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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掘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价研究 

 

徐伊莎 冉雅君 

 

摘要 

 

本文以 2011 年沪深两市 A 股采掘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利益相关者

理论，从企业对股东、债权人、政府、员工、社区和环境角度，通过因子分析对

企业履行和披露社会责任现状进行评价。研究发现采掘业整体行业社会责任评价

不高，企业对员工责任履行程度偏低，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仍较少，尤其是在环

保支出披露上由于行业规范不统一，企业对环境责任的履行难以考量。采掘业应

将社会责任提升至公司战略层面，关注员工和环保，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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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采掘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目前我国 93%的能源、80%的工业原料、

70%的农业生产资料来自于采掘业产品。采掘业以自然界的天然物质为劳动对

象，主要包括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采选，木材采伐等，且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

大，产品运输量大等特点。 

采掘业虽然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能源财富，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环境污

染，居民健康受损等。而且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采掘业高耗能、高

污染的性质，因此这一行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值得格外关注。 

2010 年 7 月 3 日，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1899）的下属紫金山金

童矿湿法厂发生含铜酸性溶液渗漏，9100 立方米的污水流入汀江,导致汀江部分

河段污染及大量网箱养鱼死亡。但是紫金矿业直至 12 日才发布公告，瞒报事故

9 天。同年 9 月 20 日，受超强台风“凡亚比”影响，紫金矿业有限公司信宜银岩

锡矿尾矿库塞水大坝突然崩塌，致下游 28 人死亡。12 月 21 日，广东省有关方

面后经调查表明紫金矿业对溃坝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两起重大事故暴露出紫金矿业在生产管理方面的漏洞：一味的压低生产成

本，在环保方面舍不得投入；盲目追求利润而无视客观生产条件。作为一家上市

公司，无论从哪一个利益相关方的角度而言，紫金矿业都没有尽到社会责任。像

紫金矿业这样不主动承担和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企业，影响的不仅仅是自身的价值

和声誉，甚至还可能还会造成更大的负外部性。 

值得注意的是，像紫金矿业这样没有尽到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采掘企业还有

很多。2011 年依旧是煤矿、瓦斯事故频发的一年，甚至还有小范围的污染事件

没有被曝光履行出来。可以说，采掘行业整体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不容乐观。有

诸多其他行业的企业比如安达信、三鹿等都因为轻视社会责任而最终导致破产，

这些都是前车之鉴。可见，采掘业相关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是对其利益相关方

负责，也是对自身负责。 

本文基于因子分析法，分别从企业对市场（股东、债权人）、政府、社会（员

工、社区）、环境等角度，对采掘业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现状进行研究、分

析。鉴于采掘业具有高污染、高耗能的特点，环境责任是评价采掘业企业是否良

http://baike.baidu.com/view/3383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70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70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3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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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本文将环境责任加入进行量化，对环境责任进行详

细的评分并作为变量加入因子分析，对 2011 年采掘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现

状的研究，以期促使中国未来采掘业行业内逐步形成统一的社会责任履行标准，

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 社会责任评价文献回顾 

 

“企业社会责任”一词最早起源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我国对该问题

的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大多数文献多集中于规范性研究。在学术界，关于企

业社会责任以及评价的认识有多种观点。 

张明泉、陈佳婧[1]从非经济责任、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员工责任和社区责

任这五个方面出发，提出了石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杨新利、杨玉凤[2]

认为，采掘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履行模式存在不足，履行的内容方面详略有

差异，特别是对于员工、环境等方面信息的履行只是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性内容。

黄怡、陈秋丽[3]
 从股东、员工、社区和国家四个方面研究了 2010 年采掘业社会

责任履行状况，研究发现企业对各方履行状况不平衡，总体履行较好的企业在个

别方面有欠缺。 

本文倾向于采用 1984 年由弗里曼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来评价企业社会责

任的履行现状。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上，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较客观、全面

的反应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能有效克服企业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局

限性。“利益相关者理论虽然不能取代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

的研究来说，可以将企业承担责任的对象具体化”（Laurent Leduc）[4]。该理论

认为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

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和社区、媒体等压力集团，甚至包括自然环境、人类

后代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生存

和发展密切相关，他们可能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或提供了资源，甚至对企业的

规范经营进行监督和制约，所以企业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3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36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5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25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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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评价指标选取 

 

基于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由中科院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

