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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与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困境、

过程重构与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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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时代的创业企业能否以及如何突破履行社会责任不力的困境？本文首先

回顾了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并结合企业社会责任过程框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利益相

关者理论，从问题识别、战略决策、履行过程和信息披露四个方面，论证了元宇宙的革命性特征

助力突破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困境的机理。最后，结合元宇宙下创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过

程重构思路，提出创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研究视角应该从现实互动转向虚拟互动、从单维身

份转向多重身份，并提出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和重点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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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创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Song等，2016；王垒等，2017；
李大元等，2021）。自中共十八大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和“十四五”规划中倡导“弘扬

企业家精神”以来，作为推动我国创新创业发展的关键主体，创业企业日益活跃在公众视野，被

认为是促进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也被期待着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刘志阳等，2019；田茂

利，2012）。虽然许多学者已经提出，履行社会责任能够为包括创业企业在内的众多企业带来益

处，如提高声誉、获得稀缺资源、维护利益相关者关系、提高经济绩效等（王垒等，2017；谢佩洪

等，2019；Du等，2019；刘艳博和耿修林，2021），但是，创业企业作为市场中的新兴主体，在履行

社会责任的过程中面临着愈发窘迫的困境。例如，创业企业对存活和发展的迫切关注，使其减

少社会责任投入甚至忽略履行社会责任（王加灿，2006；阮丽旸等，2017）；创业企业的初创性使

其社会责任实践难以获得消费者的关注和认可（Liu和Xu，2021；Tang和Tang，2018），进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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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创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因此，深入探析创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困境及其解

决方案，对丰富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元宇宙作为数字技术进步过程中最新的发展成果，使创业企业所处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会

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深远影响（何帆和刘红霞，2019）。作为近二十年来各种前沿技术（虚

拟世界技术、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成熟后互相融合的成果，元宇宙推动了全球各领域

企业改变经营布局，积极拓展元宇宙赛道（Nevelsteen，2018），使得整个市场愈发重视融合和应

用元宇宙。例如，2021年“元宇宙第一股”游戏公司Roblox成功上市。随后，Facebook更名为

META，宣布实现战略转型（方凌智和沈煌南，2022）。国际上的元宇宙应用也带动着国内的互

联网公司的元宇宙布局，腾讯、网易等多个互联网企业均在未来业务中融合应用元宇宙（喻国

明和耿晓梦，2022）。这引起理论界对元宇宙的关注，开始探索元宇宙在解决企业发展困境方面

的效用（Dionisio等，2013）。例如，将元宇宙纳入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模式，以解决企业融资的征

信和信贷风险（周雷等，2022）。利用元宇宙技术建立“商贸平台+商贸产业”的电商新模型，能够

破除电商企业技术薄弱和体验感不足的问题（杨勇等，2022）。创业企业具有高度的环境敏感

性，可以充分利用外界技术环境和感知市场环境以更好地塑造和发展自身（Marcon和Ribeiro，
2021）。有研究表明，在互联网时代下，创业企业能利用数字平台获取信息，提高对市场的信息

掌控度，也能够基于互联网时代的技术环境提升业务效率和获得发展（Battistella等，2017； 肖
红军等，2021； 项国鹏等，2022）。元宇宙作为数字时代的最新技术形态，其特征深刻影响了创

业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并助力众多企业突出发展困境，必然会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

（肖红军等，2021；刘志阳等，2021；陆亮亮等，2023）。这启发本文关注以下研究问题，作为一种

新型数字技术，元宇宙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过程的影响机理是怎样的？在元宇宙影响下，创业

企业如何突破自身社会责任困境，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构？

本文首先对元宇宙的概念、演进和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其次，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

究进行梳理，分析现有研究不足。随后，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过程，梳理创业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时的困境和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元宇宙主要特征，从理论层面讨论了元宇宙助力突破创

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困境的机理。最后，从企业社会责任过程视角，提出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

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构思路。并且，基于“现实互动过渡到虚拟互动、从单维身份过渡到多

重身份”的理念，剖析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和问题。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明晰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为完善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

研究提供概念支撑。第二，探明元宇宙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困境的影响机理，为解决数字

化时代创业企业面临的社会责任困境提供了理论参考。第三，构建元宇宙的影响下创业企业社

会责任的重构思路，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为创业企业提供了社会责任逻辑变革思路，也为未

来元宇宙与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奠定基础。

二、  技术背景与文献回顾

（一）技术背景

1. 元宇宙概念

随着“元宇宙第一股”Roblox公司成功上市以及Facebook公司更名为META，元宇宙持续

受外界关注，但是学术界内对其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义。以往学者对元宇宙进行了描述，Davis等
（2009）将元宇宙技术定义为一组用于通信、渲染、交互和团队过程的功能，强调了元宇宙的交

互性。喻国明（2021）认为元宇宙是互联网、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区块链、云计算及数字孪生

等互联网全要素的未来融合形态。袁园和杨永忠（2022）认为元宇宙是一种起始于游戏平台、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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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货币、并由一系列集合式数字技术和硬件技术同步涌现所支持的、人类生活深度介入

其中的虚拟世界及生存愿景。虽然定义各不相同，但能清晰认识到元宇宙的到来对人类社会的

创造力和运作方式将产生极大影响。这为社会责任研究提供了一个生动的研究新场景，可以透

过元宇宙来探索更具虚实互动和高度融合的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新未来。

2. 元宇宙的演进

元宇宙最早在小说、游戏和影视作品中得到描述，与游戏、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

虚拟现实等紧密相关。元宇宙（Metaverse）一词最早出现于尼尔•史蒂文森1992年出版的小说

《雪崩》中，被设想为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重时空。电影《头号玩家》中，元宇宙是一个现

