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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I. 研究发现 

1. 问卷调查 
• 日本企业问卷（194家） 

• 社会组织问卷（199家） 

2. 案例研究 
• 日本企业案例（22家） 

• 社会组织案例（20家） 

II.后续研究分析计划 

III.《项目报告书》概要 

1. 主要内容 
• 《项目报告书》 

• 《项目案例集》 

2. 发布方式 



研究发现：企业问卷调查 

1.企业概况 

2.企业的CSR理念与实践 

3.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企业概况 

• 企业进入中国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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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所属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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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注册方式 

 

中国注册的企业

法人,  

147, 77% 

日本注册企业法

人在中国的分公

司、子公司、营

业所、办事处等, 

44, 23% 



• 企业出资比例 

 

100%,  
116, 81% 

50-99%,  
22, 15% 

1-49%,  
5, 4% 



• 企业营业额(2014)（单位：万元） 

 

 3000以下,  

42, 22% 

 3000-30000, 
59, 31% 

 30000以上,  

88, 47% 



• 企业员工人数(2014) 

 

 300人以下, 

103, 53% 

 300-2000人, 

66, 34% 

 2000人以上, 

25, 13% 



企业的CSR理念与实践 

主要研究问题 

1.CSR理念 

• 在华日企如何理解CSR的内涵?  

• 在华日企履行CSR的原因 

2.CSR实践 

• 开始时间 

• 主要内容 

• 预算 

• 活动领域及主要方式 

• CSR事务管理模式(机构、方法、沟通) 

• 战略CSR（意义、实施方式、效果） 



企业的CSR理念 

CSR内涵 

 

 

CSR金字塔模型 

 

 

Philanthropic 

慈善 

Ethical 道德 

Legal 法律 

Economic 经济 

4.61 

4.91 

4.81 

3.96 

1 2 3 4 5

为股东创造利润，为社

会创造财富，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遵

守各种法律法规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遵

循公平、正义、避免伤

害等社会伦理道德原则 

开展慈善捐赠、企业志

愿、社会公益活动 

企业评分均值 



• 企业的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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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履行CSR的原因 

 

175,90% 

162,84% 

147,76% 

126,65% 

101,52% 

61,31% 

25,13% 

19,10% 

3,2% 

0 50 100 150 200

更好的为社会发展做贡献 

遵守法律法规，减低法律风险 

有助于企业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吸引并保有高素质的员工 

提升企业声誉和品牌形象 

获得政府认同与支持 

在社会责任投资(SRI)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有助于企业在资本

市场获得更多竞争优势 

应对竞争对手的压力 

应对社会舆论压力 

其他 

企业数量（单位：家） 



企业的CSR实践 

• 在华开始开展CSR活动的时间 

 

 

7,4% 7,4% 
11,6% 

31,18% 

51,29% 

67,39% 

0

20

40

60

80

1990年以前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5

企
业

数
量

（
单

位
：

家
）

 



• 在华开展CSR活动的内容 

 

 
178,93% 

161,84% 

155,81% 

148,77% 

145,76% 

119,62% 

117,61% 

97,51% 

89,47% 

52,27% 

51,27% 

50,26% 

28,15% 

12,6% 

4,2% 

0 50 100 150 200 250

确立企业道德和遵纪守法 

合理纳税 

节约资源、能源和环境保护 

协调劳资关系 

加强客户服务 

维持和创造就业机会 

对当地经济作贡献 

经营的透明性与信息公开 

与社区共生 

股东分红 

应对丑闻以及突发事件 

赞助活动 

技术转让 

其他 

没有履行任何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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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R事务的管理部门 

 

由专门的CSR部

门负责,  

45, 24% 

由其他部门兼职

负责,  

110, 58% 

没有部门负责, 

34, 18% 



• CSR事务的管理方法 

 

 

