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步入新世纪，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发展过程中必须予以认真

面对的重要问题，也需要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认真考虑。企业作为当今社

会的基本单元，是经济发展的承担者也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更应该充分

关注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对自身和社会带来的环境影响，规范其环境行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

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相对落后，环境会计和环境信

息披露的研究和运用也相对缓慢，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环境信息使用者对

相关组织环境影响的判断，并导致他们无法依据有效的信息采取相应的选择

和行动。因此开展有效的环境会计及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虽然近年来，我国环境会计及环境信息披露研究日益高涨，也取得了一些理

论上先进、实践上可行的优秀成果，但是总体看来还是不能与经济发展和环

境保护的实际需求相协调，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理论研究。曲高”而实践上

。和寡”的问题。因此，笔者将重点关注我国环境会计及其环境信息披露理

论与实践的现实问题。

本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企业环境会计的概述。首先，介绍

了企业环境会计产生的历史背景；其次对我国的环境会计及环境信息披露的

现状进行了说明，并介绍了其进一步的发展；最后总结了企业环境会计概念

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对企业环境会计的定义。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

企业环境财务会计的确认与计量。先探讨了企业环境会计模式，提出与现行

会计体系相融合的环境会计模式是当前我国环境会计发展的最佳选择；接下

来具体研究了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的确认与计量，对是否存在环境资本要素

进行了研究并对环境收入、环境费用和环境损益的确认与计量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

第三部分重点研究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首先研究了环境信息的需求者



和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动因；其次着重讨论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方式和方

法，对现行披露内容、披露方式和披露手段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是以我国

上市公司为对象，对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存在

问题和缺陷，并提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改进建议。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应当是全方位的环境信息披露，不仅包括环境会计信息，还应包括非财务环

境信息，并且针对不同性质的企业实旌不同的环境信息披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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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ched into the new century,the questions ofenvironment already become

a hotspot which in the various countries’developing process must face earnestly,

also need considering seriously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contact process．The

enterprise as the society's basic unit is not only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undertaker but als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mpelling force．It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on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 which pursuing the economic interest

excessively brings to OWn and the society,direct its environment behavior,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pares with the world developed country，otn"countr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relatively backward, environmental a∞ounting and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arc also relatively

slow．To a certain extent,this has restricte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usels’

jⅢkment on the correlation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al effect,and has caused

them to be unable to adopt the conesponding choice and the motion according tO

the effective information．Therefore,developing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and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ed have the vit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Although in recent years，our country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and

佗-search 011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ed grow eVer greater heights，

also obtained some advanced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e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but it overall could not coordinates with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ual demand．Therefore，the author will focus on

realistic ques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otn"coullUT environmental

ac地oanting and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is article divides into three major parts；the first part mainly is the outlil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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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First,it introduc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ac沁onming；next the present situation which disclosed

to our countr／s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and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has

carded Oil showing,and introduced its filrthcT development；finally,SUillmfl／i7捌

concept research results on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proposed 0WU

dnfinitio皿The second part is a key point in the article,this paft for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S confirmation and measurement．It has firstly discussed

the pattern of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proposed the best choice in our

cotmtry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development is combining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with present accounting’s pattern；next it has studied the environmental

property and the environmental debt confmnation and measurement specifically,

confirmed environment capital essential factors and proposed OWn view 0ii

confimlation and measurement with environment income，environment expense

and environment profit and loss．The third part emphasis 011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First studied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emand and enterprise enviroil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me agent；Next

emphatically discussed the way and method ofenterprise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compare诵th present disclosure content,way and method；Finally took

our country to be listed as the objea,analysis present situation Oil OUr country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pointed out the existence

question and flaw,and put forward to list improvement proposal．

Key words：environmental accounting,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f]‘am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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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企业环境会计的概述

第一部分企业环境会计的概述

一、企业环境会计产生的历史背景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在经济、社会、教育、科技等众多领域取得了

显著的成就，但在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上始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引发了严重

的资源耗竭问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从60年代开始，经济学

家、生态学家、环境学家、社会学家等纷纷对“经济增长型”的发展观进行

批驳。人们开始意识经济发展中生态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社会进步除了经

济增长外，还应考虑公平、自尊、自主、环境等问题。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

人类意识到，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文明难以为继，经济增长必须改变耗

用大量自然资源的发展模式。特别是80年代以后，环境问题由地区性问题

上升为全球性问题，臭氧层空洞，全球气温升高，灾害性天气频繁，大气污

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总是困扰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这一系列问题使人们逐渐从传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陶醉中惊醒，各国

政府均先后提出了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法规和政策，掀起了全球性环境保护热

潮，许多国家的会计界也积极投身于环保运动和绿色革命的进程，深入探讨会

计如何参与环境保护、如何促进环境与经济之间的深层融合与发展，并直接

导致了环境会计这～现代会计新型分支的创立与发展。其研究始于20世纪

70年代早期，以英国‘会计学月刊》1971年比蒙斯正A．Beams)的《控制污

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1973年马林(J．T．Marlin)的<污染的会计问题》

两篇文章为代表，从而揭开了环境会计研究的序幕，但“环境会计”这一概

念最早是由联合国改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时提出的。传统的以GDP计量国家

福利和繁荣程度的做法没有考虑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经济活动对环境的损

害，对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引发了专家们对改进国民收入会计的探讨。1992



对我国环境财务会计问题的研究

年联合国提出了建立“综合环境与经济会计系统(SEEA)”的问题，1993年联

合国正式发布同名文告。该文告标志着环境会计方面的一个决定性的发展，

并对国民环境会计系统的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里，“环境会计”指的是

国民环境会计，即宏观环境会计，核算对象实际上是国民经济。其基本思路

是在原核算基础上，将经济过程对环境的利用作为经济产出的投入引入进来，

将环境质量的退化和自然资源的耗减作为成本调整，得到GDP(又称绿色

GDPI。1998年2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问专

家工作组15次会议上讨论通过的《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是国际上

第一份关于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系统完整的国际指南。该公告以企业为主体，

对于环境成本、环境资产和环境负债有了一个初步的定义，从而对微观层面

上的环境会计起到了指导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环境会计作为世界发展

的重要课题，对它的研究已向纵深发展。

二、企业环境会计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全国人大设立了环境与资

源委员会，并已经颁布了许多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从1979年9月我国发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行)》以来，已陆续颁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

‘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关于在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对外经济开放地区环境保护

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环境管理制度的体系框架己初具规模。应该

说，这些行动自然会涉及到环境与企业的关系。然而，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

露现状很令人担忧。在对沪、深两市A股1363家上市公司2004年年报中有

关环境信息内容的统计中，可以看到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主要集中在

重污染企业，并且是强制性披露。沪深A股上市公司592家重污染企业中只

有304家公司对其环境事项进行了披露，披露比例只有51％，明显偏低，而

且这些信息集中于定性的披露，并且很多只是出于美化企业环境形象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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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披露，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还没有系统的环境会计

和信息披露的制度和规范；企业各方利益关系者对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要求

还不是很强烈。

虽然我国的会计准则中对企业环境问题的披露没有作强制性的规定，但

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己对环境会计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在

宏观层面方面，徐泓在其专著《环境会计理论与实物的研究》中指出：“从影

响环境会计的经济因素、自然资源因素以及环境管理的内容分析，凡是能够

用货币表现的环境事项都是环境会计的核算内容。”张白玲在其专著《环境核

算体系研究》以及相关论文中指出，环境会计是社会会计的一个分支，而社

会会计是包含了宏观会计和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一个广义概念，因此无论是

宏观会计还是企业社会责任会计都应以整个社会(或国民经济)为主体(或背

景)，反映社会经济中资金运动过程以及给社会某些方面带来影响的经济责

任。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属于全社会共有，所以，环境会计应当包括宏观核

算体系和微观核算体系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方面，已对环境会计的概念、

本质和目标进行了探讨，对环境会计核算的内容，核算方法以及在报表上环

境信息的披露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总的来说，我国环境会计理论研究

与实践起步较晚，虽然近年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上与西方国家尚有较大差距，这些研究基本上以对环境会计的理解的讨论以

及对环境会计的理论架构问题探讨的比较多，而对环境会计实务的研究和探

索较少，有个别作品对环境会计实务问题有所涉及，但更多的限于表面问题

的考虑，缺乏经过大量实际调查、分析、总结，并最终能够指导环境会计发

展实践的深层次研究，而且我国学者对环境会计的研究还习惯于“各自为政”，

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也缺乏有效的合作，因此，需要我国学术界和实

务界紧密配合，共同努力，立足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经验，

广开思路，勇于包q新，积极拓展环境会计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新领域。



对我国环境财务会计问题的研究

三、企业环境会计的内涵及分类

(一)企业环境会计的概念

当环境问题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的生存状态时，人们开始注意、

关心环境影响问题，并试图用一定的确认、计量手段，去评估、核算环境行

为的影响过程和结果，于是逐步出现了有关环境事项的确认、计量等核算理

论与方法。

其实，人们确认、计量环境经济影响的方式和方法有很多种，并不是单

一的使用环境会计手段，它还使用统计核算、生产核算等核算方式，加上环

境会计核算，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所以在研究和讨论环

境会计问题时，需要审慎的将环境会计核算与控制同环境经济核算与控制的

其他方式区别开来。对环境会计进行合理的定位。目前很多国内外理论文献

都没有将其区分开研究和讨论。把凡是涉及对环境经济影响的一切确认与计

量的事项，统统不加区分地纳入环境会计的研究与讨论范畴，让人感觉到环

境会计问题无比宏大、无所不包；而在环境会计实务上，又让人们感到无从

下手、无所适从，这是导致我国目前环境会计实务落后且发展缓慢的重要因

素之一。所以，首先应当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区分宏观环境经济核算和微观

环境经济核算，进而把环境会计核算从微观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区分出来。

环境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又可分为宏观环境会计和微观环境会计，

本文仅研究微观，即企业的环境会计。

基于以上考虑和认识，笔者认为，企业环境会计是现代企业会计的扩展，

它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运用会计的专门方法，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环境影响引发的可以预见或现实发生的财务事项进行确认、计量、控制和报

告的会计。

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企业环境会计的基本职能仍然是反映和控制，

其工作体系也就大致的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提供信息，包括为外部使用的

信息和为内部使用的信息；二是参与企业的环境管理，从而促使企业在实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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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良好的环境效益。

(--)企业环境会计的两大分支

企业环境会计的发展有两种推动因素：一种源于企业内部管理的需要。

企业面对社会日益高涨的环境保护热潮以及社会法律、政府的环境限制，不

得不考虑自身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也有于企业内部对自身活动的环

境影响的反思和环保意识的提高，也决定和影响着企业主动或者被动地将环

境问题纳入生产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开展与生产经营管理相匹配的环境管理

活动。

另一种因素源于企业外部需求。法律、政府、民众和环保组织及其它方

面的企业利益关系人需要获得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环境影响，以及由此产生

的企业现在和未来的财务变动信息，以便做出对企业多发面的决策或行动。

于是根据企业环境会计同一般企业会计一样。被分成企业内部环境会计和企

业外部环境会计两个基本部分。

企业内部环境会计是适应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实施环境管理、选择

环境对策的需要而产生和建立的、为企业有效的开展环境活动提供内部管理

信息的会计系统。主要涉及企业管理活动的环境评价、环保活动和环保投资

决策分析、环保资金筹措方式的选择、环境成本的控制、环保项目或活动的

经济效果评估及环保业绩考核等方面。企业外部环境会计是确认、计量和报

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环境事项的经济影响的会计系统。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包括生

