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文旨在阐述B4P（商业促进和平）的愿景，在新的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式下开展管理教

育，以东方传统哲学为基础，通过开拓和研究该地区有价值的B4P商业案例，来探索东亚

商学院引领责任管理教育新模式的可能性。对B4P基本理解的框架的介绍，首先是通过介

绍管理学的系统方法以及教宗方济各“生态皈依”的观点来解释B4P管理教育中精神维度

的意义的。本文以韩国开城工业园区和中国大湾区建设为例，分析B4P模式在亚洲的机遇

和挑战。文末展示了一种能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的商业模式。

B4P是责任管理教育的最终议程

自2008年联合国责任管理教育原则（UN PRME）发布以来，世界各地700多所商

学院一直致力于共同推行一种新的商业教育模式，使企业未来的商业领导人能履行

他们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朴永生，2018年）。特别是加入UN PRME的商学院，以2015

年发布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中心，通过责任管理教育的实践，它们正努力引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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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走向可持续的未来。在17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中，第16个目标是建设一个可持续、

和平、公正的社会，这通常是一个不易与企

业社会责任相联系的话题（威廉姆斯和朴永

生，2019年）。

当公司被视为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

唯一目标的集团时，他们往往就会被当作

和平的破坏者。在现代以后伴随工业化而

到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历史中，企业和各国

政府成了导致世界各地争端的原因（罗宾

斯，2007年；托马斯，1996年）。即便到今

天，因为不计后果开发资源和污染环境，当

代社会的企业也成了破坏环境可持续性的罪

魁祸首，社会可持续性也因不负责的企业行

为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加深（珀金斯，2004

年）。然而，要超越这种传统的以股东为中

心的企业管理模式，21世纪新型社会责任管

理模式就要求企业提供做出和平贡献的可能

（朴永生，2019年）。

本文旨在探讨商学院责任管理教育在

促进国际社会可持续和平与正义方面的作

用。这并非消极和平，消极和平只是没有暴

力或害怕暴力，如和平研究学者所言，积极

和平是创造和维持和平社会的态度、制度和

结构（加尔通，2012年）。从传统的以自我

为中心的股东中心资本主义到新的以生态为

中心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过渡，开启了

企业界建立积极和平的可能性（威廉姆斯和

朴永生，2019年）。

关于积极和平的讨论开启了利益相关

者管理模式和平建设的可能性。此外，将管

理模式从股东视角转变到以利益相关者为主

的模式，要求商业领导者从根本上转变对企

业管理的理念。这是为了唤起商学院的使命

感，让它们有意识地培养未来的企业领导

者，在相互关联的商业生态系统唤醒其责任

企业管理的精神。未来商业教育应该在这方

面为学生提供精神维度的学习体验。

责任管理教育的重要性对亚洲商学院

有特殊的意义。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

家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它们在工业革命

后和西方帝国主义一起出现的动荡的现代历

史中有自己的非凡故事。在这些取得巨大成

功的亚洲国家中，西方资本主义形成了一种

新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但是最近

以新冠肺炎（Covid-19）为标志的全球危机

显示出全人类在为了包括东西方在内的全球

社会可持续未来而要求新生活模式，尤其是

企业经营方式方面，已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而在这个“亚洲世纪”的新时代——可以看

到，2020年的亚洲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购买

力平价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份子，占比

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施瓦布，2021年）——

亚洲商业领导人和商学院的历史重要性是不

可以低估的。

本文先对商业促进和平（B4P）的基本

理解框架进行了介绍，通过描述管理学的系

统方法以及教宗方济各“生态皈依”（教宗

方济各，2015年，第216—221条）的观点来

解释B4P管理教育中精神维度的意义。本文以

韩国开城工业区和中国大湾区建设为例，分

析B4P模式在亚洲的机遇和挑战。文末将展示

一种能促进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商业

模式。

“要超越这种传统的以股
东为中心的企业管理模
式，21世纪新型社会责任
管理模式就要求企业提供
做出和平贡献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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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P的概念框架：一种系统方法 

