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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有效评价澳门博彩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是长期困扰澳门社会的

一个问题。由於２０２２年新修改的博彩法把澳门博彩企业的社会责任写入了法律，

因此，准确度量澳门博彩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变得更加迫切。本研究基於利益相

关者管理理论和对澳门回归以来的相关政府文件、媒体报道及博彩企业披露的研

究，提出了基於利益相关者期望的博彩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模型，为有效评价澳门博

彩企业的社会责任提供了基础，弥补了现有评价方法的缺陷。本研究有较
$

的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为政府和社会评价澳门博彩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提供了更

有效的工具。

关键词：澳门；博彩企业；社会责任；度量；评估模型；利益相关者理论

中图分类号：Ｆ５９０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ａｃａｏｓＧａｍ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Ｚｅ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ｕ　ＺｅｎｇＪｉａ　ＨｕａｎｇＺｉｙｉｎｇ
牗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Ｇａｍ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ｃｉｅｔｙ牞Ｍａｃａｏ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牶
!"# $" %&&%'$()%*+ %),*-,$% $.% &-*&(**/%0$ "& 1"'(,* 2%13"01(4(*($(%1 "& 5,',"


1 6,/(06

'"/3,0(%1 .,1 4%%0 , 32"4*%/ $.,$ .,1 3*,6-%7 5,'," 1"'(%$+ &"2 , *"06 $(/%8 9(0'% $.% 0%#*+

2%)(1%7 :,/(06 ;,# (0 <=<< .,1 #2($$%0 $.% 1"'(,* 2%13"01(4(*($+ "& $.% 6,/(06 '"/3,0(%1 (0 5,',"

(0$" $.% *,#> $.% (11-% "& ,''-2,$%*+ /%,1-2(06 $.% 1"'(,* 2%13"01(4(*($+ "& 5,'," 6,/(06 '"/3,0(%1

５



.,1 4%'"/% /"2% -26%0$8 ?,1%7 "0 $.% 1$,@%."*7%2 /,0,6%/%0$ $.%"2+ ,07 $.% 1$-7+ "& 2%*%),0$

6")%20/%0$ 7"'-/%0$1> /%7(, 2%3"2$1 ,07 7(1'*"1-2%1 "& $.% 6,/(06 '"/3,0(%1 1(0'% $.% 2%$-20 "&

5,',"> $.(1 1$-7+ 32"3"1%1 , 6,/(06 '"23"2,$% 1"'(,* 2%13"01(4(*($+ /%,1-2%/%0$ /"7%* 4,1%7 "0

1$,@%."*7%2 %A3%'$,$("01 $" %&&%'$()%*+ %),*-,$% $.% 3%2&"2/,0'% "& 5,'," 6,/(06 '"/3,0(%1> $.-1

32")(7(06 , &"-07,$("0 &"2 /%,1-2%/%0$ "& $.% 1"'(,* 2%13"01(4(*($+ "& 5,',"


1 1(A 6,/(06

'"/3,0(%18 B.(1 1$-7+ 32"3"1%1 , 0%# /%$."7 &"2 %),*-,$(06 '"23"2,$% 1"'(,* 2%13"01(4(*($+> $.-1

/,@(06 -3 &"2 $.% 1."2$'"/(061 "& %A(1$(06 %),*-,$("0 /%$."718 B.(1 1$-7+ .,1 1$2"06 32,'$(',*($+

,07 "3%2,4(*($+> ,07 32")(7%1 , /"2% %&&%'$()% $""* &"2 5,'," 6")%20/%0$ ,07 1"'(%$+ $" %),*-,$% $.%

3%2&"2/,0'% "& 1"'(,* 2%13"01(4(*($(%1 "& 5,'," 6,/(06 '"/3,0(%18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牶
5,',"C 6,/(06 '"/3,0+C 1"'(,* 2%13"01(4(*($+C /%,1-2%/%0$C ,),*-,$("0 /"7%*C

1$,@%."*7%2 $.%"2+

引　言

特区政府新修改的《
(

乐场幸运博彩

经营法律制度》（澳门特
)