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声光污染等，还有企业产品可能发

生的环境影响及产品使用寿命终结后处理的环境影响，同时还有针对可以预

见的污染现象开展的环境保护和治理活动。这些环境负面影响和开展的环境

治理、保护活动，有些直接带来企业财务事项的发生，有些则必须事先为未

来的环保行动或可能承担的环保责任准备必要的资金，还有些在未来的某一

时刻发生的不可预料的环境责任承担而导致企业财务支出。这些直接或间接

的环境问题导致的财务影响，必须通过企业会计系统，按照规范的确认、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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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程序进行确认和计量，通过适当的会计账簿体系予以记录和归纳，并定期

总结，向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有关信息需求者报告。企业外部环境会计的建立

和发展，使得企业财务会计系统所核算和控制的会计要素的内容，由于环境

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成本与费用、环境收益等事项的发生而扩展，在会计

核算与控制的时间和空间上都比传统的企业财务会计有了很大的增加，并由

于社会群体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关注，使得会计报告的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环境会计报告的内容已经越来越为企业所接受。

企业内部环境会计和企业外部环境会计也可以看成是企业环境管理会计

和企业环境财务会计。企业环境管理会计的开展和运行，要以客观、准确、

及时的环境财务会计提供的基础核算和控制为前提。环境财务会计系统对环

境事项的确认、计量和报告的历史积累，为环境管理会计开展具体环境事项

的预测、决策、标准制定和业绩考核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具体数据信息，否

贝Ⅱ环境管理会计的预测与决策、执行与控制、总结与考核就无法有效地进行。

另外，在传统的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发展历程中，已有迹象表明，在外部

需求和企业自主性等动机的促动下，内部管理信息有向外部报告信息转化的

趋势，这是企业会计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和主动迎合市场环境的合理选择。同

样，随着企业环境会计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这种内部环境管理信息外部化的

趋势，也必然会在企业环境会计领域发生和发展。鉴于此点，本文以下将从

会计实务方面具体讨论企业外部环境会计，即企业环境财务会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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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企业环境财务会计的确认与计量

一、企业环境财务会计实务框架的方式选择

乡卜部环境会计是现代财务会计的延伸和扩展，主要处理由于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引起的环境影响而发生的现实的或有明显证据表明在未来某一时间发

生的环境财务事项以及环境对企业的财务影响(主要是企业被动承担或者说

是受社会规范制约必须承担的部分)。目前的研究成果有两种：一是将环境财

务会计纳入现行财务会计体系，与现行财务会计融合；二是建立独立的企业

环境财务会计体系。由于两种模式的会计操作具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必须合

理选择较为可行的会计处理模式，才能具体研究企业环境财务会计的实务问

题。

(一)与传统财务会计体系融合的方式

选择将环境财务会计纳入企业财务会计体系，不是说不要环境财务会计，

而是在现行企业财务会计的基本框架下，对环境会计事项也按照现有会计规

范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同时，根据企业环境管理的需要和外部利益相关者

的要求，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和程序，对环境会计事项进行反映和控制，

并在财务会计报告中传递有利于企业财务信息使用者决策需要的环境财务信

息。

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企业，绝大多数进行环境会计核算的企业，基本

上还是将环境事项的财务影响统一纳入企业财务会计核算体系。编制综合的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采取与现行会计体系融合的方式，一般需要对各类会计

要素所涉及的环境项目开设环境核算的明细账户，遵循现行会计准则，对环

境会计要素进行归纳、分类核算，以便在编制财务报告时，可以顺利生成环

境财务信息，便于环境财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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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凡利博士主张将环境会计要素对应的纳入企业财务会计要素中，建立

独立的会计账户(对于是总分类账户还是建立明细账户没有详加说明)，并将

其融入企业对外财务会计报告中作相关的信息披露。他认为：“在现有的财务

报表内披露，是指利用现行制度规定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

表或现金流量表等主要报表及其附表来披露环境问题引起的环境效果，实际

上也就是把环境问题可能引发的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予以全面考

虑，进而纳入现有报表之中予以披露”。其在著作中提供的考虑环境问题财务

影响的示意损益表可以较好的表现这种观念，如下表所示：

表2-1 调整后的利润表(数据省略)

一、主营业务收入
减：营业成本(扣除环保设备折旧)

营业税金及附加(加上少缴的流转税)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扣除排污费)
财务费用(加上低息贷款少缴的利息)

二、主营业务利润

加：其他业务利润

三、营业利润

减：环保支出

加：环保收益

加：投资收益

加：营业外收入(扣除政府发放的污染治理补助)

减：营业外支出(扣除污染罚款)

四、利润总额

减：所得税

垫!：三堕：兰曼!翌墨塑堡遇鱼堕堡型
五、利润净额

资料来源：孟凡利，‘环境会计研究'，12l页。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在美国，会计实务上是将环境影响的财务事项，通过一系列相关的会计

准则、公告、意见书等方式，规范环境影响财务事项的会计处理，如《石棉

清理成本的会计处理》、‘处理环境污染成本的资本化'、‘环境负债会计》等

公告为基本准则，处理相关环境成本、环境资产和环境负债问题：在环境信

息披露方面，则适用第5号准则公告‘或有事项会计'。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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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会计纳入企业财务会计体系的直接表现。

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也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环境

会计的调研报告。1993年公布了‘环境会计一环境成本与环境负债》，在财务

会计的框架下，讨论了环境成本辨别、期问归属、资本化条件等问题，还提

出以建立环境负债准备金的方式对未来支出的环境成本予以考虑；对偶发的

环境负债应当予以披露。

(二)设立独立的环境会计核算体系

建立独立的环境财务会计体系，是很多学者和环境会计工作者的努力方

向，并且已经做了很多尝试。但总的来看，这种设想体系理论研究比较多，

实施案例较少。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与环境财务会计的特殊性是分不

开的。

在会计的发展历史过程中，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和管理的需求以及企业

社会关系的变化会不断的产生新的会计领域。比如，社会责任会计、人力资

源会计、物价变动会计等。但是，与环境财务会计不同的是，除了人们对人

力资源会计的研究探索过是否需要增加人力资源相应的会计要素(主要是人

力资本要素)外，还没有像环境财务会计这样，对一般会计的几个要素都要

进行考虑的问题。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对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资本、

环境成本费用、环境收入、环境损益等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与探索。

对部分环境会计要素的详细项目分类和账户设置体系也有系统化的研究，并

且也有人寻求建立独立的环境会计等式，如乔世震教授在其著作中谈到环境

会计等式：

自然资产=负债+自然资本

同时他还列示了环境资产负债表，如下表所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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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环境瓷产负债表(简表)

资产 金额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金额

自然资产 负债：

减：自然资产损耗 应付环保费

自然资产净值 应交环境税

所有者权益：

自然资本

负债及所有者
资产总计 权益总计

资料来源：乔世震、乔阳编，‘漫画环境会计’，67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对于上述会计等式，他们也谈到了该表的缺陷，即未能将符合环境会计

的相关要素，如人造环境资产等纳入报告体系，具有不完备性的缺陷。

徐泓教授在其著作中，也研究了微观环境会计报告的内容，并提出了应

当在财务报告及其附注中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衰2-3 徽觋环境会计报告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一、环境资产 二、环境费用

l、可再生自然资源 l、自然资源耗减费用

期初存量 2、生态环境资源降级费用

本期增加量 3、维持自然资源存量基本费用

本期折耗量 4、保护生态环境资源质量费用

本期其他减少量

期末存量 合计

2、不可再生矿产资源

期初存量 三、环境效益

本期增加量 直接环境效益

本期折耗量

本期其他减少量

期末存量 四、环境负债

备注：1、环境负债的计量

2、会计政策

3、其他披露

蚕科采源：徐泓著，<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204～20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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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会计理论界对如何选择环境

财务会计的体制与模式并不统一。环境专家、环境经济学家、环境会计学者，

希望能够建立独立的环境会计体系，并与企业财务会计体系并列运行，以满

足环境管理和外界信息使用者的需要；但在实务中，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完全

独立的环境会计体系。现在介绍的国内外独立的环境会计系统更多适用于宏

观环境经济核算，或者适用于宏观与微观组织环境影响问题的生产核算(实

物量、指数)和统计核算。

(三)基于我国国情对以上两种环境会计体系模式的选择。

基于以上考虑，在本文的研究中将选择第一种模式，即将与企业环境问

题相关的会计处理纳入现行企业财务会计之中。这样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考

虑：

1．企业作为会计主体的考虑

企业是一个会计主体，其本身存在或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与生产经营活

动紧密联系。企业开展的各项环境保护活动和接受、承担的环境财务影响是

同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紧密联系的。以环境保护事项为例，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如果存在预期的环境损害，社会、政府、公众就会要求企业开展预防

和治理其发生的现实环境损害或潜在环境损害；相反，如果企业没有相关的

活动引发该类环境损害，企业就不会承担该项环境损害引发的环境责任，也

就没有该项环境损害造成的环境财务影响后果，企业会计也就不需要确认、

计量和报告此类环境会计信息。我国实行的基本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充分说明了企业具体的生产经营业务与相应的环境保护

工作具有紧密对应关系，也再次证明环保设施建设、运营及达标本身就构成

企业生产经营业务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建立独立的环境会计体

系，实际上是把相互依存的企业财务事项分割开来进行会计处理的选择，从

整体性观念出发，这种选择是不合时宜的。

2．会计实践的现实考虑

如前文所述，到目前为止，完全独立于现行企业会计系统的环境会计系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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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并不存在，完全构建环境财务会计的基本等式的结果总是给人以牵强附会

之感。例如，。环境资产=环境负债+自然资本”这一等式的含义就极其模糊，

特别是。自然资本”的归属及参与企业利益分配等问题，都无从解释。如果

将环境视为社会公共物品，那么社会应是企业“自然资本”的拥有者，代表

社会行使社会管理权限的政府应当是最为合适的“自然资本”的管理者，但

持上述观点的研究者没有阐述“自然资本”的所有权归属。徐泓教授的著作

已经初步确立了。自然资本”的社会属性，并引入。基金”理论，试图建立

环境会计等式。即使这样，另一个问题可能会随之产生，即在拥有国有资本

的企业中，如果建立独立的环境会计体系，就有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

资本、环境收人与费用，还可以核算环境损益。那么，环境资本的分配目标

是仅限于环境损益，还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利润呢?显然不可能是前者。

因为，如果那样就与这些理论阐述的环境资源给企业带来贡献的观点不符。

如果参与后者的收益分配，却在会计上没有建立起相互的联系，就显得非常

勉强，以至于难以执行。蒋梅博士在其毕业论文中也提到了“自然资本”、“自

然资产”的会计要素及其会计处理，但没有涉及相应的环境会计等式，而后

讨论环保设旌的资本化问题时，也采取了与现行企业会计系统融合的方式处

理此类业务，其“固定资产——环保用固定资产”账户的运用充分说明了这

一点。

3．关于企业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的会计确认与计量

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环境财务会计的发展和运用。尽管到目前

为止有很多学者和专家均提出企业会计应当对相应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资

源做出反映，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转化为企业的“自然资产”，但却没

有能够提供一种真正实用的转化模式或方法。徐泓教授运用马克思的价值理

论、地租理论以及经济学中的稀缺理论、效用理论和财富理论探讨了自然资

源(主要是有形矿产资源)的确认与计量问题。这种尝试也许是非常值得考

虑的研究方向，但其前提需要严格加以界定：一是企业对于自然资源、生态

环境资源，到底拥有怎样的权利?一般来说，对于个体组织而言，对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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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生态环境资源只有使用权、控制权，而没有所有权：二是会计与价值、