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无缝融合的世界。游戏《第二人生》中的元宇宙，将每个用户数字化，可以在

游戏中自由设定身份和行动，不受物理世界的各种限制（Papagiannidis等，2008）。
然而，元宇宙并不是游戏产品，它被认为是互联网的最高形态，即数字化时代的重要形态。

互联网发展从web1.0（信息时代），过渡到web2.0（关系时代），并正在步入web3.0（数字化时代）

（Hendler，2009；Barassi和Treré，2012）。在web1.0（信息时代），互联网的普及给社会信息传递方

式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信息传递变得即时与便捷（方凌智和沈煌南，2022）。在web2.0（关系时

代），QQ、微信等即时性社交软件兴起，人与人的交流打破了空间的距离，虚拟化的人际网络在

互联网上建立起来（方凌智和沈煌南，2022）。随着智能技术的高度发达，互联网发展进入了

web3.0，即数字化时代。在此阶段，互联网的发展重心从信息转移到人本身，交互方式也逐渐从

信息转变到以人为中心，更加强调人的沉浸感以及与万物的交互（方凌智和沈煌南，2022；
Kraus等，2022）。互联网交互中心的转移和交互水平的提升，既体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也

是媒介技术的进步。因此元宇宙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但范畴又超越互联网（Barassi和
Treré，2012）。

此外，元宇宙的实现需要沉浸式的三维数字环境，其发展依赖于虚拟现实技术。与互联网

时代的信息交换或者人际关系网络不同，元宇宙对交互的维度要求更高，在这背后，需要虚拟

现实技术的支撑（Davis等，2009）。元宇宙强调将单一虚拟世界转变为参与者间互联互通的大

型虚拟世界网络，需要高维度沉浸感。克服参与者间的地理和身份等距离，对元宇宙的形成至

关重要。已有学者研究发现，虚拟现实技术能够使参与者感知到他们与虚拟环境而非实际物理

环境的交互（Grinberg等，2014；Dwivedi等，2022）。并且，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克服距离分散和身

份差异等带来的挑战，进而产生更高维的沉浸感（Nevelsteen，2018）。因而，虚拟现实技术对于

元宇宙的高维沉浸的形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 元宇宙的特征

元宇宙诞生于小说、游戏和影视作品，其发展依赖于数字通信技术和虚拟世界技术。对元

宇宙概念的直接描述较为困难，但是对元宇宙特征进行描述易于得到元宇宙的具体认识。沉浸

性、交互性和去中心化的特征是学者们对元宇宙的共识，使其区别于互联网（Davis等，2009；方
凌智和沈煌南，2022；Dwivedi等，2022）。

沉浸性是指元宇宙能够以超高拟真技术生动再现现实世界，使人身临其境。元宇宙沉浸性

的实现依赖虚拟现实技术创造的网络虚拟环境（Nevelsteen，2018）。虚拟环境会让人们产生强

烈的临场感和真实性，让人们产生脱离现实人格，并同数字替身完全融为一体的感觉（Davis等，

2009）。目前来说，通信技术的发展还不能实现真正跨越空间的交流，如微信等通讯软件仅能实

现实时通讯，但难以做到感官沉浸。正如喻国明（2021）在其研究中强调的，目前的科技能解决

精准信息和服务适配的问题，但是还不能实现沉浸式体验。而元宇宙能够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

界无缝连接在一起，即利用搭载虚拟现实技术的智能穿戴设备或数字技术，将现实世界中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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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场景进行拓展和升维，搭建起具备临场感和真实感的万物互联虚拟世界。

交互性是沉浸性的进一步强化，指通过仿真及增强现实技术连接现实世界，实现互相影

响。目前的技术发展都在加深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交互程度，元宇宙的落地更突出了交互特征。

这种交互与当今互联网发挥的“上传—下载”的交互不同。元宇宙交互性的特征改革传统的交

互模式，强调从全方面多角度融入现实世界，实现虚拟与现实世界的相互影响（张辉等，2023；
郭海等，2023）。如数字孪生已经开始应用于先进的数字制造业中，即把现实世界中的物体结构

强度、刚性、稳定性、热传导等特性进行建模，从而更好地进行现实世界的研发制造。值得注意

的是，元宇宙交互性带来的虚拟与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互相影响，也能够催生出众

多形式变革和需求革新（Davis等，2009；郭海等，2023）。
去中心化是指元宇宙基于TCP/IP协议上的服务技术（Hendler，2009），能够破除资源垄断，

实现交互中的主体身份认知和去权威化，并且规范数字技术伦理。回顾互联网发展的历史，互

联网的底层逻辑有两个漏洞：一方面，一般来说只有实力强劲的公司才能开发出成本很高的平

台级产品，这样容易形成垄断，不利于市场竞争（Zyskind等，2015）；另一方面，通过构建防火墙

来保护互联网底层协议的方式过于简单，容易被攻破，所以会导致欺诈案件的发生。而元宇宙

在区块链技术上建立了新的底层协议，将去中心化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首先，去中心化一定

程度破除了资源垄断。元宇宙下，数据的验证、记账、存储、维护和传输等过程均是基于分布式

系统结构，资源不再被核心主体垄断，可获得性大大提升。其次，主体身份认知和去权威化在元

宇宙去中心化的数字社会得到凸显。在宽广互联的元宇宙中，主体能够清晰认知自身身份并在

元宇宙中找到自我的身份价值，实现主体间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的平等交互。最后，数字伦理在