为有效研究B4P的主题，系统方法为管

理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如图1所示，商业

活动的系统模型可以解释B4P在各环节存在的

可能性，例如在既定的商业运营中输入、转

换和输出（朴永生，2019年）。

管理系统最基本的输入就是商业模式

本身；特别是新管理模式，它以在企业生态

系统即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中与利益相关者

共存为目标。在这种新的企业管理模式中，

企业旨在实现经济生态的良性循环，企业在

选择行业以及随后一切商业战略时，都要考

虑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繁荣。这一切都是为

开展商业的社区建立积极和平的坚实基础。

在管理体系转型的阶段，即企业的生产过程

中，B4P的影响会更具体。换言之，企业管

理通过一系列功能性战略（如营销、人力资

源、生产等），与消费者、员工、投资者、

商业伙伴等利益相关者共存，从而为全社会

的可持续繁荣做出贡献。

此外，企业通过合规管理创造一种透

明的、伦理的社会氛围，并通过维护和商业

运营社区中各方之间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双赢

关系，发挥公共交际的作用。因此，从利益

相关者的角度出发进行管理系统转型也有助

于社区建设积极和平。

B4P效应会在管理系统输出阶段实现。

社会的经济发展包括提供就业和发放薪水，

这本身就是和平社会的基础。此外，利益相

关者管理模式所追求的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

正义，是企业所在社区建立可持续和平的重

要条件。

自工业革命以来，市场竞争压力加

剧，企业开始关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原则的

零和博弈，忽视了B4P效应带来的可能性。这

样说也许并不夸张，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

界观导致全球市场中出现了利己行为，这造

成了当今全球社会面临气候变化、社会不平

等和人类异化等重重危机。正是企业界引发

了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危机，但是企业界也掌

握了克服这些危机的关键。

B4P教学：走向生态皈依

向B4P模式转变的最基本的输入因素是

转变商业领导人的世界观。即要实现真正的

商业模式转变，企业领导人从以自我为中心

的世界观转变为以他人为中心的世界观非常

关键。B4P管理模式就是要在这一点上，从精

神上唤醒商业领导人。这与教宗方济各在通

谕《愿你受赞颂（Laudato Si’）》（教宗

方济各，2015年，第215—221条）中所强调

的生态皈依的概念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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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B4P框架：一种系统方法