价格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财富的计算依据是价格而不是价值，企业

资产的计量是以市场交易价格为标准的，尽管我们知道价格以价值为基础，

并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但价格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会计直接面对的是价

格不是价值，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量以及会计中使用的市场价值、现行价值、

折现价值等概念，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所决定的那个“价值”，

而是人们在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现在、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做出判断的基础上，

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做出的估计或折现后的金额。

矿产资源一般是经过一个复杂过程才能够确定的，要花费大量的成本，

同时还应当承担那些勘测之后没有可供开采矿产资源项目的分摊成本，所以，

矿产资源开发前的成本也是惊人的。我国过去和现在探明的可供开采、利用

的矿产资源的前期费用，大多是由国家提供的财政资金全力支持完成的，矿

山企业基本上不考虑前期成本，也不承担支付前期费用的责任。现在，这种

状况已经有所转变，一些地方已经开始矿产资源开发权的公开拍卖，虽然还

没有考虑对前期测量和勘查费用的补偿问题，但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权

等取得费用的资本化已经变成现实问题。现有环境会计著作都没有对这部分

成本的补偿做出合理解释，其价值计算中也没有考虑这样的问题。

4．关于企业环境资产的确认与计量的考虑

这一点是目前环境会计研究的主要分歧表现最明显的一个方面。如果不

考虑自然资源、生态资源的非交易成本的资本化问题，也就没有。自然资产”、

“自然资源”等现行会计体系中不存在的会计要素，其余环境影响的财务问

题现行会计系统完全可以处理，也就没有必要建立独立的环境会计体系。如

果一定要考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资源的非交易成本，或许可以建立起独立

的环境会计体系，但其可靠性、准确性等会计信息质量的保证程度还是让人

感到不可判断。因为报告使用人必须具备环境专家、环境经济学家、环境会

计学家共同的专业技能，才能辨别在这种状态下环境会计提供的环境信息。

如果承认环境会计报告的使用者大都不具备这些专家的共同技能，也就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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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仍然不可能理解和把握该类环境信息，那么这种信息的提供方式和内

容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5．分配的考虑

正如第二点谈到的那样，如果建立两套会计核算体系，运用两个会计等

式，环境会计就可能在形式上真正独立起来。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目

前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环境会计体系核算的结果很可能是损失大于收益。如

果形成这样的局面，环境资本(或自然资本)的收益分配如何解决和解释?

如果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净收益的分配，在理论和实务上达到了统

一，但在会计等式上的矛盾又会突显出来，一个等式中的资本参与另一个等

式中资本收益的分配，似乎也是难以接受和理解的。相反，如果按照有些环

境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估计，很多企业所产生的净利润不足以弥补为治理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污染或环境破坏发生的支出，那么假设利用一定的转

换方式将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利润分割给环境资本(环境资产带来的收

益)，企业生产经营就是亏损，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资本还有投资动力吗?如

果经营资本没有了投资动力，环境保护所需资金又从哪里获取呢?也许有人

认为，这样的企业可以停产或取缔，可是随之丽来的后果影响成本(如社会

安定成本)就会小么?这些问题即使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很难给出一个

合理的答案，那么作为为微观会计主体服务的企业环境会计显然也没有能力

解决这样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考虑，在本文以下的阐述中，始终贯彻～个基本思想，即立

足现实，做会计能做的事。把环境财务会计定位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环境

财务影响的确认、计量、记录、归纳、报告和信息提供范围之内。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资源的相互影响事项的会计反映，仅限于法

规、制度明确规定企业必须承担的相应责任的财务影响，或企业自愿承担的

非强制性环境活动的环境财务影响(如非规定性的环保活动的财务支出)。

若环境会计体系模式采取与现行会计体系融合的方式，一般需要对各类

会计要素所涉及的环境项目开设环境核算的明细账户，以下本文将仿照现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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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要素，对环境会计要素进行具体研究。

二、环境资产的确认与计量

(一)环境资产观念的思考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有这样的倾向，即理论研究涉及的企业环境资

产范围非常宏大，包括企业本身可以控制的和不能够控制的物质及存在状态，

从可能的应收环境赔款，到环境保护设施：从有形的矿产资源，到捉摸不定

的生态环境。但在会计实务上，普遍感觉到理论与实践的不对称，对企业而

言，就算知道了与生态环境资源相互影响，却找不到可以把两者合理联系起

来并对相互影响的经济后果进行确认、计量的合理方式。因此，不得不在企

业环境会计领域放弃对此类环境资源的核算与报告。

在相关的国外文献中，特别是关于环境管理会计的研究，更多的是对环

境影响的测量与报告，有的著作并不试图将这些物理数据转化为经济数据，

特别是财务影响数据。西方出版物对环境问题的考虑与我国现在讨论的环境

会计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强调环境核算，对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的环境影响从生产排放的物理当量的角度迸行确认与计量，而不

是直接的财务计量：二是格外重视环境问题的管理决策与控制，主要将环境

问题视为环境管理会计重点考虑的内容，因此格外重视环境成本、环境影响

的内部报告。

因此，在我国现有状况下如何确定企业环境会计核算中的环境资产范围

是一个必须予以明确的问题。笔者认为，在环境资产的确定中应着重考虑以

下几点。

1．资产定义的选择

笔者认为，目前的最佳选择还是遵从现行会计准则的定义，将环境资产

纳入企业资产范畴，以保持企业资产的性质、内涵与外延的统一性。按照我

国会计准则的规定，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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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

他权利。美国FASB的《概念公报第六号》对资产的定义是：“作为过去的经

济交易或事项的结果而被特定会计主体所拥有或控制的可能的未来经济利

益”。其中“未来经济利益”是一个不太好解释的概念，有人认为主要指的

是未来的现金流入，但“经济利益”更强调效益的思想，是对现金流入的增

量的考虑。换句话说，未来现金净流量才对会计主体有意义。因为，在现实

生产经营中，资产是作为资本的载体在发挥作用，求利是资本的本性，而事

实上很多会计主体持有的资产未必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导致这种期望与现实

的背离，不过在未来事项或交易结果没有确定之前，事实上还是作为资产进

行处理的。

2．资源与资产的界定

毫无疑问，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各种资源具有资产的性质，但应强调一个

前提：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生态环境资源从一定角度来说，也会构成企业

的经济资源，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良好的卫生环境、清洁的生产过程和良好

的绿色产品和服务，会改善经营场所的生态环境质量，会吸引较多的顾客而

扩大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份额，甚至还可能开发厂区旅游项目(远大中央

空调的生产基地已经开始类似的经营业务；高碑店污水处理厂也有类似的业

务开展)，可以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但这种改善是通过生产经营资金

的运用换来的，表面上看是良好环境带来的收益，而实际上仍然是企业资产

运用的投资回报。自然矿产资源在未确定其潜在价值之前，不可能单独作为

一种交易的标的参与经济交易。如果某一地域(后来发现矿产资源)被用于

交易，也不是以埋藏于地下的矿产资源的价格作为交易计价基础，而是以其

他日的进行的交易，后来发现的矿产资源，在未开发之前，虽然主体已经取

得该地域的使用权及控制权，也不可能对其尚未发现的矿产资源予以单独计

价，确认为该主体的资产。如果该主体改变该地域的使用用途，还必须重新

申请、勘察、建立矿山，这些开矿前的前期成本，可以作为能够带来未来经

济利益的资源而予以资本化。我国过去大部分矿产资源直接授权矿产开发企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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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采而不收取任何矿产资源调查、勘测等补偿费用，主要是由于找矿支出

是由国家财政全额负担的，开矿企业也是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国家不与自

己算账的观念导致的。上述开展厂区环境旅游的企业，其厂区环境的形成是

企业自身开展环境保护和改进的成果，是可以确认和计量其费用的，也就是

说可以确定其厂区环境开发成本，并可以资本化为厂区环境资产，因为这种

环境资源是企业自身所拥有和控制的。但企业对于其他自然生态环境则很难

判断企业对其控制的能力，即使这些资源可能为企业的未来收益做出贡献，

也无法量化为企业的资产。所以，在企业环境资产的确认方面，必须合理地

区分资源与资产。可为企业提供各种资源的渠道和状况是很多的，并不仅限

于自然生态环境，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都可以为企业提供各

种经济资源，但在企业没有购买或通过法律程序取得其所有权、控制权和使

用权之前，仅仅是一种可选择经济资源，不可能构成企业资产。

我国不承认任何社会团体或个人的土地及其所埋藏的矿产资源的个体私

有权。这一方面，世界其他私有制国家与我国不同，它们首先承认土地(包

括土地所埋藏的自然资源)的私有权，任何社会群体要进人私有领地从事以

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只要不是被所有者允许，就必须以交易的形式获得某项

活动的权利，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因此，也就必须将取得某项活动权利的代

价，作为该项活动的前期成本，或者予以资本化，或者作为当期费用处理。

3。作为会计核算的企业资产，一定是可以用货币计量的

企业资产是在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过程中形成的，如果是通过交易获得所

有权或控制权、使用权的，自然可以通过交易价格和相关费用确定其成本。

比如，购入的生产设备、环保设备、原材料等实物资产和应收他人欠款的权

利以及购入的版权、专利权等；有些资产不是通过交易方式获得其所有权、

控制权和使用权，而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生产、创造、接收捐赠或积累

形成的，也可以通过对其形成过程中发生成本的追溯计算而获得该类资产的

成本，作为该类资产的入账价值：对于上述形成过程以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资源，由于其主体控制的不确定性、未来收益能力估计的不确定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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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共同影响和共同被影响性的原因，一般不应作为企业拥有和控制的资产纳

入企业环境会计的核算范围，一旦发生与其相关的非经常性的利益损失或收

益，可以作为非经常项目处理。

4．特殊问题的考虑

李连华博士在其著作中还提到“存储性环境资产”，主要是指那些自然界

长期积储下来的资产，其本身就是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之一，如矿产、水库

和森林等。笔者认为，上述环境资源对微观会计主体企业来说，一般不具有

所有权和控制权，也很难直接表现为企业的资产。如果企业取得这些自然资

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也必须通过适当的交易或授权来实现，那么，通过交

易取得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理应作为企业拥有的资产(～般应列入经营性资

产，而非环境资产，因为企业购买这些资产一般会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提高

企业的经营效果)进行核算。例如，旅游景点因承包经营而支付的承包费，

如果是授权经营，也应作为经营性资产核算，但须合理确定其入账价值，例

如，收费的森林公园其收入只能用于经营管理的日常开支和公园的维护，并

不是以营利为主要目标。还有，在消费过程中，主要不是消费公园内的具体

物质，更多的是消费(可能带来损害)由自然及自然物质组成的环境，所以

对此类可以带来收益的自然资源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也是十分困难的。如果

通过非交易或授权途径取得，只要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也应通过适当评估，

作为经营性资产(无形资产)入账，如果用于非经营目的，尽管会间接影响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成果，也不可以作为环境资产入账。

