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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社会责任：目前观点的梳理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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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公司社会责任作为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统一体，其概念的界定应该舍弃公司经

济责任的内容，而寻求其核心内涵，即对非股东利害关系人承担的社会义务。公司社会责任所

关注的是公司所承担的营利性目标之外的社会义务，股东利益不应当被纳入到公司社会责任

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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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企业组织形态，从

本质上来讲是股东投资的从事经营活动以获取利

润并分配给股东的营利性社团法人。但现代公司

法在“社会本位”理念和“商事私法公法化”现象的

背景下，基于公司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的显赫

地位和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的利益需求，认为公司

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该承担更多的社

会义务，这逐渐演变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趋势。尽

管公司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现代社会得

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但是其内容、范围和性质远未

达到一致。通过对相关代表性学说的梳理，在批

判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符合作为立法参考的公

司社会责任的概念文本。

　　一、公司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的界分

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认识，英美法系 国 家 学

者多偏好采取外延列举式的方法罗列所谓“负责

任的行为”，将劳动者权益保障、消费者权益保障、
环境保护等列举为公司应承担的社会义务。少数

学者采用 内 涵 界 定 式 的 方 式 界 定 公 司 的 社 会 责

任，往往将其与公司经济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

任联系在 一 起，比 较 有 影 响 的 有：一 是 以Ｂｒｕｍ－
ｍｅｒ教授为代表，通过对各种公司责任的比较，来

把握公司社会责任的意义，将公司责任划分为四

种：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社
会责任是公司责任的内容之一；二是以美国佐治

亚大学Ｃａｒｒｏｌｌ教授为代表，认为公司社会责任乃

社会寄希望于公司履行之义务，完整的公司社会

责任，乃公司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

主决定其履行与否的责任（即慈善责任）之和，公

司社会责任几乎与公司责任等同。［１］很显然，前者

严格区分公司社会责任和公司经济责任，公司经

济责任重点反映和关注的主要是与公司有着最直

接牵连的股东的利益与要求，公司社会责任侧重

体现和强调的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愿

望。应当说，这种区分从责任对象的角度来看是

合理的，但是该理论同时将公司法律责任和道德

责任与公司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并列，在逻辑划

分上存在属概念不当并列的错误，即公司经济责

任和社会责任是以责任对象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而公司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是以责任性质为标准

进行的划分，将上述责任形式并列作为公司责任

的属概念明显是不当的。后者，将公司经济责任

装入公司社会责任之中，公司社会责任几乎等同

于公司责任，表面上顺应了社会公众要求公司承

担更高社会责任的潮流，实为将公司的营利性和

承担社会义务并列为公司的目标，以博得公司社

会责任反对者的同情和支持。［１］值得关注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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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献中，从管理学的角度，还将企业社会责任

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环境保护、顾客至上、股
东利益、员工发展、平等和社会捐赠（慈善事业）八
个维度，这是Ｃａｒｒｏｌｌ教授社会责任理论的翻版。

从公司社会责任构建的初衷来看，要 求 公 司

对股东之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给予关注，
就是要对传统的公司营利性目标进行修正，这也

是 公 司 社 会 作 用 力 增 强 后 社 会 性 使 命 的 体 现。
“公司和受其影响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每个重大

关系，都要受庞大而错综复杂的法律原则体系和

法律强制执行机制的调整。……公司对它们的顾

客、供应厂商、债权人、雇员以及对环境、全体公众

和为数众多的政府实体负有契约的、普通法的和

成文法的义务。”［２］５６４尽管公司对投资者负有追求

利润的经济责任，但是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应该

舍弃公司经济责任的内容，而寻求其核心内涵，即
对非股东利害关系人承担的社会义务，否则，“公

司社会责 任”将 成 为 一 种 无 所 不 包 的“大 杂 烩”，
使其作为一种理论构架基本概念的科学性和生命

力存在疑问，失去概念应有的 价 值。［１］就 此 而 言，
英美国家学者关于社会责任的认识，可以丰富公

司社会责任的认识，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划分提供

参考，但是无法揭示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提供知

识资源。

　　二、公司的目标和公司社会责任

从传统公司法的理念来看，公司是以 营 利 为

目的而设立的社团法人，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的终

极目的在于追求利润，并将公司所获得的利益分

配给它的社员。但是传统公司的营利性和股东利

益最大化目标近年来随着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发

展和实践受到了相当大的挑战，现代公司法要求

公司在考虑利润最大化目标时，也要兼顾其他“利
益相关者”。［３］相比较英美学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