行政区政府印务

局
> <=<<

）第十六条对博彩承批企业的“企

业社会责任”提出了六项要求：

D

）支持本地中小企业发展；

<E

支持本地
*

业多元发展；

F

）确保劳工权益，尤其是劳动债权的

保障、本地?员的在职培训及向上流动、保

障员工的公积金制度；

G

）聘用残疾或复康人士；

H

）支持公益活动；

I

）支持各种教育、科研、环保、文化及

体育等活动。

由於这些要求基本上都是定性要求，度

量比较困难。但如果
+

有有效的度量，就难

以了解这些要求具体的落实情况；不了解具

体的落实情况，就难以对这些目标的推进加

以管理。

缺乏对博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评价

机制是一个长期困扰澳门的问题。早在

<=DI

年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就指出，要对

(

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批给执行情况及社会

责任的承担等多个方面进行评估（澳门特

区政府
> <=DI

）。但因
,+

有具体的评估标

准，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进行评估的想法?
+

有实现。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
<=DI

年发表

的“澳门幸运博彩经营权开放中期检讨”

（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
> <=DI

）指出，由於本

地以至国际社会对於企业社会责任?
+

有

一套公认的评砲标准，其概念及覆盖范围亦

处在不断发展当中，而各间博彩企业回应及

履行其企业社会责任时各有不同理解及做

法，造成评估上的局限。

澳门立法会和民间对有效评价博彩企

业的社会责任非常关注。比如，在立法会通

过新的博彩法时，就有不少议员关注可否

“量化”博企的社会责任，怎样确保承批企

业做到有关的社会责任（论尽?访组
> <=<<C

市民日报
> <=<<

）。

基於以上原因，有必要针对特区政府和

澳门社会特
)

关注的博彩企业社会责任评

价机制进行研究。本研究希望在研究国
#

６



外现有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方法的基础

上，根据澳门的具体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

具可操作性的评价澳门博企社会责任履行

情癋的方法，为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评价博

企社会责任提供参考。

１　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文献研究

到目前为止，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还
+

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早期试图系统定

义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广泛影响的是
J,2



2"**

（
K,.*12-7> <==L

）。
J,2"**

（
DMNM> DMMD

）

认
,

，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

容：首先是经济责任，以合理的利润水平提

供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这是企业生

存的基础。其次是法律责任。社会为企业

经营制定了有关的法律和法规，企业需要在

法律法规的范围
#

经营，因此企业有法律责

任。再其次是伦理道德责任，涉及讲道德，

做正确的、公正公平的事情。道德责任不一

定被写进法律，但仍然是社会成员所期望的

活动（
J,22"**> DMNM

）。最後一个方面的社会

责任是自行裁量责任。该责任指的是回馈

社会的具体活动或慈善捐款方面的责任。

企业在这方面拥有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
O2%7%2('@> DMMG

）。经济法律责任是社会必

须的（即强制性的）；伦理道德责任是社会

期望的；慈善事业责任是社会渴望的。每一

项责任都是企业总社会责任的基本组成部

分（
J,22"**> DMMDC P,/,*(> <==L

）（见图
D

）。

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
?-1(0%11 &"2

9"'(,* Q%13"01(4(*($+>

缩写
, ?9Q> <===

）提

供了稍微不同的定义。该协会的定义是：以

符合或超出社会对企业的道德期望、法律期

望、商业期望和公众期望的方式经营企业。

社会责任是企业每一个领域的每一项
-

策

的指导原则。

图
D

　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

该协会同时指出，企业的商业决策需符

合道德价值观、法律要求以及对人、社区和

环境的尊重。

该定义与
J,22"** RDMNM> DMMDE

的定义

的不同之处在於增加了公众期望
>

以及对社

会（人、社区）和环境的尊重。

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是由企业组成

的机构，其会员包括一些世界上最有影响力

的企业，如苹果、可口可乐、星巴克、沃尔玛

等。因此，该协会的定义代表了工商界提出

的定义。

根据
K,.*12-7

（
<==L

）的研究，对学术界

影响最大、引用最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

是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欧共体委员会）提供

的定义。欧共体委员会在
<==D

年发?的
.