(二)关于企业环境资产的选择与确认

按照上述讨论的基本思想，笔者认为，可以纳入企业会计核算体系的环

境资产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环保工程与设备

主要是指企业开展环境保护而建设的环境保护基础工程与设备，包括基

本建设项目的配套环境保护设施与设备、企业独立建造的专项污染治理，污

染预防等设旆与设备、卫生清洁设备等。这些工程、建筑与设备的性质和用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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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虽然同生产经营设施、设备存在很大差异，但仍可以看作维持和保障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运转的必要辅助设施。没有这些设施的建设和正常运转，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就有可能被迫停止运行或遭受额外的环境损害处罚。在

企业会计上，由于这些环保、环卫设施具有企业固定资产的属性，应作为企

业固定资产予以确认、计量。考虑到与生产经营设施、设备的差异和环境管

理与报告的需要，应当单独设置“固定资产——环保用固定资产”明细账户，

进行明细核算。

2．环境保护技术

主要是指企业开发、研制或通过交易事项取得的有关环境保护的专有技

术、专利权等无形资产。无论以何种形式取得，都形成企业的无形资产，应

当设置。无形资产——环保用无形资产”明细账户，予以单独核算。

3．摔污权

排污权是在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同时建立捧污许可证交易市场的环境

下形成的一项特殊环境资产。排污许可证是指可以按照不超过规定污染物浓

度和有毒物含量的标准，向特定环境(水域、空气等)排放污染物的许可证

明。环境管理机构按照区域环境状况、环境质量要求确定该区域某一特定时

间段的最大污染物接受容量，将其划分为若干具体的排污单位，并以一定的

价格，按核定的排污量向符合排放标准和要求的企业、组织配售。由于一些

特定组织的污染治理水平提高，可能产生剩余排污权，而另一些组织也可能

由于生产规模扩大，或从经济利益方面考虑，达到排污限定数量或标准不经

济，就可以通过排污权交易市场，向那些有剩余排污权的组织购买排污权。

排污权实质上是一项资产性费用，如果企业、组织没有取得排污权，就

不能向该地域排放排污权规定的污染物。即使拥有排污权，也只能在排污许

可证限定的范围内且符合排放标准的条件下排放，不可以超标、超额排放污

染物。所以，排污许可证(排污权)在购买之后形成企业的一项资产。李连

华认为，该项资产应当作为一项无形资产确认。笔者认为，这项权力在购买

之后，随着企业污染物的捧放而逐步减少，具有待摊费用的性质；同时，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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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以通过转让排污权而获得经济利益，但其利益的可预见性比专利权等无

形资产更能客观地估计，与一般无形资产具有的性质不同。因此，笔者认为

可以作为一项长期待摊费用来处理。

应当说明的是，我国尚未创建排污权交易市场，企业只能自用排污许可

证和排污权，因此也不可能因排污权或排污许可证转让而获益，这更不宜于

将排污权作为无形资产核算与管理。我国是否需要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有

很多专家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认为开设排污权交易市场对经济发展和控制

环境污染是有利的，在此不详加论述。

4．环保基金存款

环保基金存款是指企业向污染治理专项基金管理机构申请取得的“专项

环保基金借款”而形成的银行存款。按照《污染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的暂

行办法》的规定，必须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其实，环保专项基金借款本息

偿还的资金来源还是企业的经营资金，只是为了保证企业环境保护工程的建

设，对该笔借款的管理提出了特殊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企业的其他

借款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在环保基金存款管理上，只需设置。银行存款——

环保基金存款”明细账户就可以解决。企业自行提取的环保基金，完全可以

和经营性存款并行处理，不必单独存储，只是要通过“预提费用——预提环

保基金”账户来核算其提取、使用和结存。

5．其他环境资产

企业除了因生产经营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外，还可能因他人破坏环境而受

到侵害或损失。李连华博士认为，如果企业受到其他单位排污致使生产经营

受到严重影响或遭受财产损失，可以向污染单位提出赔偿，经有关仲裁或诉

讼程序确认排污单位应当赔偿的款项，应当作为。环境资产——应收环境赔

偿款”进行会计确认与计量。笔者认为，在会计上，将其作为“其他应收款

——应收环境赔偿款”较为合适，因为它不是企业通过交易或事项获取或控

制的环境资源，而是对业已形成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财产损失的赔偿，仅仅是

一种补偿而已，只是引起补偿的原因是受他人导致的环境污染所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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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般裁决与诉讼形成的“其他应收款”处理更为合适。

除上述环境资产外，企业还有一些资产应当可以归入环境资产范畴，如

保持环保设施运转并发挥效用的催化剂、分解剂等辅助原料和材料以及污染

防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副产品，这些物资和产品完全是由于环境保护的需要

及其过程产生的结果，应当纳入环境资产范畴。对于保证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或保证其发挥功能的辅助原料、材料，可以归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原料

和材料进行会计处理，设立“原材料——环保用原材料”明细账户核算。对

于环境保护过程产生的可以对外出售或可以进一步利用的副产品。一般的做

法是：只记录副产品数量，不计成本，一旦获得收入，直接记为“营业外收

入”或冲减有关费用。因为作为副产品，其形成的收入不可能补偿环保设施

运行发生的成本，副产品收入仅占环保设施运行成本的很小比例。尽管如此，

如果这些副产品能够有其市场，就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也构成了企业

资产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应当作为环境资产予以确认和计量。但是，由于企

业治污生产的目的是消除和降低污染物排放，减少环境损害，而不是直接实

现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加之副产品的产出量很有限，全额负担其治污成本

也不现实，结果导致污染治理的副产品的成本计量十分困难。

(三)在选择一体化企业会计模式下环境资产的具体处理问题

1．环境资产账户的设置选择

将环境会计与现行会计融合的企业会计模式也可以称为一体化企业会计

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环境会计要素的具体处理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为环

境会计要素设立独立的一级会计账户，突出环境会计要素的重要性和独立性；

二是在现有会计账户体系内，考虑环境会计要素的功能与现行会计要素的对

应关系，设立二级明细账户进行核算。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著述者主张建立

独立对应的环境会计要素一级账户，独立计量、核算环境要素信息，这种做

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较为容易地编制相对独立的环境会计报表，同时显示对

环境会计的重视。从各方面来说，这应当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笔者还是选择第二种方式作为环境会计具体处理的最佳考虑。这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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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选择的出发点在于：一是笔者把企业的环境保护活动看成企业经营管理活

动的一部分，是与其生产经营活动相辅相成的。在非专业污染治理或环境保

护企业的环境活动中，主要是针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污

染、环境破坏事项进行治理或防治。正如前文所说，非专业污染治理或环境

保护企业的环保活动是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为此而付出的经

济代价，也应构成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经营成本的一部分，应当纳入企业生产

成本核算的范畴之中：二是如此处理不影响将环境会计要素按照独立的一级

账户处理方式下环境会计要素的计量、归纳、核算与报告目标的实现；三是

既可以继续保持现有会计体系的稳定性，又可以满足环境事业对环境会计信

息的需要。

2．企业环境资产的计量与核算

会计计量就是遵循会计法规和准则，对分类会计要素的具体载体或事项

的相关金额进行确定、分配的会计程序。具体到环境资产的计量，就是在环

境资产确认的基础上，将具体交易或事项中发生的金额，按照相应的经济规

律和会计规范的要求，分配给相对应的环境资产载体的过程。会计计量要解

决两个基本闯题：一是计量基础，解决采用何种价值观念估计某种会计要素

的计量；二是计量界限，解决哪些价值量计入哪一种会计要素的载体之中。

(1)计量基础

在计量基础选择上，会计上一般选择以货币为计量属性的“历史成本”、

“现值”、“公允价值”、。可变现净值”等价值观念作为会计核算的价值基础。

传统的财务会计在资产确认时，一般采用“历史成本”作为计量基础；现代

会计中，财务会计在其会计要素的计量与核算中，较多地使用了“现值”、“公

允价值”、和“可变现净值”的价值基础。在会计计量中，对于交易过程取得

的资产，一般以交易时的价格，即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不能确定交易价格

的，如接受捐赠的资产，如果可以确定其历史成本且现实价值也没有严重背

离历史成本的，仍可按历史成本计量；如果历史成本来源不易取得，或者与

现行市价有较大差异，则应选择现行市价作为计量基础。如果上述计量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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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资料均不易取得，也可以用“可变现净值”等计量基础。对于企业拥有或

控制的资产，在持有期间会由于市场环境、资产的自然状态变化、科学技术

的进步、资产的市场功效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价值表现的上下波动，

导致原来的入账金额不能体现当前该资产的实际市场价格，甚至发生严重的

背离，引发会计报告信息与企业资产实际收益能力和价值金额表现的扭曲，

这时需要对企业拥有的资产进行重新估价。对于现行市价严重低于其账面金

额的资产，需要以“公允价值”或“可变现净值”为计量基础重新估价并及

时反映和报告该类信息。

环境资产的计量与企业一般资产计量有着紧密的联系，企业会计计量的

原理和方法均可以运用到环境资产的计量工作中，环境资产计量也不需要提

出一些新的计量基础和方法。比如，对于“环境工程与设备”、。环境保护专

有技术”、。其他资本化环境费用”、“环保基金存款”、排污权等环境资产的计

量，均可以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直接进行该类资产的计量；比较困难的

问题在于那些以自然生态环境组成部分存在的、非交易或授权过程形成的环

境资源，它们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确实存在影响但其又很难单独产生财务效果，

是否需要将该类环境资源纳入环境资产范围、如何计量，确实是一个难题。

因为我们无法否认它是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资源，也不能否认它会对企业未

来经济利益的形成具有现实作用或贡献。换句话说，它符合企业资产的定义

中所要求的主要条件，只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交易或事项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

资产项目来明确其价值形成过程。笔者认为，该种资源的功效也根基于企业

过去的相关活动，只是这些日常管理、经营和维护工作，表现为企业日常生

产经营管理活动的组成部分，没有将其资本化，作为独立的环境资产去关心

它的质量、功效的变化而已。日常发生的该类资产的管理、经营和维护开支，

一般作为企业的管理费用列支了，应当考虑将该类环境资产独立计量。

(2)计量的界限(金额范围)

主要试图说明对于具体的交易和事项中的环境资产，与该项资产相关的

交易过程中的哪些金额应当计入资产价值，哪些不应计入资产价值之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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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费用资本化和划分资本性支出、收益性支出是资产计量的关键问题。

在长期环境资产的计量方面，重点是要处理好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

的划分。对于环境保护工程建设、环保设备、环境保护专有技术等长期环境

资产，完全可以依据现有会计准则的规定，按照企业主要工程建设、生产用

机械设备、一般无形资产的计量基础和计量原则执行，没有必要考虑重新研

究该类长期环境资产计量的特殊性(不存在特殊性)。例如，对于环保设备的

构建(需要建设或安装)，可以把设备购买支出、安装支出(材料费和人工费

等)、调试费用、建设完成交付使用前的贷款利息费用，作为该项环境资产构

建支出的内容予以资本化，形成该环保设施、设备的价值；而对于发生的采

购费用、建设过程的管理费用、竣工结算并交付使用后的项目贷款利息，可

以不予资本化，作为当期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从会计核算过程来看，环保工程建设的核算与企业其他固定资产的构建