元宇宙数字社会得到去中心化。互联网时代，数字隐私、信任问题、公平正义问题出现了危机，

并且越来越得到广泛关注。去中心化具有时序数据、集体维护、可编程和安全可信等特点，因此

能够在元宇宙数字社会对数字隐私进行规范。

（二）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文献回顾

1. 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概念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早年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成立大中型成熟企业（Wang和Sarkis，2017；Tang和Tang，2018）。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

到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Harris等，2009）。但是，对于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尚未进行

明确定义。一方面，有学者从“社会公民”的角度理解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刘柏和卢家锐（2018）
提出，企业可以被视为普通社会公民，不管企业是何种类型和发展层次，都需要像普通公民一

样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另一方面，有学者将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与创业

伦理和企业家素质联系在一起。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6）和Ma等（2020）指出，创业企业社

会责任最初的形态是创业伦理，是指企业内部正式和非正式机构整合后指导的企业行为标准，

如创造新产品或服务、提供就业机会。Harris等（2009）和Devece等（2016）认为，创业企业社会责

任是创业企业家基于个人素质的道德决策。总体而言，以往学者对于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是对其定义较为模糊。基于已有研究，本文将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是

指初创企业在面对自身生存发展困境的同时，积极承担面向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企业所有

者、员工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客户、供应商、政府等）的社会责任，实现企业自身生存发展与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2. 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进展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现有文献开始关注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并

主要从创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方式和驱动因素两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已有研究强调了
 

元宇宙与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困境、过程重构与未来方向
39



创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声誉理论和资源基础

理论的研究均表明，无论是从满足社会需要、平衡各方利益，还是塑造企业声誉、助力企业发展

和竞争方面，都需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温素彬和方苑，2008；田茂利，2012；Wang和Sarkis，
2017）。对于创业企业而言，承担社会责任同样具有必要性，是外部环境压力和企业发展诉求共

同作用下的必然选择。例如，张慧玉和尹珏林（2011）在其研究中强调，创业企业必须与大中型

成熟企业一同承担社会责任，这是经济负外部性、利益相关者压力和制度环境挑战下的必然选

择。其次，已有研究指出创业企业社会责任会有选择地履行社会责任。Song等（2016）研究表

明，企业在执行社会责任实践的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跟国际业务（如出口）相关的社会责任内

容；Zhang等（2021）从CEO导向的角度研究发现，以CEO的选择为导向的创业企业在履行社会

责任时更偏好选择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创新，而非企业慈善捐赠的社会责任。最后，已有研究突

出了制度和战略导向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作用。眭文娟和张慧玉（2015）从市场战略方

面对创业企业战略导向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相对于保守型战略导向，探索型战略导向更能

显著促进新创企业的慈善捐赠。包英群等（2017）分析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嵌入对新创企业社

会责任参与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两者对新创企业社会责任参与都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非

正式制度嵌入的影响更大。王钰和胡海青（2021）基于创业导向与社会责任双重视角，以知识产

权保护为例探究了制度保障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发现宏观制度保障能够提高新创企业的

绩效。

现有研究不断提高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对创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方式

和驱动要素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但是，现有文献中系统性地梳理创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困境并

构建理论框架的研究尚不充足。已有学者指出，剖析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困境是开展创业企业社

会责任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张慧玉和尹珏林，2011；包英群等，2017）。但是，目前有关创业企业

社会责任的研究与元宇宙的研究联系不强。已有研究强调，元宇宙以人工智能、虚拟世界技术

等数字化技术为载体，对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环境都带来影响，并在未来持续发展，势必会引起

企业运行方式的变革（Nevelsteen，2018）。因此，本文将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过程框架，研究元宇

宙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完善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为研究元宇宙对社会秩序以

及市场环境的影响提供理论参考。

三、  元宇宙影响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困境的机理

企业社会责任过程包括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识别、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决策、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过程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肖红军等，2021；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22）。在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过程中，利益相关者是其社会责任识别和披露的逻辑起点，形成资

源壁垒是其社会责任决策和履行的本原动力。具体而言，一方面，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企业的

生存和发展依赖提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公共资本等的利益相关者，企业需要有效地处理

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这形成了创业企业识别和披露社会责任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资

源基础观强调，企业成长所需的持续竞争优势来自其所具有的优良资源禀赋（Randrianasolo和
Semenov，2022）。拥有强大内部资源的企业具有“资源定位壁垒”，而整合和利用自由优质资源

来进行社会责任决策并做好社会责任履行方式的资源布局，能为企业带来独特的竞争优势。这

产生了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决策和履行的本源动力。因此，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聚焦企业社

会责任过程中的识别和披露问题，基于资源基础观探究企业社会责任过程中的决策和履行问

题，对创业企业履责过程中面临的困境进行梳理（如图1所示）。进而，深入探究元宇宙影响创业

企业社会责任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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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行动困境

首先，在社会责任问题识别方面，创业

企业利益相关者网络局限性导致其对利益

相关者诉求不清晰，难以识别社会责任问

题。社会责任问题识别的核心是对利益相

关者诉求的界定，即明确承担哪些利益相

关者的社会责任，对社会责任的哪些方面

进行承担（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

心课题组，2022）。田茂利（2012）、Li等
（2020）以及Marcon和Ribeiro（2021）的研

究中均强调，创业企业与包括政府、消费者

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关

系较为薄弱，在识别利益相关者诉求时易

受到干扰，从而无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例如，互联网生态衍生了平台经济，即卖方向平台让

渡权利或者提供收益来置换平台资源，而平台利用这些权利最大化自身收益，导致了内容管理

权缺失、用户信息泄露等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Hendler，2009；Zyskind等，2015；肖红军和阳

镇，2020；阳镇和陈劲，2020）。同时，Udayasanka（2008）、Lechner和Gudmundsson（2014）、
Wang（2021）均发现，创业企业在其所在地和行业中均处于边缘地位，且容易受同行企业社会