等研究，结合我国采掘业的实际情况，遵循可靠性、可行性、可比性、相关性等

原则，本文从市场、社会、环境、是否有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的角度，选取若干

财务指标、财务比率以及衡量标准对采掘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进行研

究。 

表 1 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评价指标体系 

利益相关方 指标 

对股东的责任 每股收益 X1、净资产收益率 X2 

对债权人的责任 速动比率 X3、资产负债率 X4 

对政府的责任 资产纳税率 X5、税款上缴率 X6 

对员工的责任 劳动生产率 X7、单位员工利润额 X8 

对社区的责任 社区贡献率 X9 

对环境的责任 环境贡献 X10 

 

（1）股东：企业社会责任首先是要对股东负责。在所有的契约关系中，最

重要的就是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企业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是一个市场概

念，具体表现为上市公司追求股票价格的提升。所以本文选取每股收益 X1（EPS）

和净资产收益率 X2（ROE），分别来衡量企业收益性以及对股东利益的保障程度。 

（2）债权人：对于债权人而言，他们关心的是企业的还本付息能力以及长

期存续能力。本文选取短期偿债能力指标速动比率 X3，以及长期偿债能力指标

如资产负债率 X4，来衡量企业对债权人的责任履行情况。 

（3）政府：企业承担的政府责任主要体现在企业是否及时纳税以及税款上

缴数额的情况上。选取指标如下： 

资产纳税率 X5=已缴纳税款/资产总额 

税款上缴率 X6=已缴纳税款/应缴纳税款 

（注：已缴纳税款可用现金流量表中的“支付的各项税费”代替） 

（4）员工：企业对员工的责任除了体现在企业雇佣员工而支付的工资和基

本福利上，企业还应该关注员工素质和能力的提升等，这些可以通过员工劳动生

产率以及单位员工利润额来衡量。 

劳动生产率 X7= 营业收入/平均员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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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员工利润额 X8= 净利润/平均员工人数; 

（5）社区：企业对社区的社会责任体现在创造就业机会、捐赠等为国家或

社会创造和支付的价值总额上，可以用以下指标衡量： 

社区贡献率 X9=（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对外捐赠额）/总资产 

（6）环境：企业对环境的责任 X10 不易用具体的比率来衡量，故本文采用

评分法对企业在环境上的责任履行状况进行评价。分别体现在三个标准上：有无

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有无在报告中提及企业的环保工作以及有无披露具体的环

保支出数额，若一采掘业上市公司披露了其中一项，则记一分；披露了两项，记

两分；三项则为三分。此外，对于除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外还发布了单独的环境报

告或是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企业，额外的记一分。综上，本文中研究的采掘业上市

公司在环境责任方面的履行状况评分，最高可达 4 分，最低为 0 分。  

 

四、 社会责任评价实证分析 

 

1.分析方法及样本选取 

因子分析是研究如何以最少的信息丢失，将众多原始变量浓缩成少数几个因

子变量，如何使因子变量具有命名解释性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使用因子分

析不但能实现降维，利于进一步分析；而且不会影响反映问题的完整程度，因子

的可解释性也有助于进一步对结果解释评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反映在公司运营

的多方面，为了能找到既能准确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又能减少问题维度，

使企业社会责任集中体现在几个方面上。因此，本文采用因子分析，以期能正确

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并能得出企业在社会责任的各个方面表现如何。 

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本文以沪深两市 2011 年 A 股正常上市的采掘业

上市公司为样本，即其中剔除了 ST、*ST 等公司及财务数据异常的公司，最终

获得 49 个样本。通过数据库和社会责任报告搜集 2011 年上述 10 个指标的数据，

并进行标准化处理，运用 SPSS 软件进行因子分析。 

本文财务数据来源于 RESSET（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各公司社会责任报

告来自 CSR 报告网。因子分析结果由软件 IBM SPSS Statistics 19.0 运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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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子分析过程 

表 2 因子解释原有变量总方差的情况 

成份 旋转后的特征值 解释方差的百分比% 累积解释方差的百分比% 

1 2.0068 20.0682 20.0682 

2 1.9897 19.897 39.9652 

3 1.7267 17.267 57.2322 

4 1.3834 13.8339 71.0662 

 

根据巴特利特检验，样本的 KMO 值为 0.508，大于 0.5；Bartlett 对应概率

sig=0.000，小于 0.05，通过检验，说明样本数据适用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

法提取的因子并选取特征值大于 1 的特征根，提取了四个因子，可解释总方差的

71.0662%，解释程度较高，且变量损失度较小，除税款上缴率，其余变量提取率

均在 0.65 以上。为了使因子更具有命名解释性，采用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得到

