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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port of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it further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enterprises to optimize the energy structure and develop 
green and low-carbon industries. Some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related studie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edia attention 
and	green	innovation	respectively.	Based	on	stakeholder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the	fulfill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ill	
promote	green	innovation;	based	on	agency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the	fulfill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ill	lead	to	the	
reduction of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edia reports will force enterprises to correct their behaviors 
to	fulfil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reen	innovation,	but	when	the	media	pursues	profits	and	sensational	effects,	 it	will	bring	
negative	effects.	In	the	face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media,	only	by	restraining	the	policy	system,	improving	the	legal	awareness	
of the media industry, and improving the public’s ability to recognize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can the media play its function of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and	supervising	mor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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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媒体关注与绿色创新的文献综述
熊旭

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0221

摘 要

随着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召开，进一步突出强调企业要优化能源结构，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有学者分别对企业社会责任、媒
体关注与绿色创新进行相关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代理理论发现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导致减少对创新研发的投入。媒体报道会迫使企业改正自身的行为从而履行社会责任与绿色创新，但当
媒体为了追求利益与轰动效应反而会带来负面影响。面对媒体的负面效应只有从政策制度加以约束、媒体行业注重自身法
律意识的提升与公众提高辨别各种信息能力，媒体才能更大地发挥自己传递信息与监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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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熊旭（1998-），女，中国贵州铜仁人，硕

士，从事公司治理与审计研究。

1 引言

党召开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加

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是

解决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问题之间的有效手段，是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发展绿色低碳。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进

行绿色创新在短期来看无法带来经济利益但从长期来看有

助于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生产绿色产品注重产品的健康

与安全会赢得消费者信任帮助企业开拓绿色市场，注重环境

的保护，节约能源有助于企业正面形象的塑造。媒体作为信

息的传递者与社会的监督者，近年来的影响力越来越不可

忽视，一方面为社会传递信息，能有效解决信息的不对称；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监督者也密切地关注着企业社会责任的

履行与绿色创新的情况，当一家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进

行绿色创新时，媒体报道会放大企业的优点，这样有利于企

业构建良好的政治关系、缓解融资约束、吸引优秀人才、股

票价格上涨等优势，当媒体对企业进行负面报道时，公众的

注意力更多地会放到被关注的企业身上，引起相关部门的介

入，会迫使企业改变自己的行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兼顾

相关者的利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环境的质量要

求也提高，迫切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应当把履行社

会责任纳入自身发展战略中。现有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绿色创

新的研究主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代理理论，大多数学者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得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有利于绿色

创新的，基于代理理论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造成成本增

加从而减少绿色创新的投入。



88

财经与管理·国际学术论坛·第 3卷·第 2期·2024 年 2月

论文以当前要求企业节约资源、节能减排进行绿色创

新为背景，在以往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总结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媒体关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三者

之间的关系。

2 绿色创新相关研究

自工业革命以来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

严重的环境问题，当时人们的关注主要的是污染后的治理，

没有关注到从企业的原材料的高效利用、生产技术、绿色流

程以及产品的开发与利用来保护环境，直至后来人们才开始

从污染的治理转而关注环境污染的防范，转向绿色流程、绿

色产品的开发与利用、生产技术的改进以及产品的创新也就

是绿色创新。在 21 世纪“绿色创新”成为主流的研究，但

对绿色创新的含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有不同的

理解，关于绿色创新的范畴有学者认为不仅包括绿色产品、

绿色生产与绿色技术创新还涉及绿色营销、塑造绿色品牌和

打造绿色生活方式更大的范畴，还有学者认为绿色创新不仅

包含末端治理技术创新、绿色产品创新与绿色工艺创新还包

含绿色意识的创新。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关于绿色创新的表述

中指出绿色创新可以概括为环境观念的创新、环境治理技术

的创新、符合环保要求的绿色产品的创新、无公害生产的创

新以及环境 - 经济一体化制度的创新等（陈华斌，1999），

Aguilera-Caracuel（2013）指出绿色创新包括节约能源、防

止污染或使废物回收利用成为可能的技术改进，还包括绿色

产品设计和企业环境管理。李旭（2015）认为绿色创新还被

称为“可持续创新”“生态创新”或“环境创新”等。李青

原和肖泽华（2020）发现绿色创新能够减少环境污染，节约

能源，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竞争力相协调的绿色可持续发

展。Chen（2008）指出投资发展绿色核心能力有助于企业

提升绿色创新能力与绿色形象，Kemp（2011）将生态创新

与绿色创新两者合二为一。张钢和张小军（2011）从环境经

济学、创新经济学、战略管理、产业组织等四个视角来对绿

色创新的研究进行梳理，指出尽管视角、学科不同但对绿色

创新的内涵以及绿色创新对企业战略意义的理解基本上还

是一致的。同时在之后两位学者还区分出与绿色创新相近的

概念即生态创新、环境创新与可持续创新来重新确定绿色创

新的定义与内涵中指出绿色创新拥有其他类型创新所不具

备的“双重外部性特征”。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绿色创新尚未得到一个统一的定

义，但都普遍认同绿色创新能改善污染环境，提升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且将绿色创新与其他创新相关概念区分开来。目前