缺失的同构效应负面影响。

其次，在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决策方面，创业企业人才积累少，治理水平低，导致其在社会责

任问题战略决策方面能力不足。社会责任问题战略决策的核心是企业对于利益相关者采取怎

样的态度与预期行为。已有的研究强调，资源和能力的积累是社会责任战略决策的前提

（Song等，2016）。创业企业人才积累少，治理能力弱，严重影响了其社会责任战略决策能力

（Battistella等，2017）。一方面，由于创业企业规模小，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在对企业治理问题

进行决策时依赖于“启发式决策”模式（于晓宇和蔡莉，2013）。然而，“启发式决策”模式下，创业

企业难以谨慎和周密地进行社会责任决策。另一方面，由于创业企业成立时间短，治理模式尚

不完善，缺乏合理的操作流程和程序、有效沟通的内部系统和结构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稳定关系

（Van Gelderen等，2021），使得企业决策随意性和投机性较大，难以做出收益最大化的社会责

任战略决策，容易造成资源浪费。进而，使得创业企业更加忽视社会责任，进入了低效社会责任

决策的恶性循环。

再次，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时，创业企业自身资源匮乏，在履行社会责任时面临资源匮乏

和外部环境异化影响。社会责任履行过程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一方面，

资源匮乏限制了创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大中型成熟企业利用自身资源的优越性攫取更多信

息，这对于初始资源积累较少的企业而言，信息差负向加强了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例如，王加灿

（2006）、田茂利（2012）和王垒等（2017）均指出，处于初创期的创业企业资源匮乏，首要目标是

解决生存的关键问题，容易忽视社会责任履行。另一方面，环境异化阻碍了创业企业社会责任

的履行。在平台经济下，平台型企业的垄断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巨头瓜分市场，创业企业生存空

间受到挤压（Song等，2016；肖红军和李平，2019），给创业企业营造了不利于履行社会责任的

外部环境。例如，阳镇和陈劲（2020）、Sánchez-Pérez等（2021）的研究均强调，支撑平台经济的算

法具有的“黑箱”属性，使得算法提供者与算法使用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而这样的问题

同样会体现在创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过程中，导致创业企业难以有效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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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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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社会责任披露环节，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程度低，且自愿性披露不强。社会责任

披露的核心是如何展现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和成效。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分为自愿性披露和强制

性披露（谭克诚和张衔，2013）。一方面，披露渠道不足限制了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程度。例

如，Udayasankar（2008）和李云鹤等（2011）的研究均指出，由于处于初创阶段，创业企业普遍属

于中小型企业范畴，能获得的社会责任披露渠道有限。另一方面，披露收益有限和监管压力较

小阻碍了创业企业自愿披露的强度提升。例如，张芬芬（2016）分析了创业企业年报发现，创业

企业大多不主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性披露水平有待提高。眭文娟和张慧玉（2015）的研究

强调，由于创业规模较小且相对保守，这第三方对其进行管理和评价造成了困难。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基础观，梳理了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困境（如图1所示），

发现创业企业面临着社会责任问题难以识别，社会责任问题战略决策能力不足，履行社会责任

资源匮乏以及社会责任披露程度低的困境。当今数字化时代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亟待摆脱现

有困境。

（二）元宇宙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困境的影响机理

由前文回顾可知，创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和状况不佳。其中，创业企业对社会责

任问题难以识别，在社会责任问题战略决策方面能力不足，在社会责任履行过程中缺乏资源以

及社会责任披露程度低。因此，有必要以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过程为研究框架，利用元宇宙的沉

浸性、交互性和去中心化特征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困境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

1. 实现社会责任问题的清晰识别

元宇宙的去中心化与沉浸性特征使得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议题的识别和可行性分析成为可

能。创业企业对社会责任议题的选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创业企业对可能的社会责任议

题进行识别；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识别的基础上，进行可行性分析，进一步明确创业企业能够

进行实践的社会责任议题。一方面，元宇宙的去中心化特征，使资源不被成熟企业所垄断，让创

业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源进行社会责任问题的识别。另一方面，元宇宙的沉浸性特征，能够将过

去和未来、远方和近处联系起来，实现真正的感官沉浸，体验真正的现场（方凌智和沈煌南，

2022）。即，通过元宇宙技术建立起包含视听嗅味等多方面感官刺激的虚拟世界，将现实世界无

法展现和利用的社会问题具象化和立体化（王德宇等，2016；吴春雅等，2020），分析当前社会发

展存在的重要问题。例如，数字孪生已经开始应用于模拟未来尖端制造业以及科研行业的制造

和实验过程；51WORLD推出的元宇宙产品落地后，可以通过建立虚拟会议室和待客空间，解

决创业企业的资源桎梏①。同样，元宇宙能为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识别提供虚拟资源助力，帮助

创业企业迈过资源鸿沟。并且，在元宇宙中，创业企业构建社会责任行为场景，利用数字化身模

拟社会责任行为，以进一步分析社会责任议题的可行性。

2. 重塑社会责任战略的决策逻辑

元宇宙的去中心化和交互性特征使得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决策逻辑向“利益相关者

价值共创”方向发生转变。价值共创是企业价值创造的一种观点，指价值创造主体通过服务交

换和资源整合而共同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在传统的企业价值创造观点下，企业和相关者扮演

的是相互独立的不同角色，价值由企业独自创造，相关者（用户与供应商）是价值的接收者和使

用者（吴瑶等，2017）。在此观点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底层逻辑是单向为用户创造价值。而随

着时代发展和竞争环境的变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也发生变化，不仅局限于使用企业创造出来