变量在因子上的载荷矩阵。 

表 3 因子载荷矩阵 

  因子 

  F1 F2 F3 F4 

劳动生产率 0.9642 -0.0308 0.0649 -0.0042 

单位员工利润额 0.9369 0.123 0.0107 -0.1197 

每股收益 0.0534 0.8299 -0.0896 -0.317 

净资产收益率 0.0066 0.8241 0.2777 0.0083 

资产纳税率 0.4243 0.531 0.2808 0.3219 

上缴率 0.0218 0.4737 -0.0092 0.1693 

速动比率 -0.0268 -0.0492 -0.8571 0.0908 

资产负债率 0.0677 0.078 0.7931 0.0803 

环保贡献 0.1037 0.148 0.2792 -0.7808 

社区贡献率 -0.002 0.2624 0.3416 0.7154 

 

通过因子载荷矩阵可以得出各因子对哪些变量的解释度较高，并据此对因子

命名。劳动生产率 X7、单位员工利润额 X8 在第一个因子 F1 上载荷较高，均大于

0.9，则 F1 主要解释了这两个变量，可命名为雇员责任；每股收益 X1、净资产收

益率 X2 政府：资产纳税率 X5、税款上缴率 X6 在第二个因子 F2 上载荷较高，命

名为出资人责任；第三个因子 F3 主要解释了速动比率 X3 和资产负债率 X4，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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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债权人责任；第四个因子主要解释了社区贡献率 X9 和环境贡献 X10，归为公

众责任。 

表 4：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因子 

  F1 F2 F3 F4 

每股收益 -0.0502 0.4801 -0.1741 -0.2342 

净资产收益率 -0.0863 0.419 0.0475 -0.0194 

速动比率 0.0495 0.1091 -0.5472 0.1155 

资产负债率 -0.02 -0.0884 0.4889 0.0144 

资产纳税率 0.1705 0.2135 0.0504 0.2285 

上缴率 -0.023 0.264 -0.092 0.1195 

劳动生产率 0.5057 -0.1117 -0.0161 0.0293 

单位员工利润额 0.4771 -0.0129 -0.0668 -0.0548 

社区贡献率 -0.0198 0.0854 0.1371 0.4999 

环保贡献 -0.0055 0.0392 0.1946 -0.5846 

 

依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写出因子的线性表达式： 

1 1 2 9 10

2 1 2 9 10

3 1 2 9 10

4 1 2 9 10

0.0502 0.0863 0.0198 0.0055

0.4801 0.4190 0.0854 0.0392

0.1741 0.0475 0.1371 0.1946

0.2342 0.0194 0.4999 0.5846

F x x x x

F x x x x

F x x x x

F x x x x

    

   

    

    







  

 

由上述表达式计算各因子的得分，最后以各因子方差解释率作为权重，进行

加权平均得出 2011 年采掘业 49 家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因子综合得分 F 值。 

 

1 2 3 420.0682 19.8970 17.2670 13.8339

71.0662

F F F F
F

  


 
 

表 5 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与排名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F1 排名 F2 排名 F3 排名 F4 排名 F 排名 

1 600028 中国石化 5.6134  1 -0.4517  32 0.1725  27 -0.2739  28 1.4473  1 

2 600348 阳泉煤业 2.4272  2 0.7032  14 0.3261  23 1.6889  3 1.2903  2 

3 000552 靖远煤电 0.1286  7 0.6687  15 0.6328  11 3.7893  1 1.1149  3 

4 601699 潞安环能 -0.2612  23 1.4116  3 0.6556  10 0.4339  17 0.5652  4 

5 601666 平煤股份 -0.1474  17 0.4773  19 0.3927  18 1.8102  2 0.5398  5 

6 600259 广晟有色 -0.4624  43 0.9190  9 0.9405  3 0.7551  10 0.5022  6 

7 601857 中国石油 2.0437  3 -0.1690  27 0.2385  26 -0.8573  38 0.4209  7 

8 002683 宏大爆破 -0.4703  44 0.5300  18 0.7758  7 1.0439  5 0.4073  8 

9 600403 大有能源 -0.3160  32 1.2537  7 0.0448  33 0.4616  15 0.3625  9 

10 002128 露天煤业 -0.0628  13 1.5172  2 0.1484  29 -0.4940  32 0.346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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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601088 中国神华 1.2427  4 1.3295  5 -0.3862  40 -1.4612  48 0.3449  11 

