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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空间区域内的不同产业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和敏感性有很大的差异"不同产业承担生态责任的

内在动力强弱也不同$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酿造高品质白酒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白酒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

有决定性的作用$ 大型白酒企业主动承担生态责任符合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是白酒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打造持

续的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政府和白酒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是白酒企业生态责任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两

者合作对白酒企业承担生态责任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行为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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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酒企业承担生态责任的

必要性分析

人类违背自然规律对自然进行改造和无尽的索

取#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环境和生态危机$自然对人类的

报复也日益严重#次数也更加频繁$由于人类是地球的

主宰# 并且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是由人类对生态环境

的不友好行为造成的# 因此人类应该对生态环境恶化

负责#即人类必须承担生态责任$生态责任的基本内涵

包括生态治理的义务或职责# 以及对没有切实履行生

态保护与发展职责的相关责任主体实行严格的问责

制#要求其承担相应后果E?F

$ 明确生态责任主体是进行

生态建设#履行生态责任的首要环节$ 目前#通常认为

生态责任主体是一种多元化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

和普通公民$

由于生态环境与市场经济相隔离# 与企业短期利

益相违背# 也与有短期政绩冲动的政府官员个人利益

不一致&另外#普通公民也会出现为了短期私利而做出

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为了实现社会的永续发展#做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与统一#承担生

态责任成为一种公共责任$ 作为公共责任的首要承担

者#政府理应成为生态责任的第一责任主体$在现行体

制下#由于社会利益结构的固化#作为生态环境的第一

责任主体的政府# 存在着多方而的生态责任缺失$ 通

常# 政府通过的制定各种发展规划# 提供生态公共产

品#直接或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状况&同时#政府对辖

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区域发展模式

是指在区域这一空间尺度上以一定的价值理念为指

导# 为实现一定的发展目标# 适应区域发展条件和特

点#主要依靠特定生产要素#并在相关保障措施的支持

下#谋求区域发展的路径和方式E;F

$但是#政府官员出于

政绩冲动和利益关系等原因# 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监管不力#或者由于类似'公地悲剧(的原因#不愿意严

格监管# 从而造成政府在履行生态责任的时候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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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不足!这是目前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

峻形势!党和政府已经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正努力健全国土空间

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形成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从

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

由于现代企业是工业化的产物! 企业往往借助现

代大型机器和高科技加速加工和改造自然! 如果过多

的强调企业的经济本质! 可能促使企业在利润最大化

导向的引领下!持续对自然进行无尽的索取和破坏!造

成难以估量的生态灾难" 美国学者保罗$霍肯%$%&'

(%)*+,!-./.&在'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宣言)%01+

234'456 47 8499+:3+; < =+3'%:%>?4, 47 @&A>%?,%B?'?>6&!

全面系统地进行了生态分析! 认为企业没有尊重千姿

百态的生命就是企业在最为辉煌灿烂的成功纪念碑投

下了最为黑暗的阴影! 指出企业对自然环境的残破和

生态危机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必须建立系统

的反馈和责任!支持和加强生态修复行为等措施"我国

社会各界也强调了企业社会责任! 并且部分企业也认

识到了企业社会责任已经超越了创造利润" 但是从企

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状来看! 相对于企业对生态造成

的负面影响!这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从企业的经济本质

内在地引申出企业的经济道德责任! 企业的社会性本

质则是企业社会道德责任的源泉!同样道理!将企业看

作是生态组织! 生态道德责任就自然成为企业的内在

要求!C#

"

作为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主体! 企业应该承担相

应的生态责任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关于企

业生态责任的研究重点已经从要不要承担生态责任到

如何承担生态责任转变! 强调企业应该增强对生态责

任概念的理解!并赋予其更多的实践意义"关于企业生

态责任的研究可以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获得更广

阔的视野!也能找到相应的有效方法"企业社会责任所

蕴涵的基本原则是企业不应仅仅关心利润和经济绩

效!也应该回应和满足社会对企业的多重期望"企业社

会责任还是一个兼容的领域!有着宽泛的边界#多元化

的成员#不同的学术背景#大量非集中的文献#多学科

交叉的观点"比如!公共责任则强调社会责任的决定应

该是一个公共参与的过程* 经济伦理更侧重从企业内

部建立一种规范和价值!促进企业及个人的道德行为*

社会责任投资则以资本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

社会绩效及其模型的发展来自于对企业社会责任实施

过程和结果的关注* 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了企业要对

哪些群体承担责任的问题!D#

"不同的研究视角都对企业

社会责任进行了有益的诠释! 也对理解企业的生态责

任有指导作用" 虽然关于企业应该如何承担生态责任

的研究成果还不多! 但是可以从企业如何承担社会责

任中找到突破口"