运用PDCA管理

企业的CSR事务, 

111, 59% 

不用PDCA，但

是用其他方法,  

12, 6% 

没用运用任何管

理方法,  

66, 35% 



• CSR事务的预算占营业额的比例（2014） 

 

1%以上,  

49, 37% 

低于0.01%,  

31, 24% 

0.1-1%,  
28, 21% 

0.01-0.1%, 
 23, 18% 



• 在华开展CSR活动的主要领域 

 

 

155,82% 

151,80% 

123,65% 

96,51% 

71,38% 

9,5%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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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环境方面，开展CSR活动的具体方式 

 

 

137,84% 

117,72% 

102,63% 

82,50% 

72,44% 

56,3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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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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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员工方面，开展CSR活动的具体方式 

 

 
145,87% 

144,87% 

137,83% 

115,69% 

66,40% 

45,27% 

34,2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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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发展方面，开展CSR活动的具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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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发展方面，开展CSR活动的具体方式 

 

 

71,63% 

65,58% 

55,49% 

21,19% 

10,9% 

0 20 40 6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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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CSR事务的沟通对象 

 

145,77% 

119,63% 

102,54% 

80,43% 

77,41% 

43,23% 

37,20% 

36,19% 

31,16% 

11,6% 

7,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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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CSR事务的沟通方式 

 

 

77,41% 

69,37% 

45,24% 

41,22% 

31,16% 

24,1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未进行信息发布与传播 

企业网站 

编制并公布CSR报告 

公共媒体 

其他 

企业年报 

企业数量（单位：家） 



• CSR报告的编制标准 

 

18,17% 

23,22% 

20,19% 

12,12% 

16,16% 

21,20% 

31,30% 

0 10 20 30 40

日本的本地标准 

中国的本地标准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联合国全球契约 

ISO26000

其他 

不依据任何外部标准 

企业数量（单位：家） 



• CSR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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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R与企业主要管理业务的对接与整合 

 

135,72% 

110,59% 

78,41% 

61,32% 

61,32% 

59,31% 

23,12% 

18,10% 

6,3% 

0 50 100 150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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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R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与绩效 

 

105,56% 

110,59% 

132,70% 

86,46% 

103,55% 

42,22% 

7,4% 

7,4% 

79,42% 

17,9% 

0,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有助于提升企业形象和声誉 

有助于企业有效分析、规避、应对风险 

有助于完善人力资源管理 

有助于改善政府关系 

有助于改善客户关系 

有助于提高市场销售业绩和企业收益 

有助于吸引投资 

其他有助于企业发展的些影响和绩效 

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创造了社会价值 

CSR对企业发展没有帮助，但具有社会价值 

CSR对企业发展没有帮助，也未产生社会价值 

企业数量（单位：家） 



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主要研究问题 

1.合作的理念 

• 社会组织在CSR事务中的角色 

• 社会组织在CSR事务中的重要性 

2.已有的合作实践 

• 与社会组织合作或不合作的原因 

• 合作方式 

• 预算 

• 合作领域 

• 选择合作伙伴的考量因素 

• 合作的控制权 

• 绩效与风险 



3. 未来的合作计划与相关的推动措施 

• 企业未来的合作计划 

• 相关的推动措施 

 一般性措施 

 JICA项目 

 

 



合作的理念 

• CSR事务中社会组织应该发挥的作用 

 

 

82,44% 

15,8% 

53,28% 

30,16%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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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监督团体，对企业的CSR行为进行监

督和问责 

作为合作者，帮助企业实施CSR项目 

作为旁观者，没有必要参与企业的CSR事

务 

其他 

企业数量（单位：家） 



• CSR事务中社会组织实际发挥的作用 

 

 

36,20% 

16,9% 

55,30% 

54,30% 

22,12% 

0 20 40 60 80

作为智库，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企业

制定或完善CSR战略规划 

作为监督团体，对企业的CSR行为进行监

督和问责 

作为合作者，帮助企业实施CSR项目 

作为旁观者，没有必要参与企业的CSR事

务 

其他 

企业数量（单位：家） 



• 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的重要性 

 