皮书对企业社会责任做了如下定义：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自愿的基础

上，把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整合到企业运营

过程中以及与利益相关方的互动过程中

（欧共体委员会
> <==D

）。

欧共体委员会（
<==<

）还指出，社会责

任不仅意味著满足法律的期望，还意味著超

越合规性，对人力资本、环境以及与利益相

７



关者的关进行“更多”投资。

欧共体委员会的定义在商务社会责任

国际协会的定义基础上增加了相关利益者

的因素。

以上定义分
)

代表了学术界、企业界以

及政府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三个

领域的定义虽各有不同，但都一致认为企业

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财务责任。将三个定

义总括起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企业社会

责任包括三个方面的责任：经济的、社会的

和环境的。这些责任指导企业的
-

策和活

动，?且在企业经营中都具有同样的有效性

和必要性（
?"07+> %$ ,*8> <=D<

）。企业社会

责任有部分是由企业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

所决定的。

２　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方法

根据现有的文献，目前对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情癋的评估方法主要有
F

大类：基於企

业披露的
#

容分析法、基於等级评价（或打

分）的基准法和基於问卷的感知调查法。

２１　基於企业披露的
"

容分析法（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基於企业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度量主

要根据企业的年度报告、网站发?和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等多种文件披露的社会责任信

息，?用
#

容分析的方法对披露的有关活动

信息进行量化处理和评价。

企业都有披露其履行社会责任情癋的

需求，一则是因
,

上市企业一般都有披露其

履行
S9: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指引、

:QT

（
:*"4,* Q%3"2$(06 T0($(,$()%

）准则等信息

的要求，披露与否涉及合规问题。二则企业

也有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或者因为行业

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或者企业树立形象的需

要，这些因素也使企业自觉或不自觉的向会

公?其社会责任信息（
:,2'(,> %$ ,*8> <=<D

）。

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对企业披露有重大

影响。企业需要超越利润最大化，协调利益

相关者的利益需要。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合

法性理论显示，企业披露是为了获得或维持

在利益相关者眼中的合法性（
J"%$U%% V ),0

9$,7%0> <=DDC K%%6,0> <==<

）。组织的管理

层可能认识到企业在合法性方面存在的差

距，因此需要?取必要的措施，?向利益相

关者披露其行动情癋以确保得到认可。

:2,+

等（
DMMH

）指出
>

向利益相关者披露信

息可被视为组织做出的符合社会期望的社

会贡献。因此，利益相关者通常将企业社会

披露（
J9K

）视为衡量组织可信度和合法性

的标准（
:,2'(,> %$ ,*8> <=<D

）。眕酒、博彩等

行业的企业由於经营的产品（或服务）的特

殊性，因此更存在合法性危机，更需要不断

通过披露其履行的社会责任的情况以减轻

社会的质疑。

向社会公?的信息可能有差?，但都有

清晰性、充分性和可靠性（经过验证）的要

求，因
,

透明、问责制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基

本目标（
W0. V X%*%0'%(> <=DM

）。由於企业

有披露的必要和责任，而且需要满足社会对

披露的质量要求，提供可靠的信息，因此为

通过
#

容分析度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

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

对企业披露信息的分析，一般?用的方

法是
#

容分析法（
'"0$%0$ ,0,*+1(1

）。
#

容分

８



析可以被定义
,

“一种根据明确的编码规

则将许多文本词压缩
,

更少的
#

容类
)

的方法”（
5"0$,4"0> %$ ,*8> <==N

）。“一种从

数据到上下文中做出可重的和有效的推

论的研究方法”（
Y2(33%07"2&&> DML=E

。

#

容分析法除了利用企业定期披露的

信息（如财务报表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

评价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如企业每年

在环境保护、员工培训、消费者保护等方面

的支出等）外，还注重分析有关披露在报告

中所?的比重，或有关披露的文字量的年度

变化等。通过这些分析，可以显示企业在社

会责任方面的注意力或重视程度的变化情

况。

越来越多的有关企业社会报告的文献

使用
#

容分析作
,

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方

法。这种方法已成
,

会计研究中最经常被

?用的方法。根据鲁夫（
Q-&

）等人（
DMML

）

的
/

法，这种方法具有“对企业的客观评

级，因为一旦选择了社会属性，评级过程就

标准化了”。

基於企业披露的
#

容分析法由於其明

显的便利性和报告的广泛可用性而更加灵

活，特
)

