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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盐城自然保护区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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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进行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相关企业走访的基础上，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分析，对于不

同性质的企事业单位利用ＳＷＯＴ的分析方法（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得出其承担企业社会

责任的竞争优势及未来战略，为位于盐城滨海湿地范围的保护区、相关企业、管理人员提供有

利于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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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企业，一般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

产要素，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经济

组织。保护区，则是“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

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

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

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

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１］。

我国的自然保护区一般依据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ＵＮＥＳＣＯ）《人与生物圈计划》（ＭＡＢ）中的

有关建议，把国家级保护区，尤其是列入生物圈

计划的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

３部分。其中核心区除特殊批准外，应该严禁人

类进入；可以在缓冲区适当从事相关科研活动；

可以在实验区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

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等活动［１］。但在我国的很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保护区管理部门仅具有核心区的土地权属，

在缓冲区，尤其是实验区的相关管理最弱。在某

些试验区，甚至已经开发为工业园区，众多企业

入驻。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保护区如何与周边社

区，尤其是企业等以盈利为目的的团体和谐共

处，既实现了保护目标，亦达到经济发展的需求。

现代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福

祉的同时，也给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了

重大的影响。工业文明的具体执行者———企业，

自然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由此，企业社会责任（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ＣＳＲ）即提上日程。英国学者Ｓｈｅｌｄｏｎ于

１９２３年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最初产生于企业

发展对人和自然的忽视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与

环境问题［２－３］。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企业社

会责任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关注，企业社会责任

概念也进一步广义化，人们开始探讨ＣＳＲ概念中

应包括的责任内容与范畴。进入２１世纪，经济

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日益成

为全球企业的共同义务、挑战和追求［４－５］。

以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为例（又

称盐城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本研究中简称盐城保

护区），其成立于１９８２年，地跨响水、滨海、射阳、

亭湖、大丰和东台６市（县、区），是我国最大的海

岸带保护区之一。该区位于３２°２０′Ｎ—３４°３７′Ｎ，

１１９°２９′Ｅ—１２１°１６′Ｅ。其主要保护对象是丹顶鹤

等珍稀动物以及其赖以生存的滨海湿地生态系

统。该保护区于１９９２年被纳入“世界生物圈保

护区网络”，１９９６年被纳入“东北亚鹤类保护区网

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６－７］。保护区中有２９种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

资源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皮书，并常年或季节性

地为丹顶鹤、黑嘴鸥、獐、震旦鸦雀等国家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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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提供适宜的生境［８－９］。

目前，该保护区的管辖范围已进行过两次调

整，缓冲区、实验区或者濒临实验区、缓冲区的部

分用地类型已转换为工业用地。不可否认，部分

企业因清洁生产工序落后，存在跑、冒、漏、滴以

及偷排等现象，由此带来的污染物随开放的海岸

带系统进入保护区［１０－１１］。可以说，用地类型的转

换已经为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生态系

统保护带来了诸多困扰，甚至直接影响到动物生

境保护。因此，本研究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利用ＳＷＯＴ方法分析位于保护区的企业所拥有

的发展权利和义务，以便为位于盐城滨海湿地范

围的保护区、相关企业、管理人员，提供有利于环

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管理对策，以实

现盐城保护区的资源有效管理和可持续发展。

２　研究方法

项目组成员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３０日、２０１４

年１月１２－１４日分３组分别走访了保护区管理

局、位于南北缓冲区的种养殖场以及位于滨海湿

地／实验区范围的各类企业、工业园区等。该次

访谈所获取的数据包括：保护区内企事业单位的

入驻年份、面积、员工人数、主营项目、产品产量、

其目前存在的一些环境问题及其对保护区所保

护物种和保护目标的认识等。

结合所获数据，利用ＳＷＯＴ分析法（态势分

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ＳＷＯＴ法是一种能够较

客观而准确地分析和研究一个单位现实情况的

方法［１２］，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由韦里克教授提

出，ＳＷＯＴ分析是在充分分析企业内外环境所形

成的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劣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机会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和风险（ｔｈｒｅａｔｓ），从而将公司的