18,10% 

6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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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的经历 

 

 

从未合作过, 

136, 71% 

曾经合作过，但

现在没有合作, 

12, 6% 

目前正在合作,  

43, 23% 

已有的合作实践 



• 社会组织与日资企业合作的经历 

 

 

 

从未合作过,  

73, 74% 

曾经合作过，但

现在没有合作, 

16, 16% 

目前正在合作, 

10, 10% 



• 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原因 

 

28,50% 

19,34% 

27,48% 

29,52% 

30,54% 

34,61% 

22,39% 

24,43% 

23,41% 

14,2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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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发现、探索社会问题，并提出建议 

善于深入分析社会问题 

具备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与技术 

具备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能力、行动力 

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具有社会网络 

与社区或服务人群之间具有信任和社会网络 

具备沟通能力 

善于运用大众媒体，面向公众进行有效传播 

具有政策影响力，从而在更大程度上解决社会问题 

能发现、分析风险，回避、减小风险 

其他 

企业数量（单位：家） 



• 企业不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原因 

 

28,19% 

42,29% 

80,54% 

10,7% 

1,1% 

30,20% 

0 20 40 60 80 100

取决于企业的文化与方针 

不了解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具有价值 

没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中国的社会组织 

中国的社会组织的能力和影响力有限 

曾经的合作经验对企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其他 

企业数量（单位：家） 



• 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方式 

 

 
41,73% 

10,18% 

21,38% 

1,2% 

2,4% 

22,39% 

3,5% 

6,11% 

0 10 20 30 40 50

企业慈善 

企业基金会 

企业赞助 

许可证协议 

善因营销 

共同主题推广 

共同经营 

其他 

企业数量（单位：家） 



• 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投入资金规模 

 

 

低于10万元, 

14, 43% 

10-100万元, 

10, 30% 

100-1000万元, 

8, 24% 

1000万元以上, 

1, 3% 



• 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发生频率 

 

 主要是为实现

短期目标的一

次性合作,  

15, 27% 

既有一次性合

作，也有持续

性合作, 

 18, 32% 

主要是为实现

中长期目标的

持续性合作, 

23, 41% 



• 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的领域 

 

 

27,49% 

13,24% 

9,16% 

40,73% 

8,15% 

5,9% 

0 10 20 30 40 50

环境 

员工 

产品与服务 

社会发展 

供应链管理 

其他 

企业数量（单位：家） 



• 企业选择社会组织作为合作伙伴的考虑因素 

 

18,33% 

29,53% 

30,55% 

46,84% 

27,49% 

22,40% 

0 20 40 60

社会组织的规模 

社会组织的性质 

社会组织的知名度与口碑 

社会组织的能力 

企业以往的合作经验 

其他相关群体的推荐或建议 

企业数量（单位：家） 



• 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中的控制权 

 

主要由企业控制,  

17, 31% 

主要由社会组织

控制,  

9, 17% 

两者控制权均等,  

28, 52% 



• 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对于实现CSR事务目标
的帮助 

 

 
29,54% 

22,4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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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的绩效 

 

35,64% 

18,33% 

16,29% 

6,11% 

5,9% 

31,56% 

10,18% 

10,18% 

2,4% 

1,2% 

0 10 20 30 40 50

有助于提升企业形象和声誉，改善企业的公共关系 

有助于企业有效分析、规避、应对风险 

有助于改善客户关系 

有助于提高市场销售业绩和企业收益 

对企业发展产生的其他帮助 

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创造了社会价值 

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对企业发展没有帮助或帮助不大，但具有社会价值 

对企业发展没有帮助或帮助不大，但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的

发展 

对企业发展没有帮助或帮助不大，也没有产生社会价值或促

进社会组织发展 

企业数量（单位：家） 



• 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的的问题与风险 

0,0% 

0,0% 

0,0% 

0,0% 

55,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有损企业形象和声誉 

引起企业其他利益相

关方的不满 

有损市场销售业绩和

企业收益 

其他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或

风险 

企业数量（单位：家） 



• 未来一年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的计划 

 