是考虑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於发

?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表达他们对社会

责任活动的关注。但该方法也可能缺乏有

效性。因
,

，企业报告的
#

容可能与实际情

癋不符，报告所讲的，仅仅是企业希望人们

相信的，其目的是要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良好

的形象，其实际做的则可能不同（
Q-&> %$ ,*8>

DMML

）。

２２　评等基准法（ｒａｔ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ＲＢＡ）

　　评等基准法指根据对一个企业的有关

评级来度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癋的方

法。许多机构都可能有根据企业参与的慈

善活动、社区发展、节能环保等方面的商业

实践对企业评级。这些评级可以用来显示

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企业社会责任评级

或打分通常是根据企业在其自己的报告中

提供的信息外加来自其他来源的信息完成

的。其他来源的信息包括来自第三方的信

息、对利益相关者的直接访谈获得的信息等

（
X-22" V Z%22(0(> <=DD

）。评等基准法又细

分为多种方法，包括单一指标法、声誉指数

法、多指标法等。

单一指标法（
9(06*% (07%A /%$."7

）。

这种方法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某一方

面，如环境污染指数或劳动关指数。这种

方法最具代表性的是“有毒物质释放清单”

（
;%(1(06%2> <==M

）。该指数利用企业自我报

告的信息，评估企业在水资源保护、空气污

染和有害物质处理方面的表现。该方法广

泛用於衡量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造企

业的企业社会绩效。该方法的局限性在於

评估
#

容过於单一，适用性有限。

企业声誉指数法（
J"23"2,$% 2%3-$,$("0

(07%A

）。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另外一个广

泛使用的方法是使用各种社会机构基於各

种声誉指数编制的社会评级。社会机构调

查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根据其各种社

会、环境和其他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活动对它

们进行相应评级。这些机构通过不同来源

收集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信息。这些

来源包括对知情的观察员、业界专业人士、

企业员工等的问卷调查和访谈；企业网站发

?的信息、企业财务年度报告、媒体的报道

等（
S.1,0> %$ ,*8> <=DL

）。

９



声誉指数调查的对象很多时候是外部

专家而不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比如，《财

富》杂?开发的声誉指数（
O"2$-0% Q%3-$,



$("0 T07%A

）是企业界使用最广泛的指数。

该指数使用
D=

级评分标准来评估全球企业

在社会责任表现方面的声誉，参与打分的都

是有资格的专业人士。但单一指标法也存

在主观偏见，声誉可能无法反映真实的企业

社会责任绩效。

多指标综合评价（
J"/32%.%01()% %),*-



,$("0 #($. /-*$(3*% (07(',$"21

）。管对於企

业社会责任是甚麽尚未达成共识，但
+

有人

会否认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和机构开始?用多指标

综合评价的方法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

Y;K

研究分析公司（
Y;K Q%1%,2'. V W0,



*+$('1

）、创新投资战略价值顾问公司（
T0



0")%1$ 9$2,$%6(' X,*-% W7)(1"21

）等专门从事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机构已经开发了多种

多指标衡量体系。例如，
Y;K

将企业社会

责任分
,

八类，前五类涉及企业与不同利益

相关者的关，如员工、社区、环境和消费

者，後三类涉及全球焦点，如武器贸易、核业

务和南非问题（
Y"06> <==M

）。除了谘询机

构之外，也有学者倾向於用这种方法。该方

法因
,

考虑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多个维度，提

高了测量的有效性。该方法的其他优点还

包括良好的可比性、可靠的资讯资源和相对

健全的客观性等（
;%(1(06%2> <==H

）。这种方

法的负面影响很少在出版物中讨论，但一些

研究人员呼注意这种方法可能会引起光

环效应
R[-114,-/> <==ME

。

２３　基於问卷调查的感知测量（Ｐｅｒｃｅｐｔｕ

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

　　感知测量法重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

会责任的感知。在实践中，研究人员首先根

据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维度制定调查问卷。

然後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利益相关者对企业