很多文献从企业申请的绿色专利技术数量来进行绿色创新

研究。

3 企业社会责任与绿色创新的研究

近年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运营的重要组成

部分。Garel 等（2021）在研究新冠疫情冲击下，在环境问

题上承担更多责任的公司会有更好的股票收益。李正（2006）

指出从短期来看企业社会责任会降低企业价值，但从长期来

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不会降低企业价值。权小锋等（2015）

研究指出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企业社会责任体现的是管理层

的“自利工具”而不是股东的“价值利器”。Barbarossa 等

（2022）研究发现公司在不同领域参与社会责任时，基于消

费者的焦点道德对不同领域的反应不同。在民营企业中履行

社会责任程度越高，不仅容易获得贷款还有利于帮助企业建

立政治联系（李姝、谢晓嫣，2014），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

信息披露还能够带来融资便利，有助于股权再融资（何贤杰

等，2012）。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责任利于与外

部利益相关者建立信任（Forcadell 等，2020）。相关文献都

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建立政治关系、融资、企业价值等方面

发挥了很多积极作用。

绿色创新是近几年理论界与实务界都关注的热点话题，

尤其是在最近召开的二十大报告中再一次强调了企业要进

行绿色转型创新。绿色创新明显改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业务

发展，已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Triguero

等，2013）。因此，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绿色创新的

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能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王晓祺、宁金辉，2020；Mbanyele 等，2022）。杨冬云

和谢杨（2019）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绿色创新能力和企业环

境绩效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加强绿色创新能力和企业

环境绩效的正相关关系；肖小虹等（2021）指出企业社会资

本与高管薪酬激励的调节效用更能够使企业社会责任促进

绿色创新；Shahzad 等（2020）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所有维

度都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进而影响到绿色

创新。还有学者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发现

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是通过中介作用绿色创新

来实现的，但也有学者基于代理理论分析企业开展社会责任

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消极的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与绿色创新关系如图 1 所示，学术界大

多数都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符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对绿色产品

的开发，资源的高效利用。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衡量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最具代表性

的对绿色专利技术的投资与研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减少

对绿色专利技术的研发投入，从而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得

出两种不同的观点可能是因为还有其他影响两者关系的变

量没有考虑。

图 1 已有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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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媒体关注与绿色创新关系的研究

媒体作为当代新型的传播与监督工具，一方面发挥着

收集、传播信息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频繁地关注一家企业

可以对企业的行为起着规范作用，帮助政府、公众监督“看

不见”的一面。当企业有不好行为发生时，通过频繁发布报

道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与相关监管部门的介入。研究发

现如果媒体对一家公司进行正面报道可以带来为企业在公

众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构建良好的政企关系，减少融资

约束，吸引优秀人才等好处。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指

出媒体对公司的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媒体曝光内容的

深度、曝光的数量越多，越能使企业改变自己的行为，引起

相关行政部门介入治理效果越明显，同时，相比政策导向性

媒体市场导向性媒体的治理效果更明显。Chen 等（2022）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媒体正面报道对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更

大，媒体关注可以通过给企业施加压力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进行绿色创新，说明其发挥的作用在当今社会越来越不可

忽视。从媒体环境治理视角出发，发现媒体关注能够促进企

业加大绿色创新的投入，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产出没有

直接影响（赵莉和张玲，2020）；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生

态现代化理论发现，以负面报道为指标衡量的媒体关注对绿

色创新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如果环境规制政策严苛、市场

竞争激励和微观控制松散的话反倒会减弱媒体关注的正向

影响作用（张玉明等，2021）。王云等（2017）发现媒体对

企业环境污染的负面报道会增加企业的环保投资。夏文蕾等

（2020）以 2010 年至 2018 年重污染上市企业为样本，根据

公司治理假说与创新补偿效应发现媒体环保监督能规范企

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提升、减少信息不对称与企业绿色融资压

力。对于重污染企业与资源浪费型企业媒体的监督促进其绿

色转型的效果可能更加明显。上述学者大多研究发现媒体关

注通过各种方式可以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但并不意味着媒体始终发挥着积极的一方面，在利益

的驱使下，为了迎合大众，媒体可能发布具有误导性的文章。

Dai et al.（2015）用 2001—2012 年数据分析发现企业新闻

报道数据，分析发现媒体报道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呈负向关

系。杨道广等（2017）表明媒体关注的压力会导致企业或经

理人过于短视，媒体负面报道的数量与企业创新水平呈负向

关系。阳丹和夏晓兰（2015）认为媒体报道会使管理者更加

注重短视行为减少创新活动的投入。两者关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已有研究媒体关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5 企业社会责任、媒体关注与绿色创新关系
的研究