的价值，而且要求与企业进行价值共创。这对企业的信息获取与交互方式提出了挑战。首先，价

值共创要求企业明晰利益相关者诉求；其次，要求企业变革与利益相关者的交互方式。元宇宙

①参见https://zhuanlan.zhihu.com/p/54040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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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中心化和交互性特征能对上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一方面，元宇宙的去中心化能够透明化

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信息，使得创业企业更充分地掌握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并据此做出社会责任

战略决策调整。另一方面，交互性使得元宇宙的交互方式得到变革，赋予使用者对创作内容的

所有权，进而达到价值共创的目的（Van Gelderen等，2021）。例如，在游戏Alt-Space中，用户能

够自己创建数字化身，在一些场景，用户能够与朋友或者与陌生人进行交流（张洪忠等，2022）。
类似地，元宇宙使得用户参与可能性大大提高，这也为用户参与社会责任共创提供可能（张宁

等，2023）。就影响深度而言，让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可以让他们感到更有价值，这将进一步建

立创业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信任感。

3. 突破社会责任履行的现实困境

元宇宙的去中心化特征从资源获取和竞争格局重构的角度，帮助创业企业突破社会责任

履行过程中的资源困境以及外部社会责任异化困境。资源基础观认为，创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需要投入资源，但创业企业却处于资源匮乏的状态，无论资金的获取还是人才的招揽都存在客

观阻碍（惠祥等，2016；Song等，2016）。从竞争格局角度，大中型成熟企业主导市场资源的流动

与价值拥有，其商业竞争模式引发恶性商业竞争问题。这导致创业企业面临恶劣的社会责任外

部环境，不利于自身社会责任的履行。元宇宙的去中心化特征能够从以下两个方面为这些问题

提供解决方案：首先，去中心化通过优化创业网络，帮助创业企业迈过资源鸿沟（张建军和赵启

兰，2017；Battistella等，2017）。创业网络指创业企业经营过程中所参与并构建的网络。创业网

络的优化可以弥补企业创立和成长过程中由“新进入者缺陷”导致的资源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劣

势，促进企业获取更多资源用于社会责任履行（朱秀梅和李明芳，2011）。例如，元宇宙技术将财

政金融、政府服务、信用管理等多个领域纳入创业网络，促进创业企业在其中获取更多资金支

持和信贷服务（刘志阳和陈咏昶，2020）。其次，由于去中心化的开源性，大中型成熟企业对资源

的垄断不复存在，“赢者通吃”的竞争格局得以改善。同时，元宇宙下的数据存储方式具有高安

全性和保密性的特点，能够储存重要隐私数据，不受恶意侵犯。从这一角度上说，元宇宙在一定

程度上为创业企业解决了履行社会责任外部环境束缚，重构了新的市场秩序，使创业企业获得

重新入场的机会。

4. 拓宽社会责任披露的数字渠道

元宇宙的沉浸性和交互性特征能够拓宽创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渠道，并为监管者提

供更直观的监管手段。创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低的问题是由创业企业披露意愿不足

导致的（Michelon等，2015；Ali等，2017）。而披露意愿不足受到下面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

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渠道较少，使得创业企业无法通过有效展示自身社会责任成果，不利于

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积极性提升。另一方面，在外部环境中，第三方监管者（政府或公众）

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关注和监管有限，这使得创业企业并未受到监管压力的影响，打消

了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意愿。而元宇宙沉浸式与交互式结合的披露方式能够对现实世界

进行模拟，让企业将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通过元宇宙真实地展现在公众视野，为创业企业提供

更为广泛的披露渠道。并且，元宇宙能够提高外部监管水平，使得创业企业受到来自政府和民

众的更加有力监管。即，沉浸式与交互式结合的披露方式能够为第三方（政府和公众）监管提供

更多信息，便于第三方制定披露标准、掌握披露情况。

四、  元宇宙影响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过程的重构思路

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过程的各个环节的均会受到元宇宙特性的影响。因此，本部分围绕企业

社会责任过程，分析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对社会责任问题的识别、战略决策、履行以及披露
 

元宇宙与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困境、过程重构与未来方向
43



四个环节的重构机制（如图2所示）。并且，基于现有研究进展，遵循“现实互动过渡到虚拟互动、

从单维身份过渡到多重身份”的思路，提出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过程的未来重构思

路，为研究推进提供充足的理论基础。

（一）识别过程重构

在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识别重构的关键在于建立社会责任议题识别流

程以及元宇宙可行性分析生态，从而有效应对识别过程中“承担哪些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

对社会责任的哪些方面进行承担”的问题。

首先，以利益相关者诉求为导向，利用元宇宙构建社会责任识别流程，为创业企业选择适

当的社会责任议题。在识别过程中，元宇宙的虚拟现实技术能为社会责任的识别提供支持，重

构企业与社会的链接关系，帮助企业战略决策者更清晰地了解、识别、构建与选择相应的社会

责任议题。第一，利用元宇宙提供的技术基础，从企业内部到外部确定利益相关者范围。第二，

在元宇宙提供的虚拟场景中，对利益相关者诉求进行明确，对数据进行核算、分析及决策，构建

社会问题识别数据分析库。第三，整合创业企业自身资源与优势，识别出创业企业可能面临的

社会责任议题。其次，利用元宇宙构建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可行性分析生态，通过仿真的模拟过

程以及直观的模拟结果分析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行性。具体来说，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与数

字孪生技术，创业企业能将在现实世界面临的社会责任问题放到元宇宙场景，在元宇宙中对即

将履行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模拟。进而，从经济与社会角度，对履行社会责任所需的资源以及

造成的影响进行模拟分析。最后，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对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和确