社会责任行为的看法。最流行的感知测量

方法是
W-33%2*%

於
DMLH

年提出的。
W-3



3%2*%

基於
J,22"** RDMMDE

的企业社会责任金

字塔，开发了强制选择工具 （
S1$%4,0>

<==N

）。
5,(60,0

的企业公民衡量工具也是

这种方法的一部分（
9.%0> %$ ,*8> <==M

）。

许多学者对这种方法提出了批评。他

们认
,

，感知测量的有效性值得怀疑，因为

主观感知可能无法反映真实的企业社会责

任绩效。具体而言，一些研究表明，客
0

和

环保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总是由於偏见

而低估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而员工或股东等

#

部利益相关者往往高估企业社会责任绩

效（
;%(1(06%2> <==MC 9.%0> %$ ,*8> <==M

）。

３　现有的度量方法的缺陷

现有的度量方法都难以用於对澳门博

彩企业的社会责任评价。首先，现有的基於

企业披露的评价方法都仅根据现有的一些

要求或标准对有关企业提供的信息进行评

价，缺乏基於具体的利益相关者的期望的数

据。而利益相关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

针对的对象。
+

有针对利益相关者，评价的

有效性就会受到影响。其次，不同地方企业

的利益相关者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个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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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者，其期望也是随著时间的推移而不断

变化的，现有的评价方法大都?用全球通用

的固定的评价标准，不能反映不同地方利益

相关者的期望差异以及利益相关者在不同

时间的期望的变化。最後，基於企业披露的

#

容分析法大多把重点放在度量披露的量

或披露的文字?整个文本的比重。披露量

的度量在显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注意力或

重视程度方面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但它

的缺陷是不能有效评价有关企业具体履行

社会责任的具体
#

容。

评等基准法可以显示企业具体履行社

会责任的绩效，但该方法有几方面的缺陷：

第一，外部评价机构评价的
#

容不一定刚好

针对一个地方的评价需要，因为外部评价机

构追求的是国际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

虽然具有普遍意义，但对具体地方或机构的

具体需要可能缺乏针对性；第二，评价的
#

容往往比较有限，不能满足一个地方或机构

的需要；第三，各种评价指数太多，标准不

一，彼此之间缺乏可比性，因此在使用时常

常难以判断哪一种更可靠。

感知测量法能针对有关的需要进行测

量，但该方法最主要的方法是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最大的缺陷是，怎样保证抽样调查

的样本有代表性？怎样保证被调查对象的

观点都是客观、公正的？

具体到澳门的情况，首先，澳门的利益

相关者对博彩企业的社会责任期望具有澳

门的地方特色，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一般的国

际指数都
+

有涵盖，因此难以利用国际指数

来满足澳门的利益相关者的评价要求。其

次，博彩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对一般上

市企业的评价标准不完全适合博彩行业。

最後，如果评价要被政府用於决策时，对企

业社会责任的度量需要高度的相关性和精

准性，否则容易引起
1

议，对社会或博彩企

业难以有
/

服力。现有的评价指数满足不

了这些要求。因此，利用现有的度量方法来

度量澳门的博彩企业的社会责任可行性比

较低。

G

　澳门博彩企业的社会责任履
行状况度量

本研究认
,

，澳门对博彩企业的社会责

任的度量需要高度的相关性和具体性，需要

动态和及时；度量结果能有助於特区政府
-

策；有助於社会对博彩企业进行更好的监

督，从而推动博彩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

任。而对博彩企业，通过有关的度量结果，

能
2

更好地看到自己的差距，从而改善履行

社会责任的情癋。基於对澳门特区政府的

施政报告研究和澳门博彩企业的信息披露

研究，本研究认为，对澳门博彩企业的社会

责任度量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基於利益相

关者期望的社会责任履行情癋评价；基於企

业的披露，对博彩企业对相关社会责任的态

度（重视程度）的评价。

G


D

　基於利益相关者期望的澳门博彩企业

的社会责任评价

　　本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对利

益相关者的责任，因此对博彩企业社会责任

的度量需要从博彩企业对主要利益相关者

期望的回应来度量。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目前企业社会责任

研究中最流行的理论之一。利益相关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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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定义是“任何能
2