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框架为指导! 通过对企业

生态责任承担主体全面分析! 构建白酒企业如何承担

企业生态责任的机制! 进而探索和研究白酒企业承担

生态责任的对策与措施"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直接影

响企业的长期股东价值!是创造长期绩效的基础!E#

" 白

酒产业是我国一个传统产业! 该产业的持续发展对文

化传统#技术传承和生态环境有高度的依赖性"生态环

境的恶化对白酒产品质量的影响非常大! 保护优良的

酿酒生态环境是白酒企业永续发展的基础! 对企业长

期绩效和竞争力有重要影响" 中国白酒金三角地区是

我国酿造高档白酒最佳环境! 孕育和造就了大量知名

白酒企业" 良好的酿酒环境对这些大型知名白酒企业

持续提供稳定的高品质白酒产品提供了基础条件!这

也是这一地区白酒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 在我国

西部产业建设和产业转移的潮流中! 大型白酒企业管

理者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应该高度关注的问题主要是

如何应对来自不同产业对白酒酿造生态环境的负面影

响! 避免对区域酿酒产业赖以发展的环境基础遭到破

坏!为保持产业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做出积极努力"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框架下的

白酒企业生态责任机制分析

现在企业经营行为普遍是短期导向! 虽然企业承

担生态责任是一种非经济行为! 但是对企业长期绩效

却有重要的影响" 由于不同产业对生态环境的依赖程

度不一样! 企业间承担生态责任的内在动力就会有强

弱的差别"作为对生态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的产业!白

酒产业应该为了避免+公地悲剧,效应造成其它高污染

产业对白酒产业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而积极主动地承担生态责任! 探索出一条能保护区域

生态环境的有效路径" 企业主动承担生态责任!是一

个全新而复杂的课题!涉及范围广#问题域多!需要进

行多方位的研究" 对白酒企业生态责任承担的群体的

构成及行为进行探索和研究是探索白酒企业承担生态

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

探索白酒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承担生态责任的内在

机制! 为保护白酒企业永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提供决策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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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模型

!"#$ 年!弗里曼"%& '()*+( ,+--.*/#出版了$战

略管理% 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方法&012+*2-345 6*/*3-!

.-/27 8 12*9-:;<(-+ 8==+;*5:>一书!明确提出了利益相

关者理论! 认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影响企业

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

体' 弗里曼在 $现代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8 12*9-!

:;<(-+ ?:-;+@ ;A 2:- 6;(-+/ B;+=;+*24;/#一文中提供一

个全面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 提出企业利益相关者

主要由管理者)员工)所有者)顾客)社区)供应商等构

成!如图 C所示'

基于产权多元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结合!唐

纳森和普雷斯顿 0?& D;/*<(E;/!F& '& G+-E2;/!C""H>认

为!只要一种多元的产权理论能够被掌握!那么产权理

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之间的联系就非常明显* 认为企

业应合理合法地追求经济效益! 同时应该对利益相关

者承担社会与道德的责任'因此!他们认为企业的利益

相关者应包括%投资者)雇员)顾客)供应商)政府)政治

集团)商业团体以及社区等0如图 I所示>'

美国学者米切尔和伍德 (%;/*<( J& 6425:-<< "

D;//* K& L;;(!C""M#将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分类结合

起来!力图具体判断和清晰界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他

们认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必须具备合法性)权利性)紧

迫性中的一种属性* 并依据拥有属性的多少将企业利

益相关者分为三种类型%首先是同时拥有合法性)权力

性和紧迫性的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具体包括%股东)雇

员和顾客* 其次是有三种属性中的任意两种属性的预

期型利益相关者%即同时拥有合法性和权利性!包括投

资者)雇员和政府部门等*同时拥有合法性和紧急性的

群体!如媒体)社会组织等*同时拥有紧急性和权力性

的!如极端主义者)激进的社会分子等*第三是仅具有

一种属性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N"O

'