模糊认识，在大陆法系国家，欧洲学者则主要从公

司的经营管理结构入手，在公司治理中强调劳动

者权益的维护，１９３７年的德国《股份公司法》明确

规定董事“必须追求股东的利益、公司雇员的利益

和公共利益。”我国有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经营决策和企业行

为对社会影响所具有的责任，它包括企业对消费

者、员工、股东乃至社区、政府、环境所应承担的经

济责任和社会责任。［４］

很明显，上述理论在界定公司社会责任时，要

求公司和其经营者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应当同时考

虑提升公司营利和增进社会利益，也就是说，公司

的营利和增进社会利益是公司的双重目标。很显

然，其提升了公司社会责任在公司中的地位，其实

质上是在削弱公司的营利性。因为从根本上讲，
营利性作为公司的本质特征是亘古不变的，做慈

善事业不是公司的本质，公司社会责任的实质仅

在于要求公司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增进其他利

害关系人的利益。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公司的终极

目标，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保护也是公司的重要目

标，但处于次要的隶属地位。［５］公司承担社会义务

具有派生性，其必须以公司的营利性为基础。那

种以公司的社会义务否定公司的营利性本质，甚

至将公司社会义务与公司的营利性并举的理论都

有违公司社会责任的初衷和定位。［６］

当然，公司营利性目标的实现，在面对公司社

会义 务 时，往 往 面 临 着 利 益 冲 突 和 平 衡 的 问 题。
如图１所示，公司的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关系大致存在四种情形：互利共赢、损人利己、
乐于奉献和损人害己。其中最好的结果是互利共

赢，而 损 人 害 己 的 结 果 是 最 不 符 合 双 方 利 益 的。
需要作出权衡的是损人利己和乐于奉献的情形，
对于前者，股东利益的实现是以损害其他利益相

关者的利益为代价的，例如公司为降低环保成本

将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江河，这种情况虽然

符合公司的营利目标，但是是以损害他人利益为

代价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需要对此进行规范，将
公司的营利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对于后

者，公司是以损害股东利益为代价而增加其他利

益相关者的福利，例如公司纯粹出于慈善的考虑

将盈利的百分之四十捐赠给福利院，虽然履行了

公司的社会义务，但是却损害了股东的利益，违背

了公司的经济目标，这亦是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所

反对的。

　 其他利益相关者

股

东

　 有利 有害

有利 互利共赢型 损人利己型

有害 乐于奉献型 损人害己型

图１　公司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由此，股东利益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发

生冲突时，何者优先考虑，可能需要综合考虑法律

法规、公司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等因素，才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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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判断。有时候，管理层单纯的捐赠行为可能增

进了社会福利，但是不合理的数目可能有违商业

判断 规 则，损 害 公 司 利 益，偏 离 了 公 司 的 经 济 目

标。更多的时候，公司为了实现长期的较大营利

而支出的短期成本并没有背离经济目标，例如安

装符合法律要求的环保设施，合理数目的捐赠等。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并不是强制性的要求公司不切

实际的承担额外的不符合公司利益和偏离公司经

济目标的社会义务，相反“为了公共利益自愿花钱

表面上看似乎是减少了利润，但从长远观点看，实
际上却有利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因为这种