定，帮助创业企业决策者进行社会责任决策。

（二）决策过程重构

在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决策重构的关键在于建立基于价值共创的利益

相关者服务生态系统和动态网络决策系统，从而有效应对决策过程中“企业对于利益相关者采

取应怎样的态度与预期行为”的问题。

首先，创业企业从底层逻辑的角度调整决策导向，利用元宇宙生态下的万物互联网络加强

与用户的联系，发展出基于价值共创的利益相关者服务生态系统。在传统企业社会责任领域，

创业企业利益相关者网络薄弱，无法以企业的个体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为逻辑起点进行履责。而

元宇宙将利益相关者框架下的社会责任履行逻辑拓展至价值共创视域下，有助于创业企业构

建社会责任战略决策的服务生态系统。具体而言，创业企业可以基于元宇宙的交互性，提高与

利益相关者的紧密联系，打通与外部环境的融合通道。从而，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强调多

主体间的价值共创，共同实现社会责任目标。并且，通过与环境的互动，形成良性循环的服务生

态（Battistella等，2017；项国鹏等，2022）。其次，创业企业从行为方式决策上进行调整，将顾客

和企业构成的二元视角拓展到众多利益相关者和企业构成的更为广泛复杂的动态网络决策系

统。对于创业企业而言，元宇宙的去中心化特征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其资源匮乏的困境，交互性

又打破了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壁垒。因而，创业企业不仅可以作为个体利用现有资源充分履行

社会责任，还可以进一步联动利益相关者（如用户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形成履责的耦合体，使

之参与企业价值共创，即通过元宇宙与利益相关者建立牢固联系，建立众多利益相关者和企业

构成的更为广泛复杂的动态网络决策系统。利用这一动态网络决策系统，创业企业可以进一步

在虚拟世界中进行高效决策，提高社会责任战略决策的合理性。

（三）履行过程重构

在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过程重构的关键在于建立社会责任履行内容和

行为方式的新范式，从而有效应对履行过程中“如何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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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创业企业从社会责任承担上进行调整，主动获取资源，将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

纳入企业社会责任内容，并使之成为社会责任基本内容。在传统社会责任框架下，企业社会责

任行为忽略了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甚至，出现了用户隐私泄露、数据恶意篡改的社会责

任异化行为，这使得创业企业面临着恶劣的外部环境。元宇宙为创业企业消除了许多外部环境

障碍，使得资源的分布和惠及面更广，创业企业能够进行资源的获取、创造，并拥有自己的创造

成果，这给创业企业提供了更多均等的机会。在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应该拓展自身的社会

责任范围，主动承担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责任，并将其作为社会责任基本内容的一部分

进行识别、履行和披露。其次，创业企业借助资源可获得性进行技术创新，开辟新的企业社会责

任竞争赛道。对于创业企业来说，社会责任承担力度以及公众关注度远远不如大中型成熟企

业。如果继续与大中型成熟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在同一赛道竞争，会使自身资源匮乏

陷入恶性循环，所以急需找寻新的行为方式，从而在新的赛道上后发赶超。元宇宙时代的到来

为给创业企业开辟新的赛道提供了条件，创业企业可以通过元宇宙的特征，推动层次多级、方

式多样、主体多元的立体化、全方位的独特社会责任体系，进一步满足社会责任履行的个性化、

时代化和优质化需求。例如，绿色技术创新是一种重要的企业环境责任，当前元宇宙技术的发

展为创业企业利用绿色技术创新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新的行为方式——将元宇宙的技术基础

（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数字孪生等）注入绿色技术、服务或产品的研发过程中，形成具有差

异化优势的社会责任履行新赛道。

（四）披露过程重构

在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过程重构的关键在于重塑社会责任披露的

渠道和外部监管路径，从而有效应对披露过程中“如何回应利益相关者诉求，展现企业社会责

任投入和成效”的问题。

元宇宙特征

沉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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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重构

 
图 2    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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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于披露手段多样、披露内容多元的原则，利用元宇宙环境将创业企业自身社会责

任成果进行虚拟呈现，建立虚拟与现实结合的新型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传统的社会责任披

露方式无法解决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程度低的问题。创业企业有选择地进行社会责任履行，

甚至出现避重就轻的现象（Song等，2016）。究其原因，一方面，创业企业无法准确捕捉利益相

关者对信息披露的诉求，因此无法采取合适的披露手段对利益相关者诉求进行回应；另一方

面，创业企业披露渠道窄，披露方式受限，因此无法达到对信息披露效果的期望。在元宇宙影响

下，创业企业披露方式得以向虚实结合的方向进行重构。具体而言，创业企业借助区块链和人

工智能的技术支持准确分析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期望与偏好。然后，针对不

同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与偏好，创业企业借助虚拟世界技术采取不同的披露手段，将履行社会责

任的过程加以呈现，正面回应利益相关者诉求并调节各方诉求之间的冲突。例如，对慈善捐赠

行为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时，利益相关者关心的问题更可能是慈善捐赠是否到位。因此，创

业企业可以借助元宇宙虚拟世界将慈善捐赠的流程以及资金最终去向展现在利益相关者眼

前。其次，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监管实现“以强制性披露为主、自愿性披露并行”的
重构方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模式可以分为自愿性披露和强制性披露。长期以来，企业社会责

任对于创业企业而言都是避而不谈的“灰色地带”（包英群等，2017），创业企业很少主动地进行

自愿环境披露。然而，作为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强制性披露压力重要来源，外部监管主体（如政

府、公众、非政府组织等）对创业企业及其社会责任的关注有限，尚未针对创业企业建立起系统

监管机制，导致了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程度明显不足。元宇宙带来的巨大变革将企业社会责