影响组织目标实现

或会因组织目标实现而受到影响的群体或

个人”（
O2%%/,0> DMLG

）。利益相关者以前

主要是战略管理领域或组织研究领域的概

念，但该概念目前已被引进了企业社会责任

的研究，?得到广泛的运用，推动了企业社

会责任研究的发展。

?,1- V Z,*,UU"

（
<==L

）认
,

，企业社会

责任被视
,

对主要外部利益相关者（政府、

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
/

团体）关心的有

关企业运营或普遍社会问题的具体要求的

回应。

企业社会责任涉及到利益相关者的

“社会许可”：社会许可不是基於法律要求

的遵守（管违反这些要求可能会危及社

会许可），而是基於一个企业及其活动被当

地社区 、更广泛的社会以及各组成群体所

接受的程度（
:-00(06.,/> %$ ,*8

）。

J*,2@1"0 RDMMHE

认
,

，砲於企业是杂

的利益相关者关网络的纽带，?且确实仅

管理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而不是与整个

社会，因此使用基於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关

管理的框架比使用一般的企业社会责任

模型和方法能更有效地分析企业的社会绩

效（
P,/,*(> <==L

）。

基於利益相关者的视角，企业应该对谁

负责的问题变得清晰，从而
,

度量企业社会

责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模型。一旦确定了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以及企业应该
,

这些利

益相关者承担甚
3

责任，就可以比较有效地

度量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与其他概

念模型相比，利益相关者模型更加客观、方

便和直接（
9.%06$(,0 V \.,06> <=DG

）。

P,/,*(

（
<==L

）认为，传统的理论框架更

倾向於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和研究，而

不针对具体实践。大多数现代组织所面临

的社会环境的杂性和动态性意味著需要

持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这也是传统的理论

框架难以捕捉的。利益相关者方法（模型）

对社会责任的管理是从其固有的交
4

视角

出发的。该方法
5

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

不断变化和演变的需求，这些需求需要以流

动和动态的方式持续监控和解决。

基於以上观点，我们认为，对博彩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的度量，应该基於利益相关者

的视角来度量。基於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度

量博彩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考虑三个方面

的因素：
D

）澳门博彩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

者的期望。不了解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度量

就缺乏有效性；
<

）博彩企业对主要利益相

关者期望的回应（态度、注意力等），以及具

体的行动，从而判断博彩企业是否有效地履

行了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F

）利益相关

者的期望动态变化，以及博彩企业的动态回

应。

根据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澳门博彩企业

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中央政府、澳门特区政

府、澳门社会、博企员工、顾客、供应商等。

但澳门博彩企业的社会责任度量主要需要

考虑的利益相关者应是澳门社区和特区政

府。首先，利用利益相关者显著性模型度

量，澳门社区和特区政府同时具备权力、合

法性和紧迫性的条件。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的企业是
-

定性的利益相关者（
5($'.%**>

W6*% V ]""7> DMMN

）。其他利益相关者可

能仅具备三个条件中的两个或一个。其次，

顾客、供应商也是博彩企业非常重要的利益

相关者，但因为对顾客和供应商的管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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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己已有足够的动力。对顾客和供应商