  

 

未来的合作计划与相关的推动措施 

不希望合作, 

120, 65% 

希望合作, 

65, 35% 



• 未来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的领域 

 

53,77% 

31,45% 

21,30% 

51,74% 

24,35% 

4,6% 

0 20 40 60

环境 

员工 

产品与服务 

社会发展 

供应链管理 

其他 

企业数量（单位：家） 



• CSR事务方面采取措施促进企业与社会组织
合作的必要性 

 

 

没有必要, 

68, 36% 

有必要, 

119, 64% 



• CSR事务方面促进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措
施 

 

 
68,57% 

85,71% 

37,31% 

60,50% 

3,3% 

0 20 40 60 80 100

为企业和社会组织开展培训，帮助其了解

双方合作的意义与价值 

搭建沟通平台，促进企业与社会组织的信

息交流和相互了解 

由第三方机构为社会组织提供能力建设服

务，提升其与企业合作的能力 

政府提供必要的支持，促进企业与社会组

织的合作 

其他 

企业数量（单位：家） 



• 企业对于JICA未来开展相关项目促进企业与
社会组织合作的态度 

 

不会关注，也

不希望参加, 

33, 18% 

会关注，但不

希望参加, 

84, 45% 

会关注，也希

望参加,  

68, 37% 



• 企业参与JICA相关项目希望获得的资源或帮
助 

 

59,40% 

92,62% 

103,70% 

82,55% 

59,40% 

4,3% 

0 20 40 60 80 100 120

加强并更新企业的CSR理念 

增强企业对与社会组织合作价值的

认知与理解 

了解其他企业在CSR及与社会组织

合作方面的优秀案例 

获得了解和接触社会组织的机会 

获得JICA通过项目提供的帮助 

其他帮助 

企业数量（单位：家） 



研究发现：社会问卷调查 

1.组织概况 

2.CSR认知与理念 

3.社会组织与企业的合作 

 

 



组织概况 

• 组织成立时间 

 

8,4% 9,5% 10,5% 

19,10% 

72,36% 

81,41% 

0

20

40

60

80

100

社
会
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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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单
位

：
家

）
 



• 组织主要工作领域 

 

 

52,26% 

41,21% 

19,10% 

14,7% 

10,5% 

7,4% 

5,3% 

51,26% 

综合类 

教育 

老年服务 

救灾减灾防灾 

生态环境 

医疗卫生 

减贫 

其他 

0 20 40 60 80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 组织注册方式 

 

27,14% 

104,52% 

39,20% 

13,7% 

7,4% 

2,1% 

7,4% 

0 50 100 150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 

基金会 

工商注册的社会组织 

尚未注册的社会组织 

国际及涉外组织 

其他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 组织的工作人员数量 

 

低于10人, 

82, 41% 

10-100人, 

110, 55% 

100人以上, 

7, 4% 



• 组织的志愿者数量 

 

 
低于10人, 

31, 20% 

10-100人,  

59, 37% 
100-1000人, 

51, 32% 

1000人以上, 

17, 11% 



• 组织收入额(2014) 

 

31,16% 

73,38% 

64,33% 

17,9% 

8,4% 

0

20

40

60

80

低于10 10-100 100-1000 1000-10000 10000以上 

社
会

组
织

数
量

（
单

位
：

家
）

 



• 组织收入来源 

 

 
112,56% 

109,55% 

81,41% 

37,19% 

21,11% 

17,9% 

5,3% 

28,14% 

0 50 100 150 200

社会捐赠 

企业支持 

政府购买服务 

经营收入 

政府拨款 

会费 

投资性收入 

其他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 组织财务状况 

 