在企业管理实践中! 利益相关者的具体构成以及

利益相关者在管理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受企业的所

有制)组织结构)产业类别)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比

较大' 作为企业的代表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如何考虑企

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并且在兼顾不同类型的利益相

关者的利益和兼顾短期目标的基础上! 谨慎管理公司

的运营环境! 并做出有利于企业持续发展的战略行为

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基于企业生态责任视角的大型白酒企业的利

益相关者分析

在不同的条件下! 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具体构成以

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和地位有差别' 本文以中国

白酒金三角地区的大型白酒企业为例! 具体分析大型

白酒企业主要利益相关者'

联合国粮农与教科文组织鉴定后认为! 以四川的

泸州)宜宾以及黔北的仁怀为核心!包括四川绵竹)成

都等地的区域位于地球同纬度上最适合酿造优质纯正

蒸馏酒的生态区* 核心区位于最佳酿酒纬度带的长江

(宜宾P泸州#)岷江(宜宾段#)赤水河流域*也因此拥有

了集气候)水源)土壤+三位一体,)得天独厚和不可复

制的天然生态环境' 由于该地区的核心区的三个城市

呈+三角形,的外形!因此被称为+中国白酒金三角,'经

过长期的发展与积淀!该地区已经聚集了原料)土壤)

温度)湿度)制曲工艺)古窖池群等全方位立体化的竞

争优势 NCQO

!孕育形成了享誉全球的五粮液)茅台)泸州

老窖)剑南春)郎酒)沱牌)水井坊等国际品牌和中国最

著名白酒品牌集群!是中国优质白酒的聚集区NCCO

'

中国白酒金三角地区的白酒企业需要在我国经济

社会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确定企业永续发展的利益

相关者'我国正推进+压缩型工业化,道路!我国地方政

府在很长的时间内对地方经济建设有规范和导向作

用*另外!在西部大开发中!东部产业大量向中西部转

移!虽然在产业承接中可能给西部带来经济的高速增

长!但是同样会带来生态环境破坏的巨大风险' 在中

国白酒金三角地区!白酒产业是当地税收的绝对支柱*

白酒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与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休戚

相关'

在充分考虑中国白酒金三角的大型白酒企业的所

处的环境因素之后!结合利益相关者的基础理论!就可

以比较准确地界定白酒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在中国白

酒金三角地区! 我国大型白酒企业在产权形式上多为

国有企业!也有部分民营企业'依据弗里曼)唐纳森)米

图 C 现代企业利益相关者模型NMO

图 I 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比较模型N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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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结合白酒企业永续发展与企

业生态责任的紧密联系! 详细分析白酒企业确定性利

益相关者和预期型利益相关者的具体构成! 就能准确

定位中国白酒金三角地区白酒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米切尔认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 雇员和

顾客!但是根据弗里曼的研究!管理者是一个独立的利

益群体!并且企业的决策行为都是由管理者做出$供应

商提供的原料或初级产品也决定着企业的产品的质

量$并且管理者和供应商都同时具有三种属性!因此也

属于确定型利益相关者"

从生态责任视角看! 大型白酒企业的确定型利益

相关者的确定与经典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具有高度的一

致性" 但是!经典理论将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媒体等

利益相关者定位为预期型利益相关者! 完全依据经典

理论就有一定的局限性!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政府角色

的定位上" 由于生态责任通常是独立于经济利益之外

的一种责任! 并且生态环境本身涉及的利益主体非常

复杂! 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通常都不是对生态

环境依赖度和敏感度高的产业! 而是对生态环境依赖

度和敏感度低的产业"政府作为区域的管理者!对区域

生态责任是确定型利益相关者! 并且是区域生态责任

的第一责任者"因此!基于白酒企业对生态环境的依赖

性和敏感性极高! 大型白酒企业在确定其利益相关者

的时候!需要考虑生态责任的特殊性!把地方政府当为

一种主要的确定型利益相关者" 大型白酒企业在做出

适应白酒企业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决策的时候! 需要全

面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应当承担的责任"