核算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为了单独确认和计量环保工程的建造成本，反映

企业环保投资状况，有必要设立独立的明细账户专门反映环保工程的建造过

程和预算执行情况。如果企业使用了借入的环保基金建造环保工程，则相应

的支付业务应从“银行存款——环保基金存款”账户支出，除此之外，与现

行会计体系处理固定资产构建事项的会计程序和所遵循的会计原则，没有什

么不同。

对于环保专有技术、专利权的无形资产，捧污权等递耗性环境资产，流

动性环境资产，均可以在现有准则和制度框架下进行计量和核算，在此就不

一一举例说明。

在环境资产计量与核算方面比较难以处理的还是以自然生态环境状态存

在的、非交易或非授权过程形成的环境资产。对于通过交易或授权经营而获

取的矿产资源、水库、养殖基地等生态环境资产可以计算取得成本，并可以

按取得成本进行计量与核算。矿产资源可以按当期开发量占预期可供开采储

量的比例摊销取得成本；水库、养殖基地可以按照可使用年限摊销取得成本。

有一点值得关注：如果企业长期拥有水库等类似的环境资源性资产，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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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维护成本，但水库这类资产的自身价值并不因为使用而降低，有时还会

因为逐步合理开发和利用而提高。如果我们限定一个摊销期限，并在期限结

束时将资产价值全部摊销完毕，就会形成无账面价值的巨大资产，所以，如

何处理这类资产的价值摊销是一个棘手问题。同样棘手的环境资产项目是不

通过交易或授权过程为企业拥有和控制的自我积累形成的生态环境资源，如

清洁的生产环境，通过改造、治理形成的厂区生态等，这些环境资产在其形

成过程中，无疑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一般情况下，企业不会

将这些支出资本化为该环境资产的取得或形成成本之中，大多作为当期费用

处理。如果将这类环境资源定义为环境资产，就会形成零成本环境资产。

三、环境负债的确认与计量

(一)环境负债的特征性

企业环境负债是指由于过去或现在的经营活动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而承担

的需要以资产或劳务偿还的义务。它是企业承担的各种负债之一，具有企业

一般负馈的基本特征，如现实性、主体性、强制性、可计量性和时限性，同

时也有自己的特殊表现：

1．环境负债不同于企业一般债务的表现是非直接交易性

企业的一般负债大多是由于现实交易和法律规范的要求形成的，如购买

行为形成的应付款项、使用人力资源形成的应付职工薪酬、由于交易形成的

流转税、交易成果引发的所得税和其他税费，等等。企业的环境负债也有类

似成因导致的，如购买捧污权形成的负债，但更主要的还是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过程和结果引发非直接交易性责任的承担。如生产过程的废弃物排放的环

境损害罚款和环境赔偿等，就不是确切的交易行为直接形成企业的现实义务，

而是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和结果的后续反映。

2．具有明显的外部性

企业到底要承担多大的环境责任，具体表现为多大数额的环境负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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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自身能够决定的，它取决于自然界的承载能力和净化能力的强弱、社

会环境意识水平、所在区域的环境要求和环境法律的完备程度、社会环境管

理机构的监督与制约能力、企业的影响力等众多非交易因素的影响。长期以

来，企业和个人均把废弃物的排放看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人类的生活、企业

的生产必然产生废弃物，必然要排放，也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环境污染。现

阶段，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均对环境问题给予关注，也承认企业和个人行

为对环境的影响，并开始注意开展环境保护，接受对环境影响后果责任的承

担。但是，即使企业可以计量自身废弃物的排放量和排放浓度，仍然不能够

明确可能承担的环境负债的准确数额，因为前述的诸多非交易因素影响也非

常重要。如果区域环境承载能力比较强，法律和社会规范要求的环境控制水

平低，企业所承担的环境负债就可能相对较小；反之，承担的环境负债就会

相对较大。同样，企业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力越强，其影响执法者的能力也就

越强，也就越有可能得到社会管理机构的庇护，其直接承担的环境负债就会

相对较小。反之，就会承受法律和社会规范规定的环境责任，环境负债就会

多一些。

3．具有相对滞后性

企业一般性负债，在相关交易或事项发生时就已明确确定需偿付的金额、

还款期限、还款方式等内容。相对于此，环境负债的确定一般不是发生在废

弃物排放或污染发生的那一时间，而往往会在排放或污染行为发生之后的某

一时间被确认或提出。特别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形成的环境污染和产品环境

质量问题导致的赔偿责任，一般会与污染或产品交易的发生时间相差很远。

4．环境负债具有追溯性和连带性的特点

主要体现在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本身的广泛性、影响的严重性和长远性。

例如，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泄漏事件造成的环境污染，其影响面积之

大、损害之严重、时间之久远都是非常明显的。针对这种状况，各国的环境

立法大多对环境污染的责任采用了追溯原则。美国1980年颁布的《综合环境

反应、赔偿与责任法案》就凸显了追溯原则：造成危害物质泄漏的肇事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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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全部的清理和恢复原状的责任。在日本，负有环境监控职责的政府也会

成为现实的环境责任承担者，并因此承担环境赔偿责任。

企业生产经营的持续过程中会形成多种形式的债务，有经营性质的，也

有非经营性质的。但环境负债归根结底还是生产经营活动引发的负债，没有

相应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就不会产生相应的废弃物，也就不会发生企业的废

弃物排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环境保护本身就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一部分，环境责任形成的负债，也是企业经营性负债的一部分。会计核算之

所以把环境负债与其他负债适当地加以区分，一是要使企业内部的管理者、

生产者明确企业生产经营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二是要合理、准确地确定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环境损害给企业财务上带来的损失；三是为了客观评价

企业的经营业绩和环境业绩。

(二)环境负债的确认、计量和核算

由于环境负债既有企业一般负债的特点，又有自身的特殊性，使得环境

负债的确认、计量也比较复杂并具有不确定的特征。按照对环境负债的把握

程度，我们可以把环境负债分为确定性环境负债和不确定性环境负债。

1．确定性环境负债的确认、计量和核算

(1)确定性环境负债的确认

确定性环境负债是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环境影响(废弃物捧放、有毒

物泄漏、环境违法违规)引发的、经有关机构(法院、仲裁、环保执法)做

出裁决而应由企业承担的环境负债。主要包括环境罚款、环境赔偿、环境修

复责任引发的环境负债。

①环境违法违规责任的认定。环境违法违规责任是指企业违反环境保护

方面的法规，由环境保护执法机构做出的罚款决定而承担的环境债务。根据

《环境保护法》及其有关规定，环境保护部门有权对预防环境污染设施没有

建成或没有达标而建设项目投入使用、未经环保部门同意擅自拆除或闲置防

治污染设旌、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造成环境污染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应予

罚款的行为，进行罚款处罚。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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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环境赔款责任的认定。环境赔款是由于企业排污对他人造成了生产、

生活损害，通过协商、裁决或判决，企业应当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的事项。

环境赔偿的认定主要取决于企业是否排污和是否给其他人造成损失两个方面

事实的认定。我国《环境保护法》和《民法通则》都有明确规定：企业已污

染和破坏环境，侵害他人的环境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主要

就是经济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包括：医疗费、误工费、生活赔偿、财产损

失赔偿等，实际上还包括后续影响性赔偿(对他人生产、生活的后续活动的

持续影响)。有人认为，环境赔款还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企业只要在

客观上对他人造成了人身、财产和环境权益的损失，即使没有主观的故意，

也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对于企业环境负面影响来说，笔者认为不存在所

谓的“无过错责任”，而是明显的“有过错责任”。这种“过错”就是企业的

排污行为的客观存在。如果企业没有排放废弃物、没有造成相应的环境污染

或环境损害，企业还会承担由此造成的环境赔款责任吗?

③环境修复责任的认定。环境修复责任是指对自然生态环境开发、利用

或污染的行为人，在开发、利用或污染之后，清除污染、恢复环境原貌的责

任。西藏自治区经贸委、国土资源厅、环境保护局决定，在江河源头保护区

内、青藏铁路周边、风景名胜区、旅游线路旁和主要草场、湿地进行沙金矿

开采的29家矿山予以关闭，注销其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采矿许可证手续；

还对19家矿山进行限期开采，用1年～2年时间进行回填复垦；同时对另外

ll家矿山企业做出了继续进行整顿的决定。有关部门还向其他矿山提出了加

大对保护环境和恢复生态投入力度的明确要求，如不符合采矿条件，同样将

及时关闭取缔。应当说明这种责任既有法律强制性的，也有道德义务性的。

(2)确定性环境责任的计量

环境责任导致的环境负债的确认和计量是很简单的，如环境罚款和环境

赔偿，通常是由环境执法部门或司法程序确定。这些环境负债的计量也很简

单，直接根据环境执法机构的罚款金额或法院裁定的金额进行计量即可；相

反，有些责任的认定和负债的计量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如环境修复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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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及其导致的环境负债的计量。对于法律、法规强制要求的环境修复责任，

企业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的提取比例和提取标准进行计量。对于企业自律性环

境修复责任，可以根据企业决策机构或专业咨询机构的测定，考虑企业自身

的承受能力，均衡企业社会责任、社会环保形象、环保目标等诸多因素综合

确定提取的标准和提取的比例。在企业持续经营过程中，提取的比例和金额

也可能是不断变化的。引发这种变化可能有多种原因，如企业承受能力的增

强和企业形象的更慎重考虑，企业可能提高提取比例：还有对环境修复费用

的重新测定或评估，导致对环境修复责任的判断发生变化企业环保目标的修

正，等等。

(3)确定性环境负债的核算

对于环境罚款和环境赔款，在传统会计核算和我国现行会计核算体系当

中，均视为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财务事项。因此，一般记入。营

业外支出”项目之中，在环境罚款和赔偿确定时：

借：营业外支出——罚没或赔偿

贷：其他应付款(或银行存款)

现行会计准则下，对处于诉讼或纠纷的环境事项，要根据可确定程度的

具体情况，做出会计处理。对于可以评估预期的责任承担结果的环境纠纷事

项，在最终裁决出现以前，应当合理计提损失准备：

借：营业外支出

贷：预提费用——预提环境费用

对于不能合理评估预期结果的未决环境纠纷事项，应当在财务会计报告

的补充资料中予以披露。

由于处理结果完全计入营业外支出，因此可以说，上述会计处理是基于

把生产经营活动所引发的环境负面影响问题看成是与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无

直接关系的事情，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及其会计处理方式有很大的不足之处。

前文已经说过，企业的环境影响恰恰是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引起的，若

没有这些生产经营活动，就不会产生相应的环境影响。所以，上述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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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选择与企业环境问题的实际状态和环境问题的因果关系不相符合，应

当予以修正。笔者建议：应当将环境责任的承担视为企业环境管理责任的一

部分，作为企业管理业绩评价的重要事项和指标予以考虑，所发生的环境罚

款和环境赔偿，应视为必要的管理支出。至于是否要在缴纳所得税时给予扣

除，可以另行研究。建议上述会计事项应按照如下方式处理：

环境罚款或环境赔偿裁定时：

借：管理费用——-环境管理费用

贷：其他应付款(或银行存款)

计提可能的环境责任准备时：

借：管理费用——习不境管理费用

贷：预提费用——预提环境费用

也有部分人士认为，应当进一步把环境罚款、赔偿和修复责任看成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成本。因为它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造成的环境损害必须

