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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睿思（Chris Marquis）  杨一靖（Zoe Yang）

透明才是真正的竞争优势
在中国，更深的信息披露与透明度已然是一个重要的趋势。但是

这还不够，还需要更加注重建立公民社会的监督机制

编者按：广场指的是位于美国哈佛大学附近的哈佛
广场。两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和研究员在哈佛广场内
的咖啡厅定期为《中国经济报告》撰写专栏，故专
栏名为“广场来鸿”。

广场来鸿

过
去几年中，全球信息披露与提

高透明度活动已经越来越多地

渗透到中国，影响着中国社会和经

济生活的许多方面。最知名的例子

就是中国政府最近在各大城市安装

了PM2.5的空气质量监测器，允许世

界各地的网民来追踪中国的污染级

别——这是中国环境治理向前迈出

的一大步。正如前美国大法官路易

斯·布兰迪斯那句广为人知的话，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信息可得

性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和必要的是

对信息做出反应，并用它制定更高标

准的能力。在PM2.5的例子中，信息

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信息得以传

播和把污染者置于公共监督之下的新

型有效手段，例如微博。

虽然不太为人所知，但更为深

远的信息公开的例子，是中国企业发

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与社会影响责任

报告的趋势。近年来，一直存在一个

利益相关者全球性联动的趋势，包括

投资者、消费者、雇员和政府，越来

越多地主张对公司进行评估，不仅仅

是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时也对公

司的社会和环境效益进行评估（也

被称为“三重底线”）。随着这个趋

势，主要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全球契

约（UNGC）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等，制定了让企业在衡量、

报告环境和社会贡献时可遵循的全球

公认的准则。然而，这是一个真正的

增加透明度的迹象吗？抑或只是一个

复杂的形式？抑或是对真实情况的掩

盖？公司报告显得透明化（并因此显

得对社会负责），但实际上并没有透

漏任何实质性的信息。

最近，在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行为研究中，对环境问题的

评估不仅突出了提高透明度标准的重

要性，也突出了创造新的检测流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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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报告内容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

重要性。换句话说，要保障有更高信

息披露度的机制，使其更好地反映透

明度，然后倡导更好的行为模式。信

息披露，仅仅是把企业变成全球公民

中的一步。遵循全球透明度标准，能

够让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

力。但要让该措施真正有效，就应该

给公民社会监督企业更多的关注，让

它们适应更高的可持续发展标准。

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最近，由本文作者孟睿思与他

人合著的可持续研究报告调研了可持

续性报告在中国的传播程度，并进一

步研究了增加的报告是否意味着增加

透明度的问题。自2006年以来，中国

政府一直积极鼓励中国企业发布可持

续发展报告，到2012年，超过1700家

的中国企业都已发布，而2006年只有

23家发布。但是，这些报告的实质性

内容很少受到检查。

在这项研究中，作者首先采取

多种途径，包括度量报告和第三方评

估，将中国企业的历次可持续发展报

告建立了一个详细的数据库，试图揭

示报告企业在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方

面的真实数据。调查结果显示，中国

企业依据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发布不同

程度的企业责任报告。因为发布这些

报告是政府工作的重要事项，这组调

查结果并不令人吃惊。

更有趣的是，调查结果关注有

意义、详细的、可衡量的和可复制的

数据，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由国际

公司审计的有关公司发布的报告。结

果显示，只有当报告或企业领导人与

政府紧密联系时，或者在有着更完善

执法的政府体系的地区，公司发布的

这些报告才更容易被监管。因此，这

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企业不受

监管，它们更有可能发布没有什么价

值的空报告。更深一层的影响是显而

易见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蔓延不足

以真正提高透明度，除非该公司受到

监管，否则结果都是表面上的。

提高透明度和监管的益处

更详尽的和可度量的报告表

明：一个公司要对社会和环境负责。

但是对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来说，有进

一步的作用或益处吗？研究还表明，

增加透明度，可以增加国际对该政府

的信任，提供加大投资力度的机会，

以此提高中国企业和中国本身的全球

竞争力。

关于透明度影响企业和国际政

府关系方面，孟睿思和合著者详细解

剖了中国航运巨头中远集团。在组织

国际透明度和报告标准方面，中远集

团是一个先驱者。该案例研究有助于

中国企业思考正确的全球化战略。随

着中国政府继续推动中国企业更深层

次的全球化，这些企业面临来自其

他国家的重大阻力，如美国和澳大利

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缺乏透

明度。例如，美国政府将更多地审查

进入美国的中国企业。例如，华为电

信设备的销售，肉类加工企业双汇收

购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在过去的

二十年中，中远集团承诺的透明度有

利于它的生意和全球的良好声誉。中

杭州的PM2.5监测点向媒体开放。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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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集团建立了一个专有的可持续性管