任行为更加透明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对于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监管的重构不能采取完全自

愿的方式，而应该兼顾强制性社会责任。具体而言，强制性披露意味着监管方要对创业企业的

社会责任做出要求，界定一个社会责任最低履行限度。无论创业企业的规模、性质和经济效益

发展程度如何，创业企业都应该对此限度进行遵守，并且违反强制性披露要求的创业企业应该

受到制裁。同时，监管方将创业企业的自愿性披露作为激励机制的一部分，对自愿性披露程度

高的创业企业予以资金或政策的倾斜。

五、  元宇宙影响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过程重构的研究方向

（一）识别过程研究方向

探索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议题识别流程和可行性生态内在逻辑，是未来对创

业企业社会责任议题识别过程研究的重要方向。基于已有研究可知，对社会责任议题的识别决

定了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后续决策、履行和披露流程的效果（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课

题组，2022）。同时，元宇宙为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议题识别提供了技术支持与虚拟环境，能推动

创业企业基于元宇宙带来的“现实互动至虚拟互动、单一身份至多维身份”的转变进行社会责

任识别。因此，基于元宇宙带来的变革，构建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议题识别流程，进一步构建社会

责任议题可行性分析生态，是可行且必要的。本文提出的社会责任议题识别过程重构思路，明

确了构建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识别流程和可行性生态的具体效用。但是，对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

业社会责任识别过程内在逻辑的研究仍存在较大分析空间。具体来说，在这一内在逻辑探索的

研究方向中：其一，从整体性逻辑出发，探究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议题识别流程和可行性生态间

的内生逻辑关系，并基于不同地区或不同行业创业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为实现识别流程和可

行性生态的良性互动格局提供基础。其二，从识别流程逻辑出发，先明确创业企业进行社会责

任识别时涉及的对象（如政府、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和议题类型（如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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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环境责任等），进而探析不同对象和议题组合下，各个识别流程间的包容性耦合程度，为推

动识别流程的演进提供参考。其三，从可行性生态逻辑出发，先利用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法或层

次分析法明确不同社会责任议题的可行性分析标准，为探析可行性水平提供研究根基。同时，

可以考虑计算机、医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多学科融合，结合具体创业企业案例进行元宇宙影

响下的可行性分析模拟仿真实验。

（二）决策过程研究方向

探索元宇宙影响下，基于价值共创的利益相关者服务生态系统和动态网络决策系统的运

行机理，是未来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决策过程研究的重要方向。基于已有研究可知，社会

责任战略的决策过程影响着创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网络质量（阳镇和陈劲，2020）。而元宇宙提

供的虚拟世界环境及其搭载的一系列技术，正促使创业企业在社会责任决策中的互动方式从

现实拓展至虚拟，同时将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决策中涉及各个主体的身份从单一拓展至多维。因

此，亟需重构社会责任战略决策过程的思路，以明确其底层逻辑以及决策方式。本文认为创业

企业战略决策过程应该遵循“利益相关者参与价值共创”的底层逻辑，以及“动态网络决策系

统”的决策方式。但是，对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决策过程的运行机理仍存在较

大研究空间。具体来说，在这一运行机理探索的研究方向中：其一，可以从整体运行机理的角度

出发，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决策过程中的服务生态系统和动态网络决策系统进行博弈分

析，从而了解系统间的最优决策点，提升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决策过程的有效性。其二，可以

从服务生态系统运行机理的角度出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不同利益相关者主体下的服务

生态系统进行建模和仿真，从而明晰其服务生态系统运行的具体过程，形成更有针对性的决策

模式。其三，可以从动态网络决策系统运行机理的角度出发，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构建创业企业

与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网络，剖析创业企业在动态网络中的位置，从而了解其运行机理中的主

体关系，提升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决策过程的有效性。

（三）履行过程研究方向

探索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范式变革，是未来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过程研究的重要方向。基于已有研究可知，社会责任战略的履行过程奠定了创业企业履行和披

露社会责任的收益（Li等，2020）。通过对互联网时代创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的困境的分析，

本文发现创业企业面临着资源获取困难，受外界社会责任异化行为影响程度大的困境。同时，

元宇宙“现实互动至虚拟互动、单一身份至多维身份”的逻辑能为创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

提供资源获取和适应环境的助益。因此，本文提出了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

的重构思路。但是，对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过程范式变革的研究，仍然存在较

大的分析空间。具体来说，在这一范式变革探索的研究方向中：其一，可以从整体履行过程的范

式变革角度出发，明晰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过程的权责边界内容，确定内容

维度和行为方式维度的变革方向及其动态博弈过程。其二，可以从内容范式变革的角度出发，

基于共生理论，分析元宇宙影响下，基于虚拟环境的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多中心协同和多

主体参与的内容范式变迁。并且，可以将新的内容范式与传统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对比分析，提

炼出新内容范式的特征。其三，可以从行为范式变革的角度出发，基于内容分析法和层次分析

法，先明晰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过程的行为方式变革，进而建立起行为范式变

革下的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评价体系。

（四）披露过程研究方向

探索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与外部监管的重塑路径，是未来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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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过程研究的重要方向。基于已有研究可知，社会责任披露过程是创业

企业社会责任流程良性循环的保障（Li等，2020；肖红军等，2015）。同时，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

业社会责任披露过程从现实至虚拟、单一身份至多维身份的转变亟需关注。因此，本文信息披

露机制与外部监管两方面提出了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过程的重构思路。但是，

对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过程重塑路径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析空间。具体

来说，在探究其重塑路径的研究方向中：其一，基于披露过程的整体重塑，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