三!中国白酒金三角地区大型白酒企业

生态责任机制的分析

地方政府在进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时候! 考虑

生态承载力和土地承载力等评价指标时常坚持底线思

维!考虑的是极限值"区域内不同的产业都是独立的利

益主体!由于产业性质的差异!不同的产业对承担生态

责任的原动力有极大的差异" 生态承载力高的产业在

做出决策的时候! 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生态责任的

原动力相比就更小$ 这对白酒产业这样对生态环境高

度依赖的产业的持续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大型白酒企

业需要在各种应当承担生态责任的利益主体之间!最

大限度地争取各种利益主体的支持! 从而引导这种生

态环境保护不确定性的未来向有利于白酒产业永续发

展的方向前行"在中国白酒金三角地区!白酒产业是是

该地区绝对的支持产业! 大型白酒企业则是地区绝对

的税收大户! 这为该地区大型白酒企业履行生态责任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也为白酒企业的各种利益相

关者愿意牺牲短期的经济绩效! 进而最求企业的永续

发展提供了原动力" 下面对中国白酒金三角地区的大

型白酒企业各利益相关者承担生态责任的机制进行具

体分析"

"一#政府生态责任分析

政府是地区生态责任的第一主体! 又是生态责任

的监管者!还是区域生态环境的规划者"政府通过制定

各种发展规划! 规范和引导区域内不同产业的结构和

发展趋势!政府的各种规划!特别是经济社会综合发展

的%五年规划&!就是政府向提供的一种%生态公共产

品&"由于不同产业对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具有很大的

差异性!有的产业对生态环境敏感度和依存度非常高!

而有些产业则是高污染产业" 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模

式时!通常需要考虑不同产业#不同时期和不同利益主

体的需求!在各种生态利益冲突产生之前!就进行了科

学规划!把各种潜质的矛盾扼杀在摇篮之中!严格限制

严重的矛盾冲突存在的基础"另外!由于高污染企业生

态责任意识淡漠!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生态环境保

护!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政府要能在各种利

益博弈中!坚持长期发展导向!对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

行为予以严格的监督和惩罚! 坚决避免各种恶性行为

继续发生" 但是!政府官员可能因为短期绩效冲动!以

牺牲长期利益和生态环境换取短期的经济效益! 也可

能以维护地区稳定为理由向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妥协"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将应承担的生态责任形成规

范性的文件或政策! 从而对政府自身的行为形成有效

约束或规范" 由于大型白酒企业作为白酒金三角地区

的支柱企业和主要税源! 地方政府在制定各种规划和

制定各种政策的时候! 应当具有保护白酒企业赖以生

存的生态环境内在动力"

"二#白酒企业确定型利益相关者的生态责任分析

区域内不同产业对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不一样!

再加上生态责任涉及因素众多!治理成本巨大"由于良

好的生态环境是大型白酒企业提供高品质白酒产品的

基础和企业永续发展的保障"大型白酒企业的股东#经

营管理者#雇员和顾客等确定型利益相关者!需要形成

积极主动履行生态责任的战略共识" 面对复杂的不确

定的生态环境巨型系统! 确定型的利益相关者只有形

成了共识!才能为了永续发展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但是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在保护生态环境上的具体行为有

一定的差别" 经营管理者和雇员都需要在利润分配时

确保必要的利润投入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 而不能为

了短期收入的增长影响对企业生态责任的承担" 另外

!"



经营管理者还需要做出压缩部分短期经济利益! 为追

求企业永续发展进行更多的战略性投入! 在产业之间

的利益格局没有形成或没有固化的情况下! 积极争取

有利于白酒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积极推动和争取形

成有利的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局面" 这部分工作主要

是通过经营管理者积极促进政府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来

实现! 并为不能公益性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提供资金支

持# 客户承担生态责任则主要体现在对产品质量的严

格要求和监督! 制止和反对影响高品质白酒产品提供

的行为!并积极购买生态区域的产品!对劣质产品进行

坚决抵制#

!三"不确定型利益相关者的生态责任分析

从生态责任视角看!社区$社会组织$媒体是白酒

企业生态责任的不确定型的利益相关者# 虽然是不确

定的利益相关者! 白酒企业积极主动承担生态责任的

行为与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高度相关#十八大将%五

个文明&建设提到了新的战略高度!形成全国上下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的形势! 这为大型白酒企业积极