理的流程和制度，它现在把这个系统

和流程作为商品卖给其他企业。一些

国际组织（例如UNGC和GRI），已

经公开承认中远集团在可持续发展

报告中的开创性工作。在许多中国

企业努力去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

中远集团就已经与美国的许多港口

建立起扎实的关系。它数次拿到了

由长滩港务局颁发的环保奖，这使

得它的港口入场费明显减少。波士

顿市政府和工会称赞中远集团负责

任的商业行为。

中国投资界像其他的全球投资

者一样也开始认识到，增加透明度可

以帮助公司管理长期的风险，同时它

也是管理质量的一个指标。例如，北

京的青云创投已经将自己定位成世界

领先的清洁技术风险投资公司之一，

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在社会和环境方面

遵循的程序，被看作是潜在的投资组

合公司的资产。很多投资公司选中一

个投资标的，投资标的公司也要选择

投资公司，他们会选青云投资，因为

他的环保技术好。深圳证券交易所

也实施信息披露和报告准则，并为

增加新上市公司的质量管理开展培

训。这些例子，再加上中国政府高

度的重视，都显露出企业透明度的

益处在中国正在被发现，相关实践

正在生根发芽。

呼吁中国加强监控机制

随着透明度的加强，也出现了

很多凸显基层监控重要性的例子。例

如，从微博上的人肉搜索曝光政府官

员的灰色收入，到复旦学生吴恒建曝

光的食品安全数据库，普通市民利用

发散的互联网信息有效监控强势群

体。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正推

动着政府更愿意与公众沟通。国家行

政学院的一项调查发现，截止到2012

年年底，政府机构和部分官员共开通

了176,700个微博账户，比去年增加

了249%。互联网驱动的监控力度并

不可靠，但毫无疑问的是，网络开放

的视野让不良行为越来越难以隐藏。

虽然通过互联网渠道的基层维

权行动一直有所增加，但是仍然不

够。例如5月份，昆明市民走上街

头，对新建的中石油炼油厂及对二甲

苯（PX）项目发表意见。项目本身

的潜在污染很多，公民抗议在项目审

批过程中缺乏透明度。昆明市长李文

荣公布了环境评估报告（EIA），但

评估缺乏PX项目的组成部分和公共

参与的证据，而对于这个项目，这些

组成部分是必须的。这个事件与孟睿

思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结果遥

相呼应：高品质的报告要求高水准的

监控。如果环境评估报告是保密的，

那么现有的规则，如公众参与、基本

不执行，无论如何实施都只能是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透明度和良好的行

为要齐头并进。此外，研究也表明，

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下需要更系统化的

制衡机制，以应对在过去二十年间急

剧扩张的企业势力。纵观中国历史，

社会中最强大的体制一直是国家或家

庭的中央集权。与西方国家不同的

是，直到现在，中国大型企业才开

始出现。在西方国家，整个20世纪

中，随着大公司在规模和权力上的

增长，也有一个激进的非政府团体

来充当有效的第三部门，帮助监控

和监督这些公司。

在中国，更有组织性的公众社

会参与者还没发展上来。非政府组织

和其他基层宣传组织，被看作是帮助

中国政府监控和管理日益强大的私营

部门的盟友。非政府组织登记规则的

最新变化，使得行业协会、慈善机

构、社区服务和技术组织可以直接

去民政局注册，这是非常重要的第

一步。2012年底，490,000个注册的

非政府组织中，85%属于这四类团

体之一。然而，对侧重监控和其他

类型的宣传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也

应当放开登记。公众和环境事务研

究所和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污染

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标，就是这样一

个计划。这个指标是一个让非政府

组织可以加强而不是减弱对政府的

监管的例子。

在中国，更深的信息披露与透

明度已然是一个重要的趋势。但是我

们从这项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这样

还不够，还需要更加注重建立公民社

会的监督机制，以确保披露的相关性

和增加环境和社会的监测标准。美国

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已证实，非政府组

织及相关团体不仅不增加社会的不稳

定因素，而且还通过保持企业的诚信

度来增加国家的竞争优势。我们的结

论是，中国要想继续走在它的发展道

路上，并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这样的机制是必要的。这不只是

为了让中国的企业变得更好，也能让

中国本身变得更好。

（作者孟睿思是哈佛商学院副教授，

杨一靖是哈佛商学院研究员，《中国

经济报告》实习生王艺璇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