 
收不抵支, 

62, 31% 

收支平衡, 

112, 56% 

实现盈余, 

25, 13% 



CSR认知与理念 

主要研究问题 
• 中国的社会组织对于CSR的认知程度？  

• 中国的社会组织如何理解CSR的内涵？ 

• 中国的社会组织如何理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原因？ 



CSR认知 

CSR相关概念的认知程度 

 

 

4,2% 

55,28% 

112,56% 

28,14% 

0 50 100 150

从未听说过 

听说过，但不了解 

听说过，比较了解 

听说过，非常了解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CSR理念 

CSR内涵 

 

 

CSR金字塔模型 

 

 

Philanthropic 

慈善 

Ethical 道德 

Legal 法律 

Economic 经济 

4.44 

4.69 

4.66 

4.44 

1 2 3 4 5

为股东创造利润，为社会

创造财富，促进社会经济

发展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遵守

各种法律法规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遵循

公平、正义、避免伤害等

社会伦理道德原则 

开展慈善捐赠、企业志

愿、社会公益活动 

社会组织评分均值 



• 企业的利益相关方 

 

119,85% 

129,92% 

122,87% 

84,60% 

100,70% 

59,42% 

48,34% 

95,68% 

58,41% 

90,64% 

7,5% 

0 50 100 150 200

股东 

客户 

员工 

供应商 

政府 

行业协会、商业团体 

竞争者 

社区 

媒体 

社会组织 

其他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 日本企业在中国履行CSR的原因 

 

111,79% 

49,35% 

33,24% 

22,16% 

75,54% 

130,93% 

113,81% 

114,81% 

2,1% 

0 50 100 150 200

更好的为社会发展做贡献 

遵守法律法规，减低法律风险 

应对社会舆论压力 

应对竞争对手的压力 

获得政府认同与支持 

提升企业声誉和品牌形象 

有助于企业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吸引并保有高素

质的员工 

在社会责任投资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有助于企业在

资本市场获得更多竞争优势 

其他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社会组织与企业的合作 

主要研究问题 

1. 合作的理念 

• 社会组织在CSR事务中的角色 

• 社会组织在CSR事务中的重要性 

2. 已有的合作实践 

• 合作企业的类型 

• 与企业合作或不合作的原因 

• 合作方式 

• 预算 

• 合作领域 

• 选择合作伙伴的考量因素 

• 合作的控制权 

• 绩效与风险 



3. 未来的合作计划与相关的推动措施 

• 社会组织未来的合作计划 

• 相关的推动措施 

 一般性措施 

 JICA项目 

 

 



合作的理念 

• CSR事务中社会组织应该发挥的作用 

 

53,38% 

2,1% 

83,59% 

1,1% 

1,1% 

0 20 40 60 80 100 120

作为智库，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企业

制定或完善CSR战略规划 

作为压力集团，对企业的CSR行为进行监

督和问责 

作为合作者，帮助企业实施CSR项目 

作为旁观者，没有必要参与企业的CSR事

务实施CSR项目 

其他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 CSR事务中社会组织实际发挥的作用 

 

 
26,19% 

9,6% 

65,46% 

37,26% 

3,2% 

0 20 40 60 80 100

作为智库，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企业

制定或完善CSR战略规划 

作为压力集团，对企业的CSR行为进行监督

和问责 

作为合作者，帮助企业实施CSR项目 

作为旁观者，没有实际参与企业的CSR事务 

其他（请写明具体作用）：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 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的重要性 

 

0,0% 3,2% 
12,6% 

69,35% 

115,58% 

0

50

100

150

不重要 不太重要 说不清 比较重要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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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的经历 

 

 

已有的合作实践 

目前正在合作, 

119, 60% 
曾经合作过，但

现在没有合作, 

47, 24% 

从未合作过,  

33, 16% 



• 社会组织与日资企业合作的经历 

 

 

 

从未合作过,  

73, 74% 

曾经合作过，但

现在没有合作, 

16, 16% 

目前正在合作, 

10, 10% 



• 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的原因 

 

