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导  论 

一、研究背景 

民以食为天，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

人们更加关注饮食卫生与身体健康，作为大众根本需求的食品安全就更加引

人注目。2008 年“三鹿奶粉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乳制品安全的空前关注，随

后，国家质检总局对多个品牌的婴幼儿奶粉进行质检并公布了报告，报告中

指出包括蒙牛、光明、伊利在内的多家乳制品企业生产的奶粉都使用了三聚

氰胺。这无疑使得事件急剧恶化，这些乳制品等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遭

到了国民的严肃拷问。更为严重的是，三鹿奶粉事件后，食品安全问题层出

不穷，瘦肉精、染色馒头、地沟油等食品问题先后将食品企业推向了舆论的

风口浪尖，整个食品行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目前，为了防止食品出现安全问题，政府已出台并修订了《食品安全

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等系列



 

 

法律法规，并设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工作的高

层次议事协调机构。但有数据显示，自 2009 年实施《食品安全法》以来，

我国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数仍呈上升趋势，改革成效并不显著。可见，单

一的政策监管还不足以有效治理和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的背

后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外部监管不力外，还与食品企业（本书所指的“食

品企业”包括食品饮料业企业和生产食用农产品的农林牧渔业企业）自身

社会责任的严重缺失直接相关。因此，如何从企业内部推动企业主动履行

社会责任，形成内部主动承担、外部强制监管的双重治理机制，是当前需

要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也是有效治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增强食品企业

社会责任的关键。  

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和影响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发挥作

用的机制是怎样的？此外，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其经济绩效是如何产生作

用的？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因素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从我国当前食品

行业面临的社会责任现实情况来看，只有首先从微观的食品企业层面厘清这

些基础问题，才可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宏观、微观治理政策和管

理措施，发挥宏观、微观治理的协同作用，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我国食品安



 

 

全的严峻形势。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目的 

本书旨在研究食品企业社会责任与其经济绩效的关系。其中食品企业主

要以我国食品饮料业、农林牧渔业中涉及食用农产品加工、生产和销售的上

市公司为样本，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研究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绩效评估方

面，而经济绩效则包括公司的财务绩效和资本市场绩效两个方面。在具体研

究食品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过程中，本书重点考查食品企业文化对食

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前置驱动作用、公司管理水平和盈余管理在食品企业社会

责任与企业绩效作用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等因

素在食品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作用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最后，将基于研

究结论提出宏观、微观方面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当前，学术界在探求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时，多从制度动因（包括



 

 

外界的监督、法律法规的制定、本土标准的制定和完善等方面）或经济动因

（包括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绩效管理等方面）进行分析，对于更深的内在伦

理动因探究较少，本书从伦理动因的角度来考察企业文化对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的推动作用。另外，本书不局限于前人大多开展的企业文化、社会责任与 

经济绩效两两间的关系研究，而是构建食品企业的“企业文化—社会责任—

企业荣誉—经济绩效”主线条框架，综合探讨研究这些重要变量间的中介传

递与调节关系，一是可以丰富现有研究文献，二是可以为现有理论提供实证

支持。  

已有文献在探求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时，多将社会责任

看作单一的、整体性的变量来分析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或亦是关注经济因

素对整体社会责任的影响，对于社会责任具体构成维度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

的相互关系研究探讨的少，理论研究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本书根据前人文

献和扎根理论、内容分析法等方法将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分为食品安全责任、

责任管理、市场责任、法律责任和环境责任等具体维度，进一步研究各个责

任维度与社会资本、公司管理水平之间的作用关系，继而通过社会资本和公

司管理水平的中介作用探究其与公司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这样，



 

 

能够从更全面的中介作用视角去研究社会责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充实现有

文献在该方面研究的不足。此外，目前我国众多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

绩效两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的样本选取方面，大多进行的是截面数据研究，

大规模的平衡面板数据或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较少，本书也将从这方面进行

改进研究。 

2．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接连发生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引起了社会公众对食品行业

社会责任问题的强烈关注和谴责，而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

研究多为忽视行业特殊性的统一综合性研究，结合行业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

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较少，其中以食品行业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与经验总结