管理的好坏，直接与博彩企业的经济利益挂

钩，博彩企业的社会责任直接反映在其经营

绩效上面。直接观察企业的经营绩效，就可

以判断他们在顾客和供应商管理方面的好

坏，因此不需要再用其他方法度量。再者，

中央政府也同时具备权力、合法性和紧迫性

的条件，但中央政府很少直接对澳门的博彩

企业提期望。中央政府的期望主要反映在

特区政府的施政计划中，因此澳门考虑的利

益相关者也不直接包括中央政府。最後博

企的员工虽然也重要，但他们属於澳门社会

的一份子，“澳门社会”代表的利益相关者

已包括了他们，因此他们也不单独考虑。剩

下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就是澳门特区政府和

澳门社会，对澳门博彩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度

量主要应该从博彩企业对特区政府和澳门

社会的期望的回应进行（见图
<

）。

图
<

　基於利益相关者期望的博彩企业

社会责任评价模型

企业社会责任评估问题的核心在於获

取数据。绩效数据反映企业针对特定问题

实际正在做甚麽或已经做了甚麽。如果
+

有可用数据，有关问题就无法得到管理

（
J*,2@1"0> DMMH

）。对澳门博彩企业的社会

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估，分析数据可来自几个

方面。在利益相关者的期望方面，可?用的

资料包括：
D

）澳门新修改的“
(

乐场幸运博

彩经营法”。该法提供了写入法律的博彩

企业社会责任。
<

）特区政府的年度施政报

告。报告通常提出未来一年对博彩企业的

期望。
F

）特区政府有关官员的相关讲话。

讲话可能表达政府对博企的要求。
G

）澳门

的主要媒体报道。媒体报道常常涉及社会

对博彩企业的期望。

在博彩企业的回应方面，可?用的资料

包括：
D

）六家博企的年度报告。目前学术

界做企业的社会责任分析一般都选择企业

年度报告，一是因
,

它在各个行业都基本上

通用，易於获取；二是因
,

它提供了一种随

时间推移进行比较的方法。虽然年度报告

不包括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所有可用资讯

（企业网站和其他报告提供的信息），但它

是一 种 标 准 化 的 度 量 方 式。
^0%2/,0

（
<===

）研究了
<G

篇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

文献，其中
DN

篇都是用的年报。
9(06. V

Y,01,* R<=DDE

以及
:-$.%2(% V Z%$$+ R<==DE

认为，年度报告中发?的信息比其他信息来

源更可靠，因
,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都非常重

视年报（
B2,06 V _%@(0(> <=DG

）。
<

）六家博

彩企业公?的
S9:

报告以及它们各自的公

司网页公?的相关信息。这些来源的信息

可以与公司年报形成很好的互补。
F

）对博

彩企业和有关的利益相关者的调查。通过

调查，获得其年报或其他报告
+

有提供的信

息，弥补企业自己公?的信息的不足。

４２　对披露质量的评价

博彩企业都有向社会充分公?其履行

社会责任情况的责任。因此，评价各家博企

在其年报或其他相关文献有关社会责任的

质量有助於了解一家公司对有关社会责任

的重视程度，或注意程度，以此显示它们对

社会责任的态度。

披露质量评价一般从三个方面进行：披

露的深度，即有关披露?文本的比重；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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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度，即有关披露涉及的主题数量；披露集

中度，即披露关注的利益相关者数量。

所谓深度，主要指社会责任披露的文字

6

对数量，或在有关文本中?的相对比重。

所有定量
#

容分析研究的关键假设之一是：

一个类
)

披露的量表示该类
)

的重要性。

通过
7

向比较不同公司的披露数量，可以显

示不同公司对有关的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

通过纵向比较一个公司历年的披露量的变

化，可以显示一家公司对社会责任重视程度

的进步情况。分析可以以字词
,

单位，也可

以以句子
,

单位，也可以以页
,

单位。词的

优势在於可以进行更排他性的分析（更容

易分类），?且方便从数据库扫描和统计。

而句子则有助於推断具体
#

容的意义。如

果仅限於了解给定主题的总空间量，?通过

总空间量推断反映的主题的重要性，则以页

,

单位比较好。因
,

，以页
,

单位，操作比

较简单，仅靠手工统计就可以了，也相当可

靠。但仅仅计量有关
#

容所?的文本空间，

不能显示具体的
#

容和细节，使用范围非常

有限
R:2,+> Q8> %$ ,*8> DMMHC ^0%2/,0> P8

R<===EE

。

５　总　结

博彩
*

业是澳门最重要的
*

业。社会

各界对博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抱有巨大的

期望。
<=<<

年新修订的博彩法，第一次把

博彩企业的社会责任写进了法律。但如何

度量博彩企业的社会责任，目前还
+

有看到

具体的方法。本研究在分析全球现有的评

价方法的基础上，根据澳门的具体情况，提

出了基於利益相关者期望的博彩企业社会

责任评价模型，为澳门有效地评价博彩企业

的社会责任绩效奠定了基础。本研究在方

法论上有助於弥补现有评价方法的缺陷，在

实践上，提供了一个有较
5

的操作性的运作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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