付出的代价，尽管这种支出具有相对滞后的特点，但毕竟是同产品生产、劳

务提供、产品销售直接相关的支出，应当计入生产经营成本。就事实而言，

这种观点应当是合理的、正确的，但会计处理会比较困难；况且企业目前的

成本核算主要是制造成本核算，并非完全成本核算，所以作为管理费用处理

环境责任费用应该是比较适当的。

2．非确定性环境负债的确认、计量与核算

非确定性环境负债，也称为或有环境负债，是指由于企业过去生产经营

行为引起的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责任。在过去的企业会计业务中，人们很少

关心企业环境责任引发的潜在环境责任承担问题，只有在切实遭受环境处罚

和赔偿时，才作为一项营业外支出项目处理，这种处理方式缺乏稳健性，所

提供的信息也是不完善的。企业环境会计应当借鉴或有负债的理论与实践来

处理环境影响责任问题。

如果环境责任很可能发生，且其导致的损失金额可以合理地予以估计，

就采用应计基础，计提或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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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管理费用——环境管理费用

贷：预计负债——预计环境负债

如果对企业的环境影响责任的发生属于“有可能”状态，则可以不计提

或有环境负债，但要在会计报告的补充资料中予以披露；如果企业环境影响

责任发生的概率很小，则可以不预提也不披露。

在美国，根据FASB的紧急问题工作小组发布的‘环境负债会计》的要

求，只要环境修复请求可能出现，企业就应该根据潜在的环境修复请求和可

能发生的修复费用加以独立地预计。

四、环境会计所有者权益的思考

在前文讨论企业环境会计模式选择和环境资产问题时，已经多次提到环

境会计的所有者权益会计要素，一些学者和其他研究者也对企业环境会计所

有者权益问题进行过研究。

从与宏观环境会计(实际上是指考虑环境因素的国民经济核算)相对应

的角度看，针对企业可以控制的生态环境资源资产化理论，提出企业环境会

计的所有者权益问题。例如，徐泓教授提出的环境资本——通过对企业能够

使用的自然资源按照环境资产的确认标准进行确认和计量后的金额，一方面

作为环境资产的入账价值，另一方面作为“环境资本”进行确认与计量。白

英防认为，“对于要求参与利润分配的环境资本，应重点体现在企业中那些对

整个国民经济和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的环境资源上，它们所具有的不仅是能

够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的能力；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态环境还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所以应确认为环境资产和环境资本。环境资本与其他资本一样，应

参与企业的税后利润分配。企业根据其环境资本、非环境资本对企业的不同

贡献确定一个利润分配比例后，那么环境资本的价值就可以确定。这一利润

分配比例一经确定，通常不作改动，环境资本与环境资本账户的数额也是固

定不变的”。但他没有阐述如何界定环境资本，也没有说明如何确定环境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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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环境资本的收益分配比例。

在2000年上海大都市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来自美国洛杉

矶研究所的两位专家，埃默里·洛文斯和亨特·洛文斯发表了题为。自然资

本主义论”的演讲。他们认为，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三种资本(加工资本、金

融资本、人力资本)外，还存在第四种形式的资本——自然资本，它由自然

资源和生态构成。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所研究的资本概念和内容，是经济学

中的资本，而非会计学的资本内容。

其他还有很多人研究过环境会计要素和核算体系，但很少涉及环境资本

或自然资本会计要素。而在研究环境资本的著述中，几乎没有人去认真研究

环境资本的分配问题，只有蒋梅博士谈到过。环境损益表中结转而来的环境

利润”。

在研究作为会计要素的环境资本的成果中，还没有人认真研究列于企业

会计账户中的环境资本的产权问题，而企业的其他资本都是有明确产权的。

如果将所述的环境资本独立作为企业拥有的资本，这种意义上的资本同会计

上所指的产权资本就有根本的不同。因为企业吸收投资人的资本形成企业资

产，它本身并不是资本的拥有者，而是资本的管理者、控制者和运用者，是

资产(而非资本)的法律产权主体，投资人才是企业资本的产权主体。如果

将环境资本视为企业拥有，那么是作为环境资产的法律产权主体，还是作为

环境资本的产权主体呢?这种界定极不清楚。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哪一位研究者能为环境资本找到一个合理、明确的产权归属。如果说

归其他资本所有者按其拥有企业其他资本的份额共同所有并共同承担风险，

那么就不具备实质性意义，因为无论是否存在环境资本，企业的正常收益和

风险本身就是按上述原则所有者共同所有和承担：如果把环境资本的产权界

定为国家(环境责任韵最高责任主体和环境政策的制定者、监督者)，那就应

当按照环境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例，将环境资本分得的利润上缴国家财政，

股份公司的股本中还要再加上一种股份——环境股，这好像也不是现实的选

择。同时，不同的企业控制的环境资源的份额不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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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应如何处理不同企业的环境资本问题呢?按照现有研究成果的逻辑，

那些以环境资源为主要获利手段的企业，如风景区、旅游地等，其环境资本

的比例一定很大，而那些冶炼、化工等强污染行业的环境资本反而低，需要

上缴财政的环境利润就越少，这种解释明显是不合理。

再者，如将国家环境资本应享有的收益转化为环保基金，也存在同样的

问题，即环境资本越大的企业，形成的环保基金数额越大；那些强污染行业

的环保基金有可能比较小。另外，如果企业停止经营，则尚未使用的环傈基

金如何处置?是转为环保机构代为管理，用于原有企业后续的环境负面影响

的承担?还是在清算时，由原有投资人分享剩余环保基金?这些问题都有待

进一步研究。

根据世界银行对192个国家的评估，物质资本仅占总国民财富比重的16

％，自然资本占20％，人力资本占64％。其中高收入国家人力资本比重占优

先位置，如德国、日本、瑞士，人力资本占国民财富总量比重的80％。但在

撒哈拉非洲地区人力资本比重很小，自然资本占国民财富比重超过一半

(World Bank，1995)。如果按照这样的评估结果进行企业实现利润的资本性

分配，还会有资本持有者进行投资吗?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将环境资本列

人会计要素的合理解释和处理方法，也不赞成独立确认和计量环境资本l也

许有人担心，如果不建立健全环境会计要素，就没有办法建立完整的环境会

计核算体系。其实没有必要为此而担心。如果不试图建立一个独立于现行企

业会计系统以外的环境会计体系，如果遵循企业整体观来研究会计的发展，

就不会发生这些麻烦和矛盾。

五、环境收入、环境费用和环境损益的确认与计量

从有关研究文献、资料来看，环境会计要素研究的主要成就表现在环境

资产和环境负债两个方面，环境收入、环境费用和环境损益同环境资本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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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一样，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一)环境收入

对于非专业环保企业来说，环境保护事业是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一

个必须具备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它是社会规范、环境意识觉醒和企业道德

的综合反映，是保持企业持续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企业不是直接为

了环境保护而开展环保活动，因此并不以经营环保业务为其生产经营活动的

主要内容。从纯经济资本意义上看，对于企业来说，环保是一项负担，因此

也不可能希望从环保活动中获得重要的直接收入或利润。但是，没有这些相

应的环保工作的开展，企业就有可能无法继续生存和发展，社会管理机构会

利用法规和行政权力，中止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处以巨额的经济处罚导

致企业无力继续经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企业不注重环保工作，

必然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当人类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企业也就

没有存在的基础和必要了。所以，开展必要的、符合社会规范的环保活动，

承担必要的、合理的环境保护费用，对于企业来说，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

目前，关于企业环境收入的研究还不深入。在己见诸报端的环境会计论

文中，研究者一般将环境收入(收益)作为必要的会计要素提出，但大多只

是概念性的描述，对其具体内容特别是会计核算方式与方法很少予以关注。

在已出版的几部环境会计著作和有关的博士论文中，直接研究环境收入(收

益)的也不是很多。部分学者是把环境收益与环境业绩评价联系在一起，作

为环境业绩评价一个方面的指标加以讨论。如李静江的“环境业绩和环境收

益”、乔世震教授等的“环境收益”，都属于这一研究类型。徐泓教授则将环

境收入区分为直接收入和间接收入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直接环境效益需要

从企业经营收入中分离出来，还提供了。影子价格法”、。直接扣除法”、“数

学分解法”等分离技术方法。蔡岩兵博士认为，企业环境收入是指企业在改

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及安全生产的环境保护方面所取得经济利益，列举的

环境收入项目主要是笔者下面谈到的间接环境收入项目。蒋梅博士的研究更

具体一些，她提出了对间接环境收入的计量与核算的思路，如对环保低息贷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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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利息节省，即将环保贷款与正常商业贷款的利息差异转为环境收益，实

际上是把原来计入经营收入的一部分分离出来作为环保收益。具体做法是：

借：财务费用(按商业贷款利率计算的环保贷款应计利息)

贷：长期借款——借款利息(按实际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环保收益(两者之差)

企业开展污染治理和预防工作往往会带来一些收入，这些收入可以分为

直接收入和间接收入两类。

直接收入是指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形成的产品销售或劳务提供形成的收

入，如利用“三废”生产、加工产品形成的销售收入、提供环境保护劳务形

成的劳务收入、排污权转让收入、废弃物处理收入等。从企业业务经营方面

看，这些业务都是为了保证企业经营战略和主要业务顺利实施的必要保障，

是企业战略和主要经营业务的支持系统运作下的产品生产和劳务提供。换句

话说，企业不是为了开展环保业务而开展主要经营业务，而是为了开展主要

经营业务，保证主要经营业务的顺利实旌，必须使废弃物的挥放、污染控制

达到相关标准才有目的地开展环保活动。 “绿色经营”、 “绿色生产”、“绿

色消费”等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核心仍然是“经营”、。生产”和“消费”。所以，

从这一解释来看，在非专业环保企业(一般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环保

生产和经营还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其收入也不可以列为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

只能作为其他业务收入来处理。过去将此类业务收入计入营业外项目的做法，

实际上还是把环境保护活动看成了与企业经营业务不相干的思想所致，应当

予以纠正。

间接收入是指企业开展环保活动产生的直接收入以外的企业收益。例如，

先进的环保经营水平会取得公众的好感，吸引消费群体，扩大市场销售份额：

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得到的税费减免；取得低息或无息贷款的隐形利息

收益：治理污染获得的政府补助和奖励；少付排污费以及避免污染罚款和环

境赔款的机会收益，等等。这些收入或收益，除了减免税、政府补助和奖励

等项目外，企业财务会计系统一般不予直接核算，但却是企业管理会计和企



对我国环境财务会计问题的研究

业决策过程中非常关心的决策影响因素。

环境收入核算示例：

(1)企业记录实现的利用“三废”生产、加工产品形成的销售收入、提

供环境保护劳务形成的劳务收入、排污权转让收入、废弃物处理收入时：

借：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

贷：其他业务收入——相关环保收入

结转相关成本时：

借：其他业务支出

贷：产成品、应付职工薪酬、递耗资产(排污权)、库存材料等

(2)取得政府环保补助、获得政府或其他机构的环保奖金时：

借：银行存款、其他应收款——应收补贴款

贷：营业外收入

(3)企业因利用“三废”进行产品生产获得减免税(先征后返)时，可

以按现行做法办理。有人主张将其转为环境收益，笔者觉得没有必要，因为

企业治理环境的资金也是企业经营资金的一部分，是企业经营资本获取收入

的一部分，只要在财务会计报告中予以揭示就足够了。

(二)环境成本和费用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会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按照