文本分析，明确元宇宙带来的虚拟互动和多维身份转变嵌入现存披露机制和监管体系的方向，

并利用建模与仿真确立具体重塑路径。其二，基于披露机制的重塑，探析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

业新型披露机制出现的驱动因素及其影响效果，并从内部和外部视角探究重塑路径中的具体

作用机制。其三，基于外部监管的重塑，从“公共部门创新”的视角出发，探究元宇宙为政府监管

体系构建带来的全新路径。进而，在“公共部门影响私营部门”的视角下，分析外部监管路径重

塑后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影响。

六、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元宇宙时代的到来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革命性的，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沉浸性、去中心

化和交互性，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创业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改变。本文以企业社会责任过程视

角，基于元宇宙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构建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分析框架，并为创业企业社

会责任的重构提供建议。具体而言，企业社会责任过程包括社会责任问题识别，社会责任战略

决策过程，社会责任履行过程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本文首先考察了元宇宙带来的新的时代特

点，发现元宇宙具有沉浸性、去中心化和交互性等革命性特点。其次，从社会责任过程的四个环

节切入，发现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存在以下困境：利益相关者网络比较薄弱，对社会责任问

题难以识别；创业企业决策资源少、治理能力不强，在社会责任问题战略决策过程方面能力不

足；创业企业自身资源匮乏，在履行社会责任时面临资源困境以及受外部社会责任异化影响；

创业企业存在社会责任披露程度低的问题。为了破解创业企业担当社会责任的发展困境，本文

基于元宇宙特征，从企业社会责任过程的四个环节探讨元宇宙影响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思

路。最后，本文对创业企业在元宇宙影响下社会责任重构方式提出了建议。

（二）研究贡献

第一，本文将创业企业社会责任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重要的企业非市场战略中提炼出来，

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进行了定义，深化了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既有的企业社会责

任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但是创业企业作为最为活跃的市场主体，其社会责任的定义尚不明确，

相关研究也较为匮乏。此外，尽管创业企业社会责任仍属于企业社会责任范畴，能够在企业社

会责任框架下加以讨论，但是创业企业有其自身独特性，也面临特殊问题。本文认为，创业企业

社会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深化，尝试拓展其定义内涵，并且根据现有社会责任研究框架分析

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过程中面临的独特难题，从而深化了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

第二，本文利用元宇宙分析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困境问题，拓宽了对元宇宙应用的理

解。元宇宙作为数字化时代下的一种新兴技术，其到来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对

元宇宙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应用场景也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领域。但是元宇宙的最

终发展成果应当涉及经济社会的运行。本文将元宇宙的发展与企业的非市场战略联系起来，建

立了“社会责任问题识别，社会责任战略决策过程，社会责任履行过程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
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探析了元宇宙作用于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困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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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路径，从而丰富了元宇宙联系经济社会的理论机制。

第三，本文提出了元宇宙的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重构思路，构建了创业企业社会责

任重构思路的未来研究方向，为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提供了方案，为未来研究实现新的变革

提供了思路。创业企业作为市场最为活跃的主体，其社会责任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对社会责任

行为困境重构的研究较为匮乏。本文借助元宇宙的影响为创业企业社会责任重构提出思路，从

实践上为创业企业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指导，也为国家更好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参考。

同时，基于创业企业社会责任过程的重构思路，遵循“现实互动过渡到虚拟互动、从单维身份过

渡到多重身份”的思路，提出若干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及其具体研究问题，为未来元宇宙与创

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奠定基础。

（三）研究不足以及未来展望

在元宇宙影响下，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具备了全新的研究情景，但仍然存在不足

之处。第一，本文对元宇宙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以及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重构进行

了探讨，虽然具有一定普适性，但是未具体考虑具体行业发展现状，未来研究仍需要根据现实

情况进行分析；第二，本文从理论层面提出了元宇宙对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框架，但是实

证层面的有效性尚未得到检验，未来可以从大样本分析的角度进行进一步检验；第三，本文讨

论了元宇宙影响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因素，但是作为一个跨国界、跨产业、跨组织的复杂系

统，其风险尚未被估计，未来研究可以从元宇宙风险衡量的角度为创业企业社会责任重构提供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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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verse and Entrepreneuri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tion Dilemma, Process
Reconstruction and Future Directions

Ran Rong,  Wang Xinyuan,  Yang Xiaoran
（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 Chongqing 400030, China）

Summary: The fulfill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entrepreneurial corporates is an important
topic of academic research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especially due to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which has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However, current research has
not yet explored how entrepreneurial corporates in the digital age can break through the dilemma of
fulfill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concept of entrepreneuri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CSR)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related research. Drawing upon the resource-based view and the
stakeholder theory,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dilemma of CSR in
entrepreneurial corporates by exploring four key dimensions: problem identification,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potential of the Metaverse’s immersive, decentralized, and interactive
features to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tions faced by entrepreneurial corporates.
Specifically, the Metaverse can identif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blems, reshape the decision-making
logic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ategies, break through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mplementation, and broaden the digital channel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Moreover, this paper presents a novel framework for redefining the process of ECSR in the context
of the Metaverse. In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ss, entrepreneurial corporates can establish a system for
recogniz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blems and evaluating their feasibility. During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entrepreneurial corporates can adjust both the fundamental logic and behavior related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ateg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entrepreneurial corporates can proactively
assum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leverage resources for innovation. During the disclosure process,
entrepreneurial corporates can develop a hybrid mechanism for disclos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that integrates both virtual and real elements.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future research on ECSR should shift from real to virtual
interactions and from unidimensional to multiple identities. To facilitate this shift, future research could
investigate the implications of virtual interactions and the role of multiple identities in ECSR.

Key words: Metaverse; entrepreneuri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cess; theoret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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