行 为 最 终 将 产 生 企 业 运 营 的 更 好 的 氛 围 或 文

化”。［２］５６６

　　三、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范围

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实质上涉及公司社会

责任的外延，对此问题的分歧主要在于股东是否

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刘俊海教授认为公司的利

益相关者泛指消费者、职工、债权人、中小竞争者、
当地社区和社会弱势群体等与公司生存发展具有

利 害 关 系 的 社 会 主 体，既 包 括 既 存 的 利 益 相 关

者，也包括未 来 或 潜 在 的 利 益 相 关 者。［７］朱 慈 蕴

教授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应对股东这一

利益群体以外的，与公司发生各种联系的其他相

关利益群体和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负有的一定责

任，主要是指对公司债权人、雇员、供应商、用户、
消费者、当地住民以及政府代表的税收利益等。［８］

上述观点代表我国大多数学者对公司利益相关者

的理解，很显然其将股东排除在公司的利益相关

者范围之外，并且将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纳入公

司社会责任的范围。
但是，亦有学者将股东在内的有关社 会 集 团

列入利益相关者的范围，要求公司对其承担社会

责任。［９］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在向全 国 人 大

常委会所作的《关于＜公司法（修订草案）＞的说

明》中，论及公司社会责任时亦指出：“……公司的

运作行为不仅关系股东、职工等内部利害关系人

的利益，也对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发挥

着重要的影响。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在追逐

公司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承担一定的

社会责任、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１０］２００６年９月

２５日，由深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发 布 的《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第２条亦规定：“本指

引所称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是指上市公司对国家

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自然环境和资源，以及股东、
债权人、职工、客户、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利益

相关方所应承担的责任。”显然这是将股东也纳入

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范围之内。
公司社会责任所关注的是公司所承担的营利

性目标之外的社会义务，股东利益不应当被纳入

到公司社会责任的范畴。因为从根本上，公司营

利性目标所维护的正是股东利益，其利益的实现

除作为股东享有的利益分配权之外，还享有公司

法提 供 的 多 种 救 济 途 径，例 如 股 东 提 案 权、表 决

权、股份回购请求权和股东代位诉讼等。但是，对
于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职工、客户、消费

者、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法律保护却远未

做到如此周密。同时，如上文所述，股东利益实际

上是公司经济责任的内容，将股东利益纳入公司

的社会责任范围，实质上既模糊了公司社会责任

的内涵，也降低了公司营利性目标的地位。

　　四、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

多数学者 认 为 以 公 司 社 会 责 任 强 制 性 的 强

弱，公司社会责任可以分为法律意义上的社会责

任和道德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是公

司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或者正式制度安排和非

正式制度安 排 的 统 一 体”。［１］亦 有 学 者 认 为，“公

司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责任，是对公司所

附加的高于法定义务的一种道德要求。法律规定

的各项具体义务，包括己经转化为法律义务的原

道德准则，都应当依照相应的法律制度加以规制，
而不应当纳入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１１］

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统

一体①。法律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是公司应对利益

相关者承担的最低限度的义务，在法律规范上主

要表现为通过强制性规范要求公司在经营活动中

必须承担对劳动者、消费者以及其他社会公众利

益的保护义务，不得从事损人利己和损人害己的

活动。道德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是以善恶评价为标

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在信念的力量来

调整公司行为的规范，主要包括公司应该遵守的

商业道德、将公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收益回馈给

社会而进行的各种慈善捐赠活动、公司所举办的

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以及公司为社会利益而约束

其追求利润目标等道德上的义务，在规范层面主

要是道义性和劝导性的非强制性的义务。法律意

义上的社会责任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提供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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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制度供给，但是却无法提供社会公众要求

公司承担更高层次的道德义务的诉求，例如根据

劳动法的规定：公司必须为职工提供不得低于最

低工资标准的福利待遇。然而这显然无法满足职

工更高层次生活的愿望，对此，优秀的公司往往为

职工提供高于法律要求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以及舒

适的工作 环 境 以 吸 引 更 多 优 秀 的 人 才 为 公 司 服

务。可以说，法律责任为公司社会责任设定了最

低标准，道德义务则反映了公司社会责任的价值

追求。道德义务能够法定化为法律责任的，就通

过国家力量保障某些道德标准的实施；道德义务

无法法定化的，则可作为补充责任，为法律责任所

未能规定的要求兜底。［８］那种认为公司社 会 责 任

的内容仅仅是道德义务，从而认为《公司法》第５
条第１款仅仅是宣示性的“软法”的观点，实是没

有认识到公司社会责任中所包括的法律层面的社

会义务，更没有意识到公司社会责任“已经从简单

的规定自治与自治条件的私法进化为融公法、私

法理念和工具为一体的实体法律体系，从单纯依

靠公司法典和组织化制裁方式到依赖一个光谱化

的形式规范体系和多样化的实施机制”。［１２］

　　五、结　语

公司社会责任是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综合

体，主要体现为社会义务。尽管其对公司利润最

大化目标的实现构成某种程度的限制，但是并未

真正动摇公司营利性的本质，公司社会责任相对

于公司营利性仍处于派生地位。从概念的逻辑性

和确定性的要求上，公司社会责任是不包括公司

经济责任的，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亦应当将股东排

除在外。总结上述观点，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在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所负有的维护和