公平负担的原则，企业需要以某种方式进行赔付或补偿；企业也可以采取预

防策略，在生产经营活动开始之前和过程当中，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防止、

减低或避免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为防治、减轻、避免环

境污染，补偿对环境造成的损害，都要发生各种各样的环境支出，形成环境

成本和环境费用。

从会计核算的角度来看，一般将相关的环境支出区分为环境费用和环境

成本。环境费用是从会计要素角度考虑，与会计分期相联系并考虑与收入配

比关系的概念；成本则主要与特定产品或事项相联系，是将相关费用分配给

特定产品或事项的结果。在这里，笔者对环境成本暂时不予研究，主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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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费用问题。

朱小平教授、徐泓教授认为，作为会计要素的环境费用“是指某一主体

在其持续发展过程中，因进行经济活动或其他活动，而付出或耗用资产的转

化形式”。他们认为，环境费用具有如下特征：环境费用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环

境资产的减少，有时也体现为社会经济系统内物质资产的减少；环境费用的

发生是间断性与持续性并存的。环境费用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的耗减费用、生

态资源的降级费用、维持自然资源基本存量费用、生态资源的保护费用。这

无疑是一个全面环境费用概念，是对人类社会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相互影

响的综合的经济认识，但从企业个体会计核算来说，这样的环境费用确认与。

计量可能会相当困难。

蒋梅博士列举了环境支出的14个项目，包括环境管理费用、环境监测支

出、排污费、罚款与赔偿、污染清理支出、恢复支出、停工损失、无污染替

代增支、押金、研究与开发支出、环境认证费用、改良支出、集中治污分摊

费用、其他。她认为前9项直接影响当期财务成果；lO项～12项极可能影响

当期财务成果，也可能影响以后各期财务成果；而最后两项影响以后各期经

营成果。可以看出，这14项内容既有环境成本，也有环境费用；有的项目既

涉及环境成本，又涉及环境费用，可以说对环境会计要素中环境费用的确认

和计量是不明确的。

笔者认为，企业会计中的成本、费用理论和实践，同样适用环境会计中

的成本、费用。企业环境活动发生的支出，从长期来看，都会形成环境费用，

只不过有些环境费用在发生时予以对象化、资本化，形成环境资产成本，在

其有效的收益期限内，分期转化为环境费用，如企业环保设施的折旧。如果

这些环境设施直接服务于企业的产品生产或经营，应当作为产品生产和经营

的必要成本的构成，通过制造费用核算，计入产品或经营业务的成本当中，

在产品销售时转为销售成本，或在发生时计入经营成本；有些同类项目则不

计入生产经营成本，而是作为管理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如环保用无形资产、

递耗资产的摊销等；保持环保设施正常运转和发挥功效的环保用辅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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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计入制造费用，进入生产成本或经营成本；用于生产环保副产品的

环境费用，在发生时可能通过生产成本形成环保工作的副产品成本，在副产

品销售时才转化为其他业务支出，如环保副产品生产消耗有关材料、环保副

产品生产工人工资等构成的成本；环保罚款和环境赔款责任通过管理费用等

项目核算。对于企业来说，虽然环境罚款和赔款同样不是企业生产经营和环

保活动的目标，和企业的环保价值取向也是相矛盾的，但是企业经营管理者

应该能够合理预计可能面对的环境责任承担，如果不能根据环境政策和环境

法规的要求合理预期可能承担的环境罚款和环境赔偿，并争取在后续生产经

营中避免这些可能的损失，应当视为企业管理在环境问题上的失败，还应当

注意的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于某些可以预见的环境罚款和赔偿，企业

往往会有不同的对策选择。有的可能选择花费一定的成本，马上采取措施，

从而避免那些可预见性环境罚款和赔偿；有的则会比较治理成本与环境罚款、

赔偿成本，以选择成本较低者为企业政策。从这种现象来看，环境罚款和赔

偿本身就是管理决策的内容，理所当然计入管理费用项目。

应当注意，将各项环保收入、费用纳入现行会计核算体系过程中，要按

照收入、费用的性质和用途归到对口项目中去。为了保证提供合理的环境财

务信息，必须合理、科学地设置对应的环境收入、环境费用明细账户进行明

细核算。

(三)环境损益

在企业会计核算关系方面，一直存在“收入．费用=利润”的逻辑计算公

式，所以也有人试图构建同样独立的环境会计的同质性会计等式。徐泓教授

的系统环境会计思想，就体现了这一观念，但她同时提出采用传统的收入减

费用公式计算环境收益的方法是存在问题的。她指出，环境效益的确认、计

量中的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带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且收入与费用之问没

有一定的配比关系。按照笔者对环境收入、环境费用的前述处理原则和方法，

即使不考虑环境活动的潜在影响，也不可能直接应用“收入．费用=利润”这

一等式计算环境收益。
3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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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笔者把环保活动视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支持保证系统，其运行

的目标不是直接的盈利，运行费用理应作为生产经营成本、费用的必要组成

部分，计入产品成本或经营管理费用，所以为环保设旌运行发生的折旧费、

摊销费用、辅助材料费用等，均已计入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成本或费用之中。

其次，正如徐泓教授指出的那样，有关影响环境收益的环境收入、环境

费用的确认、计量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它们与相关生产经营业务形成的收

入、费用的分割是一件很复杂、很烦琐的工作。例如，利用。三废”生产的

副产品，其原材料成本如何计算?形成的副产品收入是否可以全额计入环境

收入?这一系列问题，在会计实务中都比较难以解决。这是本文不主张建立

“环境收入．环境费用=环境收益(利润)”会计等式和独立环境会计体系的一

个原因。

尽管不能建立环境收益的会计等式，但上述会计处理并不妨碍企业有关

环境财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因为较为独立的明细账户系统，可以对相关的

环境活动事项及其由此产生的环境财务影响，进行全面系统地确认、计量和

总结，完全可以满足信息披露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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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企业环境财务会计信息披露问题

一、企业环境信息的需求和披露动因

企业的环境影响，不仅仅是企业自身关心的问题，也是与企业有着直接

或间接关系的不同社会团体所关注的问题，更为社会管理机构规划社会和国

家各项事业发展所关注。因此，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及其结果的环境影响，必

须通过适当的形式，向社会各界关心企业环境影响问题的关系方进行报告。

(一)企业环境信息的需求者

信息是为目标定位服务的数据和消息，是对决策与选择发挥作用的，那

么企业环境信息的需求就是那些需要对企业的环境影响及其后果做出反应的

社会群体。随着环境问题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企业自身社会影响的提高，

环境信息需求群体也Et益扩大。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关注企业的环境影响?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

义社会初期，人类社会活动的环境影响完全能够被生态环境的自然承载能力

所消化，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同环境之问的冲突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随着资

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企业生产经营对自然资源

的消耗以及废弃物的产生急剧增加，导致对自然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而日益严重。笔者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

与发展，逐步引起环境承载能力的变化，但只有环境承载能力越来越接近项

端的时候，环境与人类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矛盾才日显突出，才会

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

经济理论、会计理论的发展也是在不断进步的。早期的经济理论和会计

理论没有充分揭示环境问题是正常的，但在当今社会发展状态下，环境问题

已经成为人们研究社会进步、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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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关心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在这种环境下，作为对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资源最主要影响群体的企业，其环境影响信息，已经成为企业自身开

展环境管理活动和其他利益群体对企业环境影响采取行动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信息。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以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为基本前提，提醒人

们都要以“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人类的惟一生存空间”的观念，关注每

一个社会群体活动的环境影响，决不允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

济高速发展。

在众多关注企业环境影响及其后果的社会群体中，可以把企业环境信息

的需求划分为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两大类。企业内部的环境信息需求者主要

包括股东、管理当局和职工(雇员)等。大多数研究者将股东和职工也列为

企业外部的信息使用者，但是笔者认为，企业毕竟是所有者的企业，虽然在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经济环境下，所有者也需要利用管理当局发布的

信息，但是他们比其他利益关系者更有权力、更可能便捷地得到企业内部信

息，特别是企业的主要投资人，他们本身就会有自己的代表参与企业的经营

管理决羡或执行日常管理事项。相对于此，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获取公司有

关信息的能力相对较差，但仍然要注意到，他们同企业外部的利益群体对企

业的关注程度有本质的区别；职工也是企业内部环境信息的需求者，因为他

们身临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对企业的环境影响活动比企业外部信息需求者

更直观、更确切。企业外部环境信息需求者包括政府、供应商、潜在投资者，

顾客、社区居民和公众等。

(二)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动因

环境信息对关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环境影响的利益关系方的管理与决策

是有用的，但是企业收集、加工、整理、分类、综合各种与企业环境影响相

关的环境数据，将它们按照各种目标生成各种信息，并以各种方式存储，有

选择地进行对内部和外部披露，要花费大量成本。那么企业为什么还要披露

环境信息呢?由此引发了关于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动因的研究和讨论，并形成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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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相关理论，以下作简单的介绍：

1．受托责任论

这一理论是基于企业受托经营责任理论和代理理论而产生的。企业受托

经营责任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特别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

情况下，企业形成受托经营责任。企业经营管理者依照委托权限、按照企业

所有者的要求开展企业运作和管理，因此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向委托人报

告委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这就是信息披露的受托责任理论的最初由来。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企业财务成果、企业运营安全和风险

的重要因素，并且己经成为企业经营责任和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投

资者关注投资安全性、收益性和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投资

者必须关注企业的环境影响信息，企业管理当局必须把环境信息纳人受托责

任报告中，以便投资者了解企业的环境状况和环境影响，做出科学、合理的

投资决策，

2．企业契约论

企业契约理论可以看成受托责任理论的发展。企业契约理论的视野更为

广阔，它将企业视为与其存在利害关系(直接和间接)方的一系列契约的结

合体，因此还研究和关注企业与投资者以外的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关系和

信息供应、信息需求。这一特征在环境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企业和其他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其使用权，

也都有责任保持公共物品的可持续供给和安全。企业生产经营对生态环境的

负面影响作为企业合约的组成部分，理应由企业进行合理的维持并向合约各

方报告环境责任的履约情况。从受托责任理论到契约理论。企业的责任范围

明显扩大了。

3．决策有用论

科学、客观的决策必须依靠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否则就是蛮干。

企业及其利益关系者的各种行为选择和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都有赖于相

关信息的支持程度。决策有用论正是建立在这种思想基础和实践总结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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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因此，为了保证内部和外部利益关系者以及关注企业活动的社会群体

进行正确判断和决策，企业有义务和责任向他们提供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和结果的多方面的信息，也包括日益受到各界关注的环境信息。

信息的决策有用理论的成立还有赖于两个前提条件的建立：一是利益相

关者对包括环境要素在内的有关对其利益产生影响的信息的认知程度和关注

程度；二是信息的质量，信息的质量是指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和及时性，

相关性、可靠性和及时性强的信息对于决策更加有用。

4．外部压力论

部分学者认为，企业对外披露环境信息及其他社会责任与义务履行情况

的相关信息是由于外部利益关系者施加压力带来的结果。这一理论与企业(社

会)契约理论具有紧密的联系。该理论也承认企业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之阋

存在着各种联系和利益制约，同时承认企业对社会其他利益群体负有一定的

社会责任。在环境信息方面，企业披露相关信息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政府、

法律规范、公众和媒体等方面。除了这些外部压力团体以外，社区、客户，

教育机构、竞争对手等社会团体也构成企业环境影响信息披露的外部压力的

来源以下仅以媒体为例进行说明。

媒体在当今信息时代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随着我国新闻自由、

舆论自由制度的不断完善，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日益重要。在环境保护领

域，媒体对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严重的污染事件的揭露，往往比封闭

式的行政处罚、法律诉讼等方式更有效，影响力也更强大、更广泛。在世界

各国，由新闻记者通过各种媒体揭露出来并被社会和政府关注和采取行动的

环境污染事件有很多。2001年9月‘中国环境报》以。黑水肆虐，美利不美”

