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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CSR)与可持续发展(SD)的协同管理,重点分析两者的整合以实现企

业与社会的长期价值创造。研究首先梳理了CSR与SD的理论框架,包括其基本原则、目标及重叠维度；

接着分析了两者的关系,揭示了CSR活动如何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反之亦然。本文进一步研究了

协同管理的机制,着重于战略对齐、创新采用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必要性。通过回顾成功实现CSR

与SD整合的案例研究,本文总结了实践经验和最佳实践。最后,本文讨论了实施协同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并提出了公司将CSR与SD目标相结合的可行策略。研究结果有助于加深企业在当今复杂全球环境中的

可持续和社会责任增长方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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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ynergistic manage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D), focusing on their integration to achieve long-term value creation for corporations 

and society. The study first 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SR and SD, including their principles, 

objectives, and overlapping dimensions. It then investigates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highlighting how CSR 

initiatives can act as drivers of SD goals and vice versa. The mechanisms of synergistic management are analyzed, 

with an emphasis on aligning corporate strategies, adopting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cross stakeholders. Case 

studies of successful CSR-SD integration are reviewed, providing practical insights and best practices. Finally,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implementing synergy are discussed, and actionable strategies for companies to align their CSR 

efforts with SD objectives are proposed. Th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the growing understanding of how businesses 

can foster sustainable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growth in today’s complex glob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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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以及社会不平

等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国家和

企业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同时,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作为一种企业履行社会义务的理

念与实践,正在成为构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将CSR与可

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相结合,

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福祉的提升,还能推动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因

此,研究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为企业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双赢提供指导。 

1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1.1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变与内涵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初,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社会对企业行为

的期待而逐步形成。早期的CSR更多关注企业的慈善捐助和对社

会问题的有限干预,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社会期望的变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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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逐渐扩展为企业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领域的综合责

任。20世纪70年代,卡罗尔(Carroll)提出的CSR金字塔模型奠定

了理论基础,其将CSR划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

慈善责任。这些层级表明,企业在追求盈利的同时,更需履行符

合法律、践行伦理以及积极回馈社会的责任。在21世纪,可持续

发展议题的突出使企业社会责任进一步深化,强调与企业战略

的深度融合,推动企业从传统的“合规性CSR”向“战略性CSR”

转型,从被动响应社会预期转变为主动创造多方价值。 

1.2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框架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最早由

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有的未来》中提出,定义为“既满

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模

式。它综合了经济增长、社会包容与环境保护三大核心目标,

成为全球发展议题的重要指南。在实际应用中,可持续发展被具

体化为17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包括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负责任的消

费与生产等领域。作为一个开放性、多层次的框架,可持续发展

的实施不仅需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还要求企业在内的

各类社会主体承担责任,从而构建一个通过多方协作实现的全

局性发展模式。 

1.3协同管理的理论视角 

协同管理(Synergistic Management)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管

理方法,强调通过多方互动与资源整合,推动组织各项目标之间

的动态平衡与相互促进。从理论视角来看,协同管理的核心在于

整合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实现效益与责任的同步最大化。在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协同管理提供了一种超越

线性管理的系统思维模型,例如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和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都为其

提供了框架支持。利益相关者理论建议企业应综合考虑股东外

的利益相关群体需求,将社会与环境因素纳入决策体系,从而促

进长期价值创造；而资源依赖理论则提出,企业通过与外部环境

的资源交换,能够增强其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实现经济责任与

社会责任的平衡。 

2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协同管理的框架构建 

2.1协同管理机制的理论模型 

协同管理机制的核心在于实现企业社会责任(CSR)与可持

续发展的深度结合。理论上,CSR强调企业如何对社会和环境负

责,而可持续发展则关注如何满足当前社会需求的同时,不损害

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两者的协同需要将企业的微观行为(如资源

使用、产品设计)与宏观社会需求(如生态保护、社会福祉)相结

合。通过资源整合、利益相关者合作及创新驱动,协同机制可以

实现相互促进的效果。 

从资源整合来看,企业需要通过内部和外部资源的有效配

置与协作,形成良性循环,比如整合供应链中的环保技术,或与

社会组织联合开展公益项目。利益相关者沟通是协同管理的关

键环节,CSR与可持续发展涉及多方立场,从内部员工、股东到外

部的消费者、政府等,都需要透明、互动的交流方式。通过创新

驱动,企业可以在研发、流程与营销等多个层面实现突破,既满

足商业利益,又兼顾社会效益。理论模型的建立要求企业制定具

体的管理框架,重视动态平衡与协调性。 

2.2协同模式的设计 

协同管理的核心在于设计能够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的

模式,同时贯穿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底线。在短期-长期目标

结合方面,企业可采用“双轨策略”：短期内满足市场需求和企

业盈利,同时规划长期可持续发展路径。例如,从产品制造阶段

就采用环保原料,同时投资研发提高能源效率,以形成持续的技

术优势。 

动态平衡机制的设计以三重底线为核心,即经济收益、社会

责任和环境保护的相互平衡。例如,通过定期量化CSR活动对经

济收入的贡献,反思环境影响指标表现,并扩展社会参与。动态

平衡的实现需要将数据分析与监控机制结合,及时调整企业的

管理决策。此类系统化的协同管理模式不仅有助于企业内部满

足利益相关者的多方诉求,也能帮助企业在市场中树立负责任

的品牌形象。 

2.3典型案例分析 

在实际应用中,国内外许多企业已经成功将CSR与可持续发

展协同管理付诸实践,为理论和框架构建提供了借鉴。在国际范

围内,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近年来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