增进股东以外其他利害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的义务。

注　　释：

①值 得 关 注 的 是，美 国 法 学 研 究 院（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ｗ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１９８４年 通 过 的《公 司 治 理 原 则：分 析 与 建 议》第

２．０１条的规定：“商 业 公 司 从 事 商 业 行 为，应 以 提 升 公

司的利润和 股 东 收 益 为 目 标。唯 有 下 述 情 形 之 一 者，

则不问公司 利 润 与 股 东 收 益 是 否 因 此 提 升：ａ）应 与 自

然人在同一程度内，受法律 的 约 束 而 为 行 为；ｂ）得 考 虑

一般认为适当的伦理因 素，以 从 事 负 责 任 的 营 业 行 为；

ｃ）得为公共福利、人道主义、教育和慈善目的，捐献合理

数目的公司 资 源。”从 逻 辑 层 面 上，该 规 定 可 以 解 释 为

公司可以承担 利 润 最 大 化 目 标 之 外 的 其 它 义 务，包 括

强制性义务、道义性义务 和 劝 导 性 义 务，此 与 本 文 对 于

公司社会责任的认识大体上相同。

参考文献：

［１］卢代富．国外企 业 社 会 责 任 界 说 述 评［Ｊ］．现 代 法 学，

２００１（６）：１３７－１４４．
［２］［美］克拉克．公司法则［Ｍ］．北京：工商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施天涛．公司法［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７．
［４］唐 一 之．试 论 企 业 的 社 会 责 任———以 烟 草 企 业 为 例

［Ｊ］．湖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０８（１）：７３－
７６．

［５］李建伟．公司制度、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Ｍ］．北京：人

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１１．
［６］周友苏．新公司法论［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８９．
［７］刘俊海．论全球金融危 机 背 景 下 的 公 司 社 会 责 任 的 正

当性与可操作性［Ｊ］．社会科学，２０１０（２）：７０－７９．

［８］朱慈蕴．公司的 社 会 责 任———游 走 于 法 律 责 任 与 道 德

准则之间［Ｊ］．中外法学，２００８（１）：２９－３５．
［９］任先行，周林彬著．比较商法导论［Ｍ］．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０：９７．
［１０］曹康 泰．关 于《公 司 法（修 订 草 案）》的 说 明［Ｍ］／／安

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 司 法 释 义．北 京：法 律 出 版 社，

２００５：３６０．
［１１］吕来明，杨成．公司 社 会 责 任 的 性 质 及 适 用［Ｃ］／／商

法视野中的社会责任，商法年会论文集．２００９：３４１．
［１２］雷驰．“一 体 两 面”的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与 公 司 法 的 进 化

［Ｊ］．中外法学，２００８（１）：５０－５７．

（下转第９８页）

４８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６卷　



Ｔａｌ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ｉｓｉｎｇ　Ｂｅｌｔ　ｉｎ　Ｃｏａｓ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ＧＡＯ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１，ＣＨＡＮＧ　Ｘｕｅ－ｚｈｏｕ２

（１．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４３，Ｃｈｉｎａ；

２．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４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ｉｓｉｎｇ　ｂｅｌｔ　ｉｎ　ｃｏａｓ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ｈａ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ｎｅｗ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ｔａｌ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ｐｒｏｐｅ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ｔｈａｔ　ｓｕｉ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ｌｏ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ａｌ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责任编辑　杨继成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

（上接第８４页）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ＷＡＮＧ　Ｔｉａｎ－ｙａｎ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００３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ｄｕ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ｔ－ｍａｋｉｎｇ
（责任编辑　王丽娟）

８９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６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