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新趨勢 – 共享資本主義 

Stakeholder capitalism 在 1971 年由 Klaus Schwab 首次提出1，隨著時代

更迭、法律和科技的演進，Stakeholder capitalism 的概念逐漸具體化並對企業

制度有著新的思考，2020 年，具有特別意義的第 50 屆世界經濟論壇（WEF）

達沃斯年會的重要議題為朝向第三種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努力2。

資本主義的常見分類裡，第一種是股東資本主義(shareholder capitalism)，以

「追求企業股東最大利潤」為宗旨，1970 年代在美國蓬勃發展後往西傳成為企

業奉行模式，該模式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壓榨勞工事件頻傳與傷害自然環境等缺

點，導致社會的強烈反動，Y 世代與 Z 世代發起拒買運動，美國總統拜登甚至在

經濟復甦計畫裡提出想要「終結股東資本主義的世代」3。第二種是國家資本主

義(state capitalism)，由國家主導經濟發展方向，包括產業政策和財富分配，中

國為該模式最主要的施行國。國家資本主義雖然可以防止贏家通吃和防止過度併

購的不公平競爭4，但企業胼手胝足打拼的一切可能因為國家政策調整而化為烏

有，例如阿里巴巴馬雲的疑似被退休5、拼多多創辦人黃崢突辭董事長職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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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是共享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企業不只對股東負責，也

對地球環境負責，企業存在的目的是創造所有 stakeholders(股東、員工、顧客、

供應商、在地社區、生態環境、政府)共享、永續(sustainable and co-sharing)

的價值。美國商業圓桌會議公開支持共享資本主義，並強調「影響力投資」的重

要性。傳統的影響力投資7，除了企業財報外，也將 CSR 和 ESG 納入考量，促使

投資者追求金錢收益外，也尋求環境和社會公益8。1999 年，聯合國倡議要求公

司落實 CSR(企業社會責任)，根據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的定義，企業貢獻經濟

發展的同時，承諾遵守道德規範、改善員工及家庭、改善當地整體社區和社會的

生活品質。2005 年，聯合國提出可量化的 ESG(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

並且被視為評估一間企業經營的指標9。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研究指出 ESG 評

分越高的公司，受金融危機波及程度越低，原因是企業長期投資社會資產，獲得

投資人信任使得公司績效維持一定水準10。2019 年聯合國提出責任銀行原則，

將 ESG 整合到放款整合過程，評估授信對象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歐盟則要求

歐盟基金公司必須具體申明「是否屬於永續投資(ESG)基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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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及 ESG 即將成為過去式，有別於過去 CSR 和 ESG 使用傳統方式追求

量化、追求指標，比照 ISO 方式強硬套用於企業，使得企業必須花費額外的資

金、人力和時間達到 CSR 和 ESG 的制式要求，並被框架綁住。企業應該要回歸

基礎、審視企業的永續發展，未來趨勢為 stakeholder capitalism(共享資本主

義) ，除了融合 CSR 和 ESG 的精神，發揮的層面更加面面俱到，最重要的是共

享資本主義是一套 ideology，傾向企業全方位的量身打造與真正永續發展的模

式。新冠疫情加速共享資本主義的重要性，企業對待七大區塊，包括員工、客戶、

供應商、消費者、社會和環境的方式，受到媒體和政府前所未有放大鏡的審查。

奉行 Stakeholder capitalism 的企業，可以合理預期將獲得員工更大的忠誠度、

吸引更多優秀新血；市場佔有率在危機期間轉移到被認為「盡一切努力」的企業

12，與供應商擁有良好關係與社會能見度高的企業，顯得更有能力管理自身營運

基金、通過危機處理考驗，並能最大程度的降低生產鏈中斷的風險；換句話說，

往 Stakeholder capitalism 方向邁進和調整的企業，被驗證更能符合時事脈動，

並且在危機中有更大彈性的發揮空間。 

綜觀台灣立法史，即使歷經數次政黨輪替，但執政黨和在野黨有著不可磨滅

的共業，共同推動和促成勞工權益、消費者保障、不受環境之苦的法案等，台灣

推動 Stakeholder capitalism 儼然成形。台灣不但在奉行相關準則和法令具備

經驗，嚴格的立法和法治觀念深植人心，台灣企業社區回饋已成常態。例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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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員工的勞基法和員工體檢；保障客戶的消保法；環境保護的空污法和綠能法案；

維護社區品質的工廠管理輔導法、住宅法等；全球供應鏈中的誠信原則和公平交

易法，這些相關法律概念都伴隨著過去台灣民主歷程發展一一實現。 

有著幾十年的奠基，台灣有望成為推動 Stakeholder capitalism 的典範，從

台灣企業出發，定出企業 Stakeholder capitalism 評估模式，讓台灣的

Stakeholder capitalism 成為全球指標，宇智顧問在這方面已經做好準備協助企

業，從 Shareholder capitalism 和 State capitalism 昇華到 Stakeholder 

capit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