现有文献多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或媒体关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同时将企业社会责任与媒体

关注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去研究企业绿色创新的文献少，研

究三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将媒体关注作为一个调节作用。肖红

军等（2022）就发现无论是政策导向型媒体还是市场导向型

媒体都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绿色创新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加强企业的环保投资从而促进绿色创新。

虽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占用企业的资源，短期来看增加了

企业成本损害了所有者的利益，但长期看可以从利益相关者

那里获取更多的好处，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是在发展绿色低碳

经济背景下进行的，可以为企业减少一部分竞争对手。媒体

发挥外部治理作用，当媒体对企业进行正面报道时可以放大

企业的优点，同样当媒体对企业进行负面报道时也会无限放

大企业的缺点，企业要利用媒体对自身的关注当作对自己形

象进行宣传的渠道形成良好的声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进行

绿色创新。媒体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两者都能有效缓解信息

的不对称，企业通过履行社会结论向市场传递一种积极信号

减少绿色融资约束。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与媒体治理理论，

发现媒体关注与企业的竞争力正向相关，媒体可以规范企业

行为，使企业关注自身形象并且还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在媒体

关注与企业竞争力之间作为中介作用，当企业面临舆论压力

与市场压力的时候会更加主动地去承担社会责任（李子健和

牛贵宏，2022）。徐珊和黄健柏（2015）基于利益相关者理

论，得出媒体关注对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有显著的影响，且

负面报道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是因为当媒体关注公司时，相

比其他未被媒体关注的公司，会有更高的曝光度，政府、公

众、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会将目光更多地聚焦到媒体关注的

企业，企业会更加谨慎规范自己的行为，履行社会责任不仅

仅是进行慈善捐赠等公益性行为也包括对环境的保护，生产

绿色产品，改进自己的工艺技术，更多的就去进行绿色创新，

显然这会增加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好感”。 

媒体关注总是会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绿色创新

吗？吴德军（2016）指出在非国有企业中公司治理与企业社

会责任呈正向影响，但在国有企业两者关系并不显著，这

主要是由于政策与制度的约束；媒体关注对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的影响也只有在非敏感行业中才存在，因为敏感行业本身

就已经受到了来自制度的压力。因此对于国有企业以及敏

感行业来说可能媒体关注他们去履行社会责任去进行绿色

创新没有影响。熊艳等（2011）基于传播学视角对“霸王事

件”进行案例分析媒体为追逐轰动效应会给企业在短期内

带来无法恢复的损失，甚至扭曲事实（Ahern 和 Sosyura，

2015）政府只有对媒体进行正确的引导，媒体树立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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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投资者要能有辨别信息真假的能力，才能有效避免媒体

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才会使媒体扮演好一个外部监督角

色，在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绿色创新方面发挥的作用

才更大。图 3 表示了社会责任与作为调节变量的媒体关注对

绿色创新的影响。

图 3 已有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媒体关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近几年由于对环境问题的密切关注兴起对绿色创新的

关注，从企业社会责任出发研究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总结上述研究结论得出从利益相关者角度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能够使企业建立良好的政治关联，带来融资便利增加企业

股票价值与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基于代理理论认为如果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衡量企业进行绿色

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企业对绿色研究技术的投入，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会导致企业减少对绿色研发技术的投入。

媒体不管在中方还是在西方都发挥着重要的监督重要，

媒体发布的消息有时候会对一个公司的生成经营造成重要

的影响，学者们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媒体关注与绿色创新

之间的关系往往都是把媒体关注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关于媒

体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有两种不同

观点，一种是媒体包括市场导向性媒体与政策导向性媒体，

媒体关注发挥一个外部治理作用，能有效缓解市场信息的不

对称，当媒体对企业进行更多的关注时，特别是对于一些表

现“不好”的企业，会更加改正自己的行为，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利用媒体的优势放大自己的优点。还有一种就是媒体

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给企业带来短期的

损失且媒体关注在国有企业与敏感行业中对企业社会责任

与绿色创新的关系影响并不大。

论文认为在当今背景下相比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带来

负面影响，履行社会责任为企业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给企业

带来的坏处，企业不能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诉求要更多关注

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要把社会责任纳入自己的战略框架之中

增加对绿色创新的投入，对于积极进行绿色创新的企业，政

府应当给予企业政策补助。政府要加强对媒体的引导，对于

捏造事实，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要建立惩罚机制。未来关于

企业社会责任与绿色创新的研究除了考虑媒体关注这一个

调节变量之外，应当更多地要看其他因素是否会影响两者之

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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