突破,其通过投资碳捕捉与储存技术,不仅减少了碳排放,还为

行业树立了低碳发展的标杆。同时,公司还与环保组织合作,共

同推进生态保护项目,展现出良好的社会责任形象。 

在国内,华为通过智能技术推动可持续发展并践行企业社

会责任。例如,华为的“绿色5G”项目不仅降低了设备能耗,还

有效推动了信息技术产业的低碳化。同时,华为积极参与教育领

域的CSR活动,如建立信息技术培训项目,支持欠发达地区的教

育发展,体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贡献的协调发展。 

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剖析可以发现,企业在进行协同管理时,

除了需要深刻理解CSR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外,更应结合自身特

点设计符合企业实际的管理框架,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责

任的良性互动。 

3 协同管理实施中的挑战与对策 

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简称CSR)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协同管理的过程中,虽然其重要性

和潜在价值已广泛获得认可,但实际落地仍面临诸多挑战。以下

从内部与外部两个层面分析主要障碍,并提出相应应对策略及

影响评估体系设计。 

3.1实施中的主要挑战 

内部问题：成本压力：推行CSR与可持续发展相关实践往往

需要企业注入大量的资金和资源,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高

成本可能导致利润空间的进一步压缩,降低实施积极性。 

战略协调难度：CSR和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融入企业总体战

略,但由于涉及的利益维度广泛,企业在设定短期与长期目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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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难以找到一个平衡点,导致执行过程中的方向性偏差。 

企业文化不适应：协同管理的理念需要全体员工的认同和支

持。然而,一些企业内部可能存在短视思维或传统文化根深蒂固,

员工对CSR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不足,进一步增加了执行的难度。 

外部障碍：政策法规不完善：尽管全球范围内已有相关领

域的法规出台,但在许多地区和行业中,缺乏健全的政策支撑和

统一的管理框架,导致企业难以规范实施协同管理。 

利益相关方需求冲突：企业需同时满足客户、投资者、政

府、社区等多方的多样化需求,若利益相关方对CSR和可持续发

展的期望存在矛盾,会对企业协同推进工作形成掣肘。 

社会认知不足：在部分社会群体中,对CSR和可持续发展的

认知尚未深刻,公众监督及市场反馈力度较低,企业的社会责任

实践和可持续发展的成效得不到有效评价和激励,间接影响了

企业的持续投入。 

3.2应对策略与解决途径 

面对上述挑战,企业可从内部优化与外部支持相结合的角

度出发,通过以下策略实现突破： 

从组织内部优化：制度优化：将CSR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

企业核心战略,通过构建专门的制度流程和监督机制,确保协同

管理的具体实施与成效评估。 

技术升级：借助现代化技术手段,例如采用清洁能源、优化生

产流程、降低资源浪费等,以减少环境负担,同时提高执行效率。 

员工培训：开展与CSR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内部教育活动,

提升员工的认知水平与实践能力,构建整体统一的执行文化,推

动从高层管理者到基层员工的全面参与。 

从外部环境推动：加强政府支持和政策激励：鼓励政府制

定更多的政策优惠,例如税收减免、绿色补贴等,帮助企业降低

实施协同管理的资金压力。 

促进公众监督和倡导：倡导社会组织和媒体对企业的CSR

和可持续发展行为进行监督和宣传,加深公众理解和参与,从而

为企业注入更多外部动力。 

搭建多方沟通平台：搭建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合作机

制,协调利益冲突,鼓励供应链管理、行业联盟等协作模式,提升

实施效率和收益。 

利用信息技术：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通过实

时监控、数据分析和预测模型,提升协同管理的精度和效率。例

如,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企业碳排放量、资源利用情况等,为决

策提供依据；同时利用人工智能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提高可持

续实践的精准性和简单化。 

3.3影响评估体系的设计 

为全面衡量协同管理实践的实际成效,企业需设计科学、综

合的绩效评估体系。 

经济收益：传统财务效益指标与CSR成本效益分析相结合,

确保协同管理的经济可行性。 

环境效益：通过量化指标如碳减排量、资源节约率、污染

物排放量控制水平等,评估企业在环保领域的实际贡献。 

社会影响：考察企业在社会领域的改进效果,包括利益相关

方满意度、公众认知的提升、社区福利的改善等。 

通过动态监测和数据反馈,不断优化评估过程,同时将评估

数据用于透明化披露和改进决策,确保管理实践的可持续性。 

在CSR与可持续发展协同管理实践中,尽管企业需要克服多

重内外部挑战,但通过战略规划、技术赋能、利益协调等多重手

段,企业可以显著提高协同运行的效率与效果。在未来的发展中,

构建科学的评估体系和强化多方协作,将成为这项工作可持续

优化的重要方向。 

4 总结与展望 

4.1研究总结 

本研究围绕企业社会责任(CSR)与可持续发展的协同管理

展开,提出了理论框架与实施路径。在理论层面,明确了协同视

角下两者相互促进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实践层面,探讨了企业

如何通过协同管理机制更有效地整合CSR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本

论文的主要结论是：协同管理框架能够有效指导企业实现经济、

社会与环境绩效的均衡发展,同时为实践中复杂问题的解决提

供了系统性思路。 

4.2研究的创新与局限性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提出了基于协同管理的理论框架,

并设计了具体的管理路径,为企业构建CSR与可持续发展的整合

模型提供了指导。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样本范

围较为有限,仅集中于特定企业类型,行业差异性研究不足。此

外,研究多聚焦理论模型的构建,但对于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

的适用性尚待进一步验证。 

4.3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1)针对制造业、服务

业和高科技行业,开展CSR与可持续发展协同管理的细分应用研

究；(2)探讨政策法规和监管环境在促进协同管理中的辅助作

用；(3)在全球化背景下优化跨国企业应用CSR与可持续发展协

同管理模型,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及治理模式的多样性,以推动理

论的国际化与实践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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