129,78% 

84,51% 

74,45% 

112,67% 

87,52% 

4,2% 

0 50 100 150

企业资金充沛，可能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

持 

企业的志愿者资源丰富，可能为社会组织提

供人力资源 

企业管理经验丰富，可以通过企业合作提升

社会组织的管理能力 

企业在特定领域具有专业技术优势，可以通

过企业合作帮助社会组织更好地实现其使命 

企业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可以通过企业合

作帮助社会组织更好地实现其使命 

其他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 社会组织不与企业合作的原因 

 

34,30% 

18,16% 

63,56% 

12,11% 

24,21% 

0 20 40 60 80

取决于组织的文化与方针 

不了解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具有的价值 

没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企业的CSR项目 

曾经的合作经验对组织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其他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 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方式 

 

 

134,81% 

71,43% 

86,52% 

16,10% 

39,23% 

94,57% 

26,16% 

2,1% 

0 50 100 150 200

企业慈善 

企业基金会 

企业赞助 

许可证协议 

善因营销 

共同主题推广 

共同经营 

其他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 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项目的平均资金规模 

 

 

低于10万元, 

 65, 40% 

10-100万元,  

71, 44% 

100-1000万元, 

23, 14% 

1000万元以上, 

4, 2% 



• 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的发生频率 

 

 
主要是为实现短

期目标的一次性

合作,  

35, 21% 

主要是为实现中

长期目标的持续

性合作,  

33, 20% 

既有一次性合

作，也有持续性

合作,  

98, 59% 



• 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的领域 

 

 

36,22% 

17,10% 

11,7% 

134,81% 

12,7% 

16,10% 

0 50 100 150 200

环境 

员工 

产品与服务 

社会发展 

供应链管理 

其他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 在社会发展方面，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的具
体领域 

 

 

30,22% 

30,22% 

37,28% 

72,54% 

87,65% 

9,7% 

0 20 40 60 80 100

减贫 

医疗卫生 

救灾减灾防灾 

教育 

社会服务 

其他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 社会组织选择企业作为合作伙伴的考虑因素 

 

73,44% 

31,19% 

50,30% 

106,64% 

118,71% 

91,55% 

68,41% 

3,2% 

0 50 100 150

企业的规模 

企业的类型 

企业的行业 

企业的知名度与口碑 

企业提供资源的规模 

本组织以往的合作经验 

其他相关群体的推荐或建议 

其他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 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中的控制权 

 

主要由企业控制, 

14, 8% 

主要由社会组织

控制, 

 50, 30% 

两者控制权均等, 

102, 62% 



• 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的绩效 

 

146,88% 

18,11% 

74,45% 

46,28% 

10,6% 

113,68% 

100,60% 

23,14% 

14,8% 

6,4% 

0 50 100 150 200

有助于提升企业形象和声誉，改善企业的公共关系 

有助于企业有效分析、规避、应对风险 

有助于改善客户关系 

有助于提高市场销售业绩和企业收益 

对企业发展产生的其他帮助 

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创造了社会价值 

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对企业发展没有帮助或帮助不大，但具有社会价值 

对企业发展没有帮助或帮助不大，但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的

发展 

对企业发展没有帮助或帮助不大，也没有产生社会价值或促

进社会组织发展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 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的的问题与风险 

 

 

20,12% 

14,8% 

47,28% 

9,5% 

100,60% 

有损组织的形象和声誉 

减少组织其他的收入来源 

企业停止或减少对组织的资助，可能使

组织陷入财务困境 

其他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或风险 

0 50 100 150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 未来一年社会组织对于企业合作的预期 

 

  

 

未来的合作计划和相关的推动措施 

不希望合作, 

5, 3% 

希望合作, 

194, 97% 



• 未来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的领域 

 