12 600395 盘江股份 -0.2949  30 1.3019  6 0.3400  22 -0.2690  27 0.3115  12 

13 600547 山东黄金 -0.4883  46 1.1104  8 0.1684  28 0.4781  14 0.3070  13 

14 000937 冀中能源 -0.3811  36 0.7757  13 0.6298  12 -0.0949  24 0.2441  14 

15 601918 国投新集 -0.2889  27 -0.1281  25 0.6787  8 0.9288  6 0.2283  15 

16 600188 兖州煤业 0.5515  5 0.8100  11 0.3696  19 -1.2615  46 0.2268  16 

17 600971 恒源煤电 -0.2984  31 0.1721  23 0.1410  30 0.5079  13 0.0970  17 

18 000983 西山煤电 -0.3514  35 0.3258  20 0.8343  5 -0.5609  35 0.0855  18 

19 600508 上海能源 -0.2544  21 1.4088  4 -0.2239  37 -0.9532  41 0.0826  19 

20 601001 大同煤业 -0.0490  12 -0.0510  24 -0.3737  39 0.8772  8 0.0518  20 

21 600123 兰花科创 -0.5894  49 1.9628  1 -0.1532  35 -1.5683  49 0.0406  21 

22 600397 安源煤业 -0.2651  24 -1.2336  45 0.8476  4 1.2196  4 0.0231  22 

23 600546 山煤国际 -0.2860  26 -0.2382  29 0.4365  17 0.1992  22 -0.0026  23 

24 600121 郑州煤电 0.0047  8 -0.9821  42 1.2472  1 -0.2976  30 -0.0285  24 

25 600714 金瑞矿业 -0.2662  25 -1.0856  43 0.6777  9 0.7850  9 -0.0617  25 

26 601101 昊华能源 -0.2317  19 0.8179  10 -0.1186  34 -1.1236  43 -0.0840  26 

27 601899 紫金矿业 -0.3425  34 -0.1847  28 0.4465  16 -0.2409  26 -0.0868  27 

28 600489 中金黄金 -0.4470  42 0.2703  21 0.5150  15 -0.8722  39 -0.0952  28 

29 000655 金岭矿业 -0.0973  14 0.5440  17 -0.6497  41 -0.3559  31 -0.1023  29 

30 002629 仁智油服 -0.3995  38 -0.4835  33 -0.2063  36 0.8971  7 -0.1237  30 

31 000780 平庄能源 -0.1815  18 0.5871  16 -0.3590  38 -0.9182  40 -0.1529  31 

32 600256 广汇能源 -0.2438  20 -0.7007  38 0.2414  25 0.1433  23 -0.1785  32 

33 601898 中煤能源 -0.0082  10 -0.3561  31 0.0778  32 -0.6106  36 -0.2020  33 

34 601808 中海油服 -0.5800  48 -0.2707  30 0.5265  14 -0.5055  33 -0.2100  34 

35 002353 杰瑞股份 -0.3833  37 0.7867  12 -1.2200  46 -0.2841  29 -0.2397  35 

36 600583 海油工程 -0.0080  9 -1.6296  48 0.2720  24 0.7392  11 -0.2485  36 

37 000758 中色股份 -0.4727  45 -0.5320  35 0.9746  2 -1.0443  42 -0.2489  37 

38 600139 西部资源 -0.5089  47 -0.1369  26 -0.6841  42 0.4055  18 -0.2693  38 

39 600997 开滦股份 -0.4057  39 -0.5440  36 0.5538  13 -0.7227  37 -0.2730  39 

40 002207 准油股份 -0.2593  22 -1.3638  47 0.3517  21 0.3917  19 -0.2934  40 

41 601168 西部矿业 -0.4199  40 -0.9379  40 0.8299  6 -1.2774  47 -0.4282  41 

42 002554 惠博普 -0.2907  28 -0.8009  39 -0.9396  44 0.2941  20 -0.4774  42 

43 300164 通源石油 -0.2913  29 -0.5034  34 -1.0452  45 -0.1149  25 -0.4995  43 

44 601958 金钼股份 0.1315  6 -0.9574  41 -0.8438  43 -0.5141  34 -0.5360  44 

45 002340 格林美 -0.4266  41 -1.0995  44 0.3644  20 -1.1834  44 -0.5701  45 

46 300084 海默科技 -0.3414  33 -1.2985  46 -1.2544  47 0.2626  21 -0.7136  46 

47 300157 恒泰艾普 -0.1190  15 -0.6426  37 -2.7323  48 0.4408  16 -0.7916  47 

48 300191 潜能恒信 -0.0175  11 0.2304  22 -4.7736  49 0.5458  12 -0.9940  48 

49 000762 西藏矿业 -0.1345  16 -3.1327  49 0.1115  31 -1.2395  45 -1.129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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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会责任履行现状分析和建议 