主动推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白酒企业可以通过培训和宣传等措施来提升社区居民

的生态意识!为企业的行为提供群众支持的强大动力#

目前不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的比

例大幅提升! 如何有序引导这个力量为保护酿酒生态

环境作出积极的贡献是目前白酒企业和政府共同研究

的课题# 因此对普通民众进行生态环境教育和培训显

得非常必要#另外!还可以与各种生态保护公益组织进

行合作!与媒体保持良好的沟通!确保最大限度地争取

到生态环境保护者的支持! 并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保持持续的压力#

四#对策与建议

白酒企业需要在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充

分融合技术$文化和管理等要素的长期积累!才可能发

展成为大型企业# 良好的酿酒生态环境是白酒企业永

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大型白酒企业需要积极主动履行

生态责任!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 但是!酿酒

生态保护是一项长期和复杂任务! 不是一朝一夕的工

作!需要白酒企业所有利益相关做出长期的艰苦努力#

为了有效的保护酿酒生态环境! 本文针对不同的利益

相关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首先! 政府应该承担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

的责任#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规律存在短期利益

与长期利益的冲突! 地方政府是区域生态环境的管理

者!需要为区域长期可持续发展承担直接的责任!同时

承担着对区域内所有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行为予

以严格监管责任#在中国白酒金三角地区!白酒产业是

当地的支柱产业!大型白酒企业是纳税大户"地方政府

有责任和动力保护地方支柱企业永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基础#政府应该推动生态规划!在审批或引进新项目的

时候!对高污染企业进行严格的限制!大力发展生态产

业"积极争取国家的生态补偿项目!把中国白酒金三角

地区建成国家生态产业示范地区#同时!对区域内各种

生态违法行为始终采取高压政策! 特别是避免可能对

生态环境产生长期影响的恶性事件发生#但是!政府官

员的政绩冲动和维稳意识也可能对生态环境保护造成

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政府的行为也需要监督#

其次!作为白酒企业的代表!白酒企业的经营管理

者需要在充分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基础上! 主动

承担具有战略意义的生态责任! 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做事积极的贡献! 也为白酒企业打造永续发展的生态

基础#在目前这个社会发展转型时期!在各种利益力量

不断博弈的时期! 争取主动和时机是赢得竞争优势的

有效手段# 大型白酒企业在承担法律规定的社会责任

的基础上! 积极主动地提供额外的资金推动政府进行

相应的调查$研究和规划!甚至直接为政府的生态工程

注入资金!推动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目前政府正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大型白酒企业可以充分利用

这个有利的时机! 为区域生态环境建设争取有利的政

策环境"如果政府规划已经形成!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利

益格局! 白酒企业要通过改变利益格局来实现生态环

境的改善和修复!成本和难度都会倍增#利益格局还没

有固化和国家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时期是大型白

酒企业争取政府保护生态环境$ 履行生态责任的最佳

时期!因此!大型白酒企业承担生态责任在为区域生态

环境保护创造积极贡献的同时! 也为企业创造良好的

外部生态环境!从而形成一个双赢的良好格局#

第三! 引导其他确定利益相关者形成主动履行生

态责任的战略共识# 在各种利益博弈中! 白酒企业的

%确定的利益相关者& 形成积极主动履行生态责任共

识!主要具有如下优势'有利于管理者做出压缩部分短

期经济利益! 为追求企业永续发展做出更多的战略性

投入"有利于争取有利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形式!在产业

之间的利益格局没有形成或没有固化的情况下! 积极

争取有利于白酒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第四!积极推进大众生态教育与培训#积极推动大

众生态意识的提升! 对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有巨大的

作用# 目前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的生态意识已经有很

大提升! 对于生态环境保护会带来如下两个方面的益

!"



处! 一方面会促进公民个人身体力行的为改善生态环

境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对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是

一个有力的制约$ 民众生态环境意识的提升既有利于

政府对各种生态违法行为的监管# 也是对政府提升自

身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有力的鞭策$因此#大型白酒

企业主动承担对民众的生态教育与培训# 对地区生态

环境保护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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