当今世界各地的商学院都应该引导学

生借助灵性觉醒形成新的世界观，并运用在

学习过程中获得的商业知识和技能，为全社

会美好且普遍的目标服务。正如教宗方济各

在 《愿你受赞颂（Laudato Si’）》 中所

言，“除非我们尽力推动一种新思维来思考

人类、生活、社会和与大自然的关系，否

则，任何教育方面的努力既不充分也是徒劳

无功的，”（《愿你受赞颂》，2015年，第

215条）。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商学院责

任管理教育最终都是建立在生态皈依的基础

上，所有利益相关者最终都需要悔改。这种

生态皈依应该首先从商业领导人和教育者开

始，然后随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移情与参与而

传播。

灵性将对管理未来企业机构具有重要

意义。B4P的新模式标志着物质主义管理模式

的终结。在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式所倡导的企

业管理模式中，节俭、深层生态学、信任、

互惠、为后代负责以及真实性价值将是关键

词，这些都与灵性价值有直接联系（布卡雷

特和若尔奈，2012年）。

那么，当今的商学院如何在精神维度

上完成有意识的商业管理教育使命呢？这对

从工业社会诞生以来，一直注重股东导向型

机械效率的商学院来说，将是一项巨大的挑

战。以学习者生态皈依为目标的管理教育

需要，就要1）有意识的教育者（如商学教

授），2）创造性的实践和负责任的教学与

研究，3）商学院自身生态和社会责任的实践

（朴永生，2018年）。

同所有社会运动一样，对于具有共同

目标的个人和组织而言，领先向管理教育新

模式转变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2007年发

布的联合国责任管理教育原则会搭建起优秀

的平台，为世界各地参与其中的商学院带来

持续、有效的商业管理教育模式转变。特别

是联合国责任管理教育原则组织的六项原

则，1）目标，2）价值，3）教学，4）研

究，5）实践伙伴关系，6）对话，为商学院

寻求新管理教育模式提供了有效的引导。

（威廉姆斯，2014年）。

挑战与机遇：亚洲视角

建立在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和责任管

理教育之上的B4P新兴管理模式对东亚国家

有着特殊意义。东亚商业的历史同以西方为

中心的帝国主义的历史相联系，以西方为中

心的帝国主义追求实现自我最大化的零和博

弈，破坏了生态系统。事实上，朝鲜半岛和

中国香港、澳门特区等东亚地区在历史上都

有这种扭曲资本主义的极端事例。

这种背景之下，责任管理研究者和实

践者可以密切关注近期朝鲜半岛的开城工业

区以及中国南方正进行的大湾区建设，它们

有望成为东亚B4P的优秀范例。

开城工业区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的一个经济特区，工业区是在2004至2016

年间，由韩国和朝鲜共同建设的。其创办愿

景是，结合韩国的资本和技术以及朝鲜的劳

动力和土地的经济相对优势，增加南北韩间

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促进半岛和平与安全。

2015年，开城工业区有124家韩国公

司，生产总值达5.63亿美元。有54988名朝

鲜员工（韩国统一部，2017年）。原计划在

朝鲜增设企业园区，雇用约25万名工人，但

2016年2月，韩国政府的政策突然变化，主要

是受联合国即将施行的严厉制裁影响，韩国

企业完全撤出开城工业区，朝鲜也将园区正

式关闭。

目前开城工业区仍是一个有待完成的

和平项目。但是，10多年里，它以如下四点

为基础，展示了朝鲜半岛走向和平与愈合的

道路（威廉姆斯和朴永生，2019年）：1）改

进法治和责任结构（以开城工业区为契机，

在朝韩之间建立合规的制度，制度范围涵盖

公司的生产活动、利益相关者，如当地企

业、朝韩政府、职员、消费者、合作伙伴和

公众）；2）促进经济发展（开城工业区的企

业开展了技能开发、教育和社区慈善工作，

当然，还创造了就业机会）；3）增进社区意

识（人们在社区中有尊严，受尊重，这是开

城工业区在各级宣扬响应性、包容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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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决策代表性后设立的目标；4）参与“二

轨外交”（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作为沟通

开放要道的开城工业区，出色地发挥了协调

作用）。在朝鲜半岛不断变幻的地缘政治环

境中，开城工业区成为了具有充分潜力的优

秀B4P商业范例。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项在粤港

澳地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宏伟计划。到

2030年，预计该区将在先进制造业、创新、

航运、贸易和金融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毕马

威会计事务所，2017年）。这项建设计划将

带来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尽管2016年该

区人口只占全国5%，但该区11个城市的国内

生产总值达1.4万亿美元，占国民经济12%。

在B4P框架下，“大湾区建设”可

以通过提高当地社区商业生态系统的互信

度和建设性合作缓解社会焦虑。以香港为

例，2019年接连经历了社会动荡和新冠肺炎

（Covid-19）大流行的危机，“大湾区建

设”可以成为一个以未来和平与繁荣为愿

景，展现新活力的机会。以B4P的视角关注

“大湾区建设”的过程及其表现是有意义

的。

然而，“大湾区建设”主要是集中于

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人认为这项建设没有过

多注意到其潜在的社会影响。虽然项目对税

收和金融体系改革，以及为让项目成功落地

有效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行业间重组

等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毕马威

会计事务所，2020年），但是对该区社会融

合所带来影响的讨论似乎相对较少。令意外

的是，“大湾区建设”的平均企业可持续

指数比全香港企业可持续指数低10.97%。

（香港中文大学，2021年）。

尽管如此，“大湾区建设”仍可作为

B4P一个不错且有意义的例子。事实上，“大

湾区建设”存在的目的就是以社会凝聚力为

基础，最终实现经济繁荣。为此，我们将邀

请参与“大湾区建设”的企业领导人，以及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回顾本文上一

节所提出的B4P系统模型，并根据各自的情

况，切实实施一套战略计划。对于有意参与

特定议程中B4P战略管理的企业，联合国全球

契约发布的《以支持和平推进可持续发展目

标：企业如何贡献》，能为企业成为和平缔

造者提供指南（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2015

年）。步骤包括：1）承诺（坚信助力和平对

商业的重要性；2）评估（明确如何为和平作

出积极贡献）；3）确定（设立能最大限度影

响和平的目标）；4）实施（监测和评估方案

以及实现和平的效果）；5）沟通（报告对和

平的影响与进展）。

结论：前进的道路

管理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领域，过去

一个世纪里，它在教育和研究领域取得了显

著的进步和发展。但是，西方工业革命和帝

国主义的发展，使得以股东为中心的资本主

义在管理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再也无法

免除零和博弈带来的责任。以自我为中心的

分裂的世界观造成了当今人类面临的可持续

发展危机。

在此历史背景下，东亚地区大学的管

理教育大多建立在以机械世界观为基础的科

学管理理论之上，主动或被动地受到西方商

学院的支持。如今21世纪新管理教育应该以

责任管理教育为基础，B4P愿景为目标。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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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管理教育应从教师
和学习者的生态皈依和认
识精神维度为起点。结合
传统生活哲学和东方生态
系统，发展成一种新管理
教育模式，这也是我们现
今东亚商学院的呼唤。”



管理教育应从教师和学习者的生态皈依和认

识精神维度为起点。结合传统生活哲学和东

方生态系统，发展成一种新管理教育模式，

这也是我们现今东亚商学院的呼唤。只有这

样，利玛窦对西学东渐的展望才会被有意识

地吸收，发展为东学。

•

朴永生博士、韩国首尔庆熙大学管理学院商

业和平研究所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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