 
54,28% 

37,19% 

28,14% 

169,87% 

24,12% 

20,10% 

0 50 100 150 200

环境 

员工 

产品与服务 

社会发展 

供应链管理 

其他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 在社会发展方面，未来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
的具体领域 

 

 
54,32% 

47,28% 

57,34% 

100,59% 

128,76% 

15,9%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减贫 

医疗卫生 

救灾减灾防灾 

教育 

社会服务 

其他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 CSR事务方面采取措施促进企业与社会组织
合作的必要性 

 

 

 

没有必要,  

5, 3% 

有必要,  

194, 97% 



• CSR事务方面促进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措
施 

 

 

 
144,74% 

178,92% 

122,63% 

138,71% 

4,2% 

0 50 100 150 200 250

为企业和社会组织开展培训，帮助其了解

双方合作的意义与价值 

搭建沟通平台，促进企业与社会组织的信

息交流和相互了解 

由第三方机构为社会组织提供能力建设服

务，提升其与企业合作的能力 

政府提供必要的支持，促进企业与社会组

织的合作 

其他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 社会组织对于JICA未来开展相关项目促进企
业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态度 

  
不会关注，也不

希望参加,  

3, 1% 

会关注，但不希

望参加,  

13, 7% 

会关注，也希望

参加,  

183, 92% 



• 社会组织参与JICA相关项目希望获得的资源
或帮助 

 

 
103,53% 

129,66% 

163,83% 

144,73% 

158,81% 

4,2% 

0 50 100 150 200

更新组织的CSR理念 

增强组织对与企业合作价值的认知与理解 

了解和学习其他社会组织在与企业合作方面

的成功经验 

获得了解和接触企业的机会 

获得JICA通过项目直接提供的帮助 

其他帮助 

社会组织数量（单位：家） 



研究发现：企业案例（22） 

1. 奥林巴斯 

2. 东芝 

3. 富士胶片 

4. 富士施乐 

5. 丰田汽车 

6. 国誉商业 

7. 花王 

8. 佳能 

9. 理光 

10.日产 

11.日电（NEC） 

 

12.日立 

13.三井物产 

14.三菱商事 

15.松下电器 

16.索尼 

17.夏普 

18.伊藤忠 

19.永旺 

20.住友化学 

21.住友商事 

22.资生堂 

 

 



研究发现：社会组织案例（20） 

1. 北京憨福儿公益基金会 

2. 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 

3. 北京市朝阳区金羽翼残障儿童
艺术康复服务中心 

4. 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
究所 

5. 北京市石景山区乐龄老年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6.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
会 

7. 成都朗力养老服务中心 

8. 广东省麦田教育基金会 

9. 罕见病发展中心 

10. 南都公益基金会 

11. 宁夏青年社会发展创新中心 

12. 耆乐融长者关爱中心 

13. 深圳市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14. 中国慈善联合会 

15. 中国扶贫基金会 

16.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17.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18.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19.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企业公民
委员会 

20.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
基金 

 



后续的研究分析计划 

1. 结合问卷调查与案例研究的数据，进行综合
分析 

2. 开展比较研究 

• 企业与社会组织的问卷调查数据 

•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2009开展的“在华日企社会贡
献问卷调查”数据 

3. 广泛听取项目主要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
，完善和丰富《项目报告书》的结构和内容 



《项目报告书》概要 

1.主要内容 

• 《项目报告书》 

• 《项目案例集》 

 



《项目报告书》 





《项目案例集》 

1. 企业案例 
• 事业概要 

• CSR理念、方针、体系、成就 

• CSR活动（2009-至今） 

• 社会组织合作（2009-至今） 

 

2. 社会组织案例 
• 组织概况 

• 发展历程与成就贡献 

• 主要项目（2009-至今） 

• 企业合作事例（2009-至今） 

 



《项目报告书》发布 

1. 纸质版 

• 参与项目的企业与社会组织优先获得 

• 通过项目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的平台和网络广
泛传播 

2. 电子版 

• 通过项目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的官网持续传播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与您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