 

1.实证分析结论 

由于在因子分析前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去除各指标量纲的影响，并将平均

水平固定在零点，以便直观看出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企业综合得分越高，

说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越好，反之则说明企业履行程度越低；各因子得分越

高说明企业在该方面履行社会责任程度较高。 

从收集的采掘业企业的各项指标来看，2011 年综合得分高于零分的企业仅

占总数的 44.9%，超过半数的企业未能良好地对利益相关方履行社会责任，说明

采掘业整体社会责任意识仍较薄弱。从综合得分分布来看，排名前三位的中国石

化、阳泉煤业和靖远煤电得分均在 1.1 以上，而排名第四的潞安环能得分仅为

0.5652，中间几乎断档，没有企业得分在[0.6,1.0]之间；有约 30%的企业综合得

分在[-0.25,0]之间，说明采掘业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程度参差不齐，部分企业距离

“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还有小段距离。从整体来看，采掘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还

有很大提升空间，有些企业虽然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但综合得分依然不高，应

继续将意识落实为行动。 

从四个因子得分排名来看，约 47%的企业在 F2 和 F4 因子上得分大于零，在

F3 上大于零的企业有 67%，但在 F1 得分上大于零的企业仅有 16%，说明采掘业

公司更注重保障债权人利益，却往往忽略了对企业员工的责任，对政府、股东、

社区的责任履行程度一般。另外，各企业在社会责任的不同方面履行程度不一，

如中国神华在 F3 因子的得分排名处于下游，F4 因子得分更是处于末位，仅是因

为前两个因子的得分颇高才使得综合评分排名靠前。 

在环境方面，对采掘业 2011 年的社会责任报告统计显示，49 家企业中有 25

家有独立的责任报告，其中 24 家在报告中披露了环保事项，13 家披露具体支出

数额，数额精确度从百元到千万不等。企业在年报中一般不会将环保作为单独项

目列出，而目前来说仅有 27%的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数额，加之没有统一

规范，数额的精确度以及是否属实不得而知。说明目前采掘业在履行环保责任状

况堪忧，缺乏统一的披露、审核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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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议 

总体来看，2011 年采掘业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各个采掘业上市公司应对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薄弱的环节进行改进，进而改善采掘

业这一行业整体的形象和绩效，以实现行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1）采掘业上市公司在员工责任的履行方面有待提高。企业对任何一方利

益相关者责任的履行都会影响对其余各方利益相关者责任的承担[5]，企业不应忽

视社会责任的各方面。企业应该在保证生产效率和能力的前提下，加强对员工素

质的培养，努力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比如，企业应定期对员工进行技能培训；

开展集体活动；逐步完善和提高员工福利比如教育经费、社会保障费用等的投入，

激发员工的生产积极性。 

（2）未来应该在采掘业内形成统一的环境责任披露规范。统一环境支出这

一概念的定义范围、细化环境责任披露的条目、规范环境保护评分细则，并鼓励

企业主动在年报附注和社会责任报告中详细披露对环境责任的履行状况。此外，

采掘业业内若能达成一致，则可设立专项的社会责任履行基金，并对在履行社会

责任上表现优秀和落后的企业分别进行奖励、惩罚等方式，以此来督促和规范采

掘业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 

（3）政府应通过表彰行业模范企业、发布社会责任评分标准等方式督促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经调查，政府几乎对各个采掘业上市公司都有进行数额不等的

补助，而绝大多数公司都未在年报或其它报告中披露这笔资金的去向。所以政府

应督促采掘业企业公开化、透明化政府补助的用途和去向，鼓励采掘业企业增加

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和投入。 

（4）采掘业上市公司自身应加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和理解，将社会责任尤

其是员工和环境责任提升至公司战略的高度。公司应该努力寻求与相关团体的利

益平衡和协调，而不只是关心自己公司价值的最大化，社会责任的承担与法律和

其他形式的义务一样重要，企业要真正将社会责任加入公司战略，化为公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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