战略与公司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机地结合起

来，以寻找制定适合本组织实际情况的经营战略

和策略的方法［１３］。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工业用地增加与保护区范围减少

随着海洋经济的高速发展，滨海湿地的环境

保护和经济发展日益成为一种矛盾，一种难以把

握适当尺度的矛盾。在保护与开发孰先孰后的

争论中，用地权属问题成为保护区与地方政府之

间论证的焦点。经多次协商，国务院批准，保护

区分别于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３年前后经历了两次调

整。保护区面积由最早的４５．３万 ｈｍ２，减为

２８．４万ｈｍ２、２４．７万ｈｍ２（图１）。虽然保护区的

核心 区 和 缓 冲 区 面 积 有 所 增 加，由 最 早 的

６．４１万ｈｍ２，增加为７．７５万ｈｍ２和７．９３万ｈｍ２，但

实验区的面积却由最早的３８．８９万ｈｍ２，减为

２０．６６万ｈｍ２ 和１６．７９万ｈｍ２。

图１　盐城自然保护区历次调整面积

调查得知，为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保

护区不得不配合地方政府，先后调整出响水县陈

家港、滨海县滨海港、射阳县射阳港、大丰市王

港、东台市港以南的区域。调整区域主要集中

在实验区，少量在缓冲区。保护区的总面积比初

建时减少了近一半，主要是在实验区。核心区和

缓冲区面积均稍稍有所增加。实验区面积减少

的区域几乎被地方政府列入工业用地规划，因此

保护与发展就在此保护区及毗连区内成为一对

矛盾，如何正确、有效地协调政府、企业、保护区

管理方、社区居民等多方关系已成为一个刻不容

缓的问题。

３２　企业调查

本次调查共走访了近３２家企事业单位。其

中主要以国企为主，有２０余家，其次为事业单

位，如工业园区管委会等，私企４家。所涉及企

业类型有盐业公司、滩涂养殖公司、滩涂种植公

司、滩涂开发（围垦）公司、各市／县级／国家级工

业园区、各市／县级港区、风电及光伏发电等新能

源企业等。被访人员主要为负责单位业务的相

关业务负责人。调查就企业的入驻时间、单位性

质、规模、员工数、主营项目、环境保护的认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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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在保护区中所处的地理位

置等情况做了详细的访谈。

本研究ＳＷＯＴ 分析方法的使用是在保护

（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的的前提下，

才会考虑到企业发展的相关机会成本。因此，在

调查过程中，主要侧重于调查企业相关管理人员

对保护区的现状感知、保护目标、保护意义的认

知、保护意愿和保护远景。调查发现，保护区及

毗连区的主要企业类型以国企为主，私企相对较

少。企业经营方式中，传统行业有盐场、芦苇开

发、农业种植业，相对入驻时间较早，甚至远远早

于保护区的建立。养殖业相对于农业种植，需要

投入较高的资金，对技术要求稍高，在１９９０年以

后快速发展，并已经由地方政府整合成大型滩涂

开发公司。而多数工业企业投资的入驻年份均

在２０００年左右。这与近年来的经济开发、“海上

苏东战略”大致吻合。

总体来看，位于保护区缓冲区的相关企业，

多以农业种植、水产养殖为主。调出保护区的用

地区域，用地类型不再受到保护区相关法律法

规、条例的限制，完全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发展规

划，目前主要转变为工业用地。

３３　基于犛犠犗犜分析的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是一种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社会组织，