十分有限。从伦理动因视角探究企业文化对社会责任的推动作用，旨在倡导

企业建立合理完善的企业文化，从而改变社会责任缺失的现状，这也响应了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中对文化建设的要求。 

我国食品上市公司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情大多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甚

至破产重组，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原因与公司的质量控制等管理水平密切

相关。本书通过研究食品公司社会责任对公司管理水平的中介影响作用，



 

 

继而探究其对公司经济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可以使食品企业认识到履

行社会责任对提高公司管理水平的重要性，进而推动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  

本书研究发现改善企业经济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具体落实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从而对企业社会责任完善提供现实经济依据，倡导企业建立社会责

任规范体系，让广大企业能够自觉自愿地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继而从微观

层面推动企业落实社会责任，完善社会责任的内涵。同时，本书通过探求企

业社会责任及其具体维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可以使企业认识到社会责

任对于经济绩效的推动作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引导企业基于传统的经济动

因去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实践中更易被广大企业理解和接受，产生

实效。  

三、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首先，进行理论与模型研究。以社会公众、学术界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的重点问题为导向，借助国内外相关文献，重新梳



 

 

理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理论和模型，采取理论总结、理论整合、实地调

研相结合的方式，结合运用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食品工程学和统计学

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构建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和食品企业社会

责任、企业荣誉与经济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 

其次，展开实证研究与案例研究。运用文献分析法、计量经济学方法（包

括截面数据、时序数据、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因果分析等数据类型与方法）

和案例研究方法（包括典型单案例研究和分类多案例研究），从食品上市公司

和中小食品企业两个层面，对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荣誉与经济绩效的

相互关系和传导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最后，总结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总结研究结论，从服务于政府

的宏观政策和服务于企业的微观对策两个方面提出具备一定操作性的措施

建议。  

研究思路如图 1-1 所示。  



 

 

 

图 1-1  研究思路 

（二）研究框架 

本书的研究框架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研究框架、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等。 

第二章，文献综述。梳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测量方法的国内外研究

成果及其在食品企业中的应用研究动态，对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

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分类梳理，并对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



 

 

绩效之间关系的前置因素、中介因素和调节因素（企业文化、企业荣誉、盈

余管理、信息披露等）进行较为系统的综述。 

第三章，理论分析。本章重点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经典理论和适用于食

品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与方法，在整合这些理论的基础之上，构建能够支撑

食品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之间作用关系的理论基础和作用机理，包括指

导前置因素、中介因素、调节因素的多种具体理论与方法。 

第四章，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本章借鉴国内外代表性的企业社会责

任评价理论与方法，重点针对食品行业的特殊性，以问卷调研和实地访谈为

证据，从食品上市公司和中小食品企业两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评价其社会责

任的履行情况。 

第五章，食品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作用机制。本章主要依据第三

章和第四章的理论，采用社会学中的扎根理论方法，相对完整系统地构建食

品企业社会责任对经济绩效的作用机制模型，具体构建出“企业文化—社会

责任—企业荣誉—经济绩效”为主线的理论模型。 

第六章，实证研究。本章在第二章的文献综述和第三、四、五章的理

论分析基础上，首先进行研究假设提出、变量选取、样本与数据来源的确



 

 

定等，对“企业文化—社会责任—企业荣誉—经济绩效”主线模型中的被

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及其他控制变量进行筛选和定

义；其次对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最后构建多群组结构

方程模型，得出实证结果，并辅以采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获得的结论进

行稳健性检验。  

第七章，研究结论与措施建议。本章在系统总结前六章的理论研究和实

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现状，针对性地提出宏

观层面政策建议和微观层面的对策措施，为我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和食

品安全治理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 

（三）研究方法 

1．比较分析法 

根据本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通过查阅电子档案数据库、纸质图书、

调研问卷等国内外相关文献与资料，将获取的信息资料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

比较分析，保障对研究动态把握的全面性、重要性和规律性，力争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有所改进甚至创新。  

2．内容分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