低产出!高污染!高耗能%等生产工艺特点 !""#

#酒类

产品消费所带来的身体健康! 理性饮酒! 性暴力等问

题&使得酒类产品从原材来种植!采购到最终消费的整

个价值链均对环境和社会具有一定的负价值" 因此酒

类企业应该从企业价值链的角度& 分析各个阶段的利

益相关者&以$企业共享价值% 为基础&结合企业特殊

的社会责任议题&战略性地履行酒类企业的社会责任"

注释!

!"#$$%&'(项目是由)%*+组织倡导以消除环境影响为

目的的葡萄酒瓶轻量化活动!主要包括"桶装进口葡萄酒#使

用轻量化的玻璃酒瓶 $用 ,--.酒瓶替代常规的 /--.酒瓶%#

选择葡萄酒瓶的颜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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