企业的性质决定企业的功能，而企业的功能决定

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不同性质的企业应承

担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本研究讨论了位于盐

城保护区及其毗连区的国企、私企的企业发展态

势，结合企业的内部能力和外部因素，分析了其

优势、劣势、机会以及风险。

一般来说，位于保护区及毗连区的企业具有

较大的土地资源优势；因淤泥质海岸人口相对不

多，所以三废处理相对安全方便；具有明显的环

境资源优势（为全球最大的野生丹顶鹤种群越冬

地，生物多样性最高的鸟类迁徙通道）。但是，劣

势相对也非常明显，如少自主品牌产业、多以污

染重的化工产业为主、企业设备落后，技术更新

慢、缺少灵活的人才激励机制等［１４］。

相对来说，机会与风险同在。发展机会非常

明显，基于无可替代的地理位置、环境资源优势，

如果适度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生态旅游产

业等，则可以既实现与保护区的和谐共处，协调

发展，又开创自主品牌产品，减少了外源污染物

的排放［１５］。由于农业（种植、养殖业）的收益不

高，虽然属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但并

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推广，目前仍以

工业园区的各类工业企业发展为主。就预期发

展来看，则和保护区的保护主题是一对矛盾：若

以保护为主，则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清洁生

产进程，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和压力；若以发

展为主，则保护区的保护压力加大，生物多样性

受到威胁，而盐城生物圈保护区为多种鸟类的迁

徙通道，一旦其中继站的承载力下降，则来自国

际环境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就保护区与企业间的地域位置关系分析，

核心区的土地权属归保护区所有，与地方没有

任何冲突。缓冲区内的企业多以大农业为主，

辅以盐业生产等。主要种植作物有小麦、大麦、

稻谷、棉花、景观园林作物等。主要养殖品种以

淡水鱼为主，有黄金鲫、银鲫、草鲭、
)

鱼、鲤鱼、

黄鳝、花鲢、白鲢等。在生产过程中，很多鸟类

因食物需求的不同，则可能会取食鱼苗、青苗、

麦种等，因而引起种植户或周边农民的经济损

失。而从态度认知上来看，国有企业一般认为

这类损失是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上的损

失，有责任也有义务承担这一部分损失。而对

种植户来说，则由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有所

抱怨。私营业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则居于

两者中间。实验区面积大范围缩小，所调出区

域多数列为工业开发园区或工业用地，目前因

环境污染问题与当地社区居民存在一些冲突。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存在也为社区居民提

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１６］。

４　结论与讨论

（１）保护区范围的调整（面积减小）是地方经

济发展的需要。从区域经济发展来看，因为保护

区内的用地属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地方政府

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地方经济，必然要转换用地

类型，变保护用地（在实验区内以农业用地方为

主）为工业用地／建筑用地或其他用地类型。这

直接导致了近几年来的连续两次用地调整。因

用地调整引起大量工业企业入驻，这自然给保护

区带来了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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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和谐发展的问题。

（２）就访谈结果分析，保护区内的企业性质

决定了不同企业对保护区内环境保护的认同度。

一般来说，国有企业、大型央企对生物多样性保

护、环境保护的认同度较高，普遍认为应该承担

一定的社会责任，如适度的经济补偿等。小型种

植户、部分私企则由于资金短缺或认知原因等，

对所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明确。而很多工

业园区，因其用地已调出保护区，对保护区内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滨海生态系统保护则采取折中

的态度，用词相对比较含糊。

（３）保护区内的用地类型限制的确对地方经

济的发展有约束作用。但这种约束作用是建立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安全、人与自然的可持

续发展尺度上的。总体来说，以农业经营（种植、

养殖业）为主的企业与保护区内的环境保护要求

冲突不大。但工业园区的三废排放物则对保护

区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存在一定程度的潜在威

胁。而从长远发展来看，环境污染一旦形成，环

境灾难将是不可逆的。

由此，可以把企业社会责任概括为企业在创

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

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

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

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

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由

于盐城自然保护区的独特性、重要性和国际地

位，是丹顶鹤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

集中分布区，所以位于其中的企业所要承担的企

业社会责任更显迫切。

结合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必须进一步开

展详细的有关保护区的社区调查工作，既要明确

位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不同企业类型所应承担的

企业社会责任，更要明确政府管理者作为协调者

的相关定位。同时积极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并落

到实处，让为保护区的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

护切实作出贡献的种植户、养殖户们得到相应的

补偿。

在人类发展史上，“保护和发展”，是一个矛

盾统一体。本研究首次讨论了保护区及毗连区

范围内的有关商业开发活动，并结合企业社会责

任进行分析，以期抛砖引玉，为解决这一矛盾而

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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