为题，披露了上市公司宁夏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废水排放污染黄河的事件。

公司被勒令限产治污，补交排污费，并被罚款。企业如果不能如实地对外披

露生产经营的环境影响，一旦被媒体曝光，就会形成强烈的负面影响，其损

失和企业形象的损害程度，远比自身披露严重得多。

5．自主报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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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使用“自愿披露论”，是出于企业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社会公

德和企业自身利益与发展的考虑，自主、自愿披露生产经营活动的环境影响

信息的一种观念。一般情况下，企业不会毫无目的地加大自身信息生成和报

告成本，对外界扩大环境信息的加工和报告的工作。作为一个经济利益主体，

其大多数决策选择都是与其相关的经济利益分不开的。企业自主披露环境信

息，首先，为了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的环境政策和环境理念，表明企业的环

境立场：其次，自主披露比被查出隐瞒环境不利影响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再次，如果是企业的优良环境行动和影响，又可以提升企业的名声和社会地

位，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提升企业经营业绩；最后，自主披露不良环境影响，

也许会受到来自法律和政府管理机构的处罚，但是多数经营管理者已经意识

到，在环境保护热潮不断高涨的市场环境下，环境保护工作是必须予以重视

的问题，是企业迟早必须解决的问题。自主披露很有可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

帮助，如环境专项基金贷款、政府低息贷款等资金供应，以便快速解决企业

自身的环境问题。

关于环境信息披露动因理论的总结

无论理论上如何总结和描述，现实生活中，企业都在逐步扩大包括环境

信息在内的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范围，披露方式也在逐步改进和完善。以上

每一种观点和理论都有作为研究前提的基本经济理论，都有各自的研究视角，

因此没有哪一种信息披露动因的立论是错误或不适的，也没有哪一种理论可

以完全取代另一种。因此，要想完整地阐述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动因理论，

就应当是上述观点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企业提供环境信息的方式

(一)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现行方式

为了提高环境信息的可利用性，除了加强环境信息的生成与管理的质量

外，还有必要研究其披露方式的科学性、合理性。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主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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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四种选择：第一，在企业传统的信息披露方式下将环境信息融入的合并

报送方式。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信息披露的各种报告形式

中，根据需要和可能，同时披露相对应的环境信息。例如，在企业年度报告

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分别披露企业的环境工作目标、环境方针与政策、主要

环境活动领域与环境程序、环境投资、环境损失、环境财务收支及其他环境

信息；第二，设立较为独立的环境信息报告段落。该种方式仍然将环境信息

视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信息的组成部分，但在具体操作上与前者不同，不是

在企业相关的对内、对外报告的各个部分加入环境信息，而是采用独立部分

予以报告。比如，在企业年度报告中，单独增加环境活动报告部分，将管理

机构和法规要求披露和企业自愿披露的环境信息，采取文字叙述、表格、图

形等形式作专门报告；第三，编制独立的会计报告。将企业环境会计系统生

成的环境会计信息及其相对应的环境生产信息等联系起来，编制出以价值量

环境信息为主、非价值量信息为辅的独立环境会计报告；第四，独立编制环

境报告。该种形式采取了完全独立的方式，将环境信息编制成独立于企业任

何对内、对外报告之外的环境报告书，全面反映企业的环境活动事项及其财

务影响，西方国家企业大多采用这种方式披露企业的环境信息。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环境信息披露研究还主要局限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实质上是把环境信息披露看作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但从研究内容上看，专门

的环境信息披露却远远超越了环境会计能够提供的环境信息范围，包括了环

境状态信息、环境技术信息等内容，这些环境信息不都是通过环境会计系统

生成的，而是通过企业的环境生产核算、环境监测记录与环境统计等方式形

成的，因此也不属于环境会计信息。由于研究者总是希望将环境会计核算与

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统一起来，所以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按照传统会计的

研究思路，仅仅核算、反映和报告环境问题引发的可以通过会计系统确认、

计量、报告的价值信息，从而将企业环境会计完全纳入现行企业会计核算体

系当中；要么扩大环境会计的核算、反映和报告的范围，将环境问题的实物

量核算(环境生产核算和部分环境统计核算)纳入环境会计范畴。正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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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歧和两难选择，导致了环境会计核算、反映和报告内容在有关理论和

实践方面的严重差异。

基于前文的分析和研究，笔者认为，将企业环境信息不加区分地理解为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范围的思想是不符合环境管理、环境核算和环境信息披露

的实际情况的。从世界各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实际情况来看，所披露的环

境信息绝不仅仅是环境会计信息，甚至可以说主要的不是环境会计信息。但

这并不是说环境会计信息不重要，企业毕竟是～个经济利益集合体，是一个

资本运作主体，追求盈利仍然是企业始终未曾改变的主要目标，企业环境问

题最终也会体现在不同阶段、不同形式的经济利益方面上来。但应当看到，

在企业众多的利益关系方中，除了投资人、管理当局、债权入和潜在投资者

等群体外，在环境问题上，直接关心企业环境收益的并不多，即使在上述列

举的利益关系人当中，对企业环境收益的关注程度也不同，如投资人、潜在

投资人和债权人主要关心企业是否会因为环境闯题而导致重大的经营风险，

能否保证预期利益的实现，他们更关心企业主要经营业务的盈利水平及其稳

定性。其他利益关系人则主要关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环境负面影响程

度以及对自己生存和发展环境可能造成的现实和潜在危害。比如，社区居民、

社会公众、媒体、顾客、社会环境管理机构、民间环保组织等利益关系人，

主要关心的是企业污染物、废弃物的排放状况和减低程度、对生活的影响程

度、对大气和水体及生活环境的改进程度等方面的问题，至于企业花费多少

成本完成环境保护和环境改善目标，他们并不是很关心。从这一角度来看，

利益关系方对企业的环境信息需求还具有差异性。只有很好地认识到这些实

际状况和差异，才能更好地把握合理的环境信息披露方式。

(二)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方式和选择

在上述环境信息披露的方式中，即使是独立编制的环境会计报告，其披

露的环境信息内容也不仅仅是环境会计信息，仍然包含大量的非会计信息。

因此，如何处理环境信息披露中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是～个值得研究的

问题。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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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报告书中的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

在上述环境信息披露方式中，受国际企业和联合国环境组织推祟的是独

立环境报告书，并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编制并对外报告。这种环境报告是一份

全面的环境信息报告，但不同组织的环境报告书格式有很大差异，对环境会

计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差异更大，联合国规划署提出的环境报告书对环境会

计信息的要求比较严格和详细，包括生产投入、产出、存货方面的环境财务

信息和直接性环境财务信息(资产、负债、经常性支出、环境成本、环境经

济手段等)；而美国环境经济联盟的环境报告书格式中，并没有直接的环境会

计信息要求，环境政策、法规要求，各方面的环境影响的生产环境信息所占

比重较大，财务信息相对分散地表现在各有关项目之中，对于理解和使用来

说存在困难。相比较而言，笔者更倾向于联合国规划署的做法，即在比较集

中的部分，结合环境生产信息，披露企业环境会计信息。

2．在公司对外报告中披露环境会计信息

对于没有独立编制环境报告书的企业，受环境法规的约束，一般通过企

业对外报告的形式披露企业环境信息。我国目前大多数企业都是通过年度报

告的形式对外报告包括环境会计信息在内的有关信息。但由于我国非上市公

司的报告公开程度极为有限，其信息披露服务范围相对狭窄。在实际工作中，

年度报告中包括的环境信息内容很少，不能满足利益相关者的环境信息需求，

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说，非上市企业编制独立的环境报告书，

披露企业的环境影响状况和对财务状况的影响，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如果采

取年度报告中披露环境信息的方式，也应当在固定段落中集中报告。不仅要

报告环境状况，还要对应地报告对财务状况的影响，包括环境投入、环境负

债、环境收益的全面报告。

3．独立编制环境会计报告

徐泓教授、蒋梅博士都提出编制独立的环境会计报告的设想，美国Baxter

公司的环境会计实践也编制出一份独立的环境会计报告，但从理论和实务上

看，独立编制环境会计报告的难度非常大，且与企业对应期间的财务会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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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协调也将十分困难。因为环境会计报告中的所有内容也是企业财务活动

的组成部分，都应当在企业同期财务会计报告中进行反映。编制的环境会计

报告只能是企业环境活动财务影响信息的细化报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将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纳入

企业的环境报告的方式，可能更适应企业报告环境信息的实际情况，也能更

好地为环境会计信息需求者提供高质量的、全面的信息内容。

三、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和特点

到2002年为止，我国政府法律、会计职业团体还没有独立、明确地提出

有关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规范和要求，这与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比较晚、

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还不发达有关，也与我国环境保护政策、法规

的健全程度以及实施的有效程度密切联系。但这并不表明我国不重视企业环

境保护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同时，我国企业界的有识之士也对我国环境状

况及其发展给予关注，并在自己企业的运营过程当中，探索企业经济与环境

保护的协调发展问题。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基于企业自愿、社会压力和相

关环境法规的影响，逐步探索环境信息披露的方式和方法。

在我国众多的企业中，上市公司具有规模化、股权分散化、筹资渠道多

元化等特征，也是备受公众、市场和社会关注的企业部分，在一定程度上，

被认为是制度先达、管理科学企业的代表，因此，社会各界对上市公司给予

很高的地位和期望。与一般企业相比，上市公司在会计核算、信息披露方面

具有更加规范、更加透明、更加全面的特征。一些企业信息的披露制度和规

范，大多从上市公司开始试点，然后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推广到各种类型

的企业中。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紧迫，也对上市公司及其环境信息披露提

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公众公司，人们更加关注上市公司对公司环境问题的态

度、立场和行动，也希望从公司对外报送的报告中找到公司对这些问题的回

应。因此，我国环境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以上市公司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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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人手的，这同国际环境会计及其信息披露研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一)公司上市时的环境信息披露

2001年，耿建新教授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一次样本

调查与分析，选取了冶金、化工、煤炭、电力、建材、造纸、酿造和纺织等

强污染行业的30家企业，对各公司招股说明书、年度报告等重要的信息发布

资料进行了整理和挑选，基本上没有发现有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明确表述

公司环境政策与方针、环境目标、公司主要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支出或成本

等重要的环境信息。2005年，李永臣教授又对近几年强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

境信息披露的基本债况进行了调查得知，我国上市公司自主、自决披露环境

信息的程度不高，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严重不足，需要改进。

(二)公司持续经营过程中环境信息的披露

企业对环境的影响是连续的，随着企业环境保护意识的转变，环境行动

的开展以及生产经营战略’、方针的变化，企业的环境影响也会发生相应的改

变。但是，根据调查我们发现，公司发行上市时，还有一定的环境信息披露，

而在持续经营过程中，对环境信息的披露关注严重不足。

以上情况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目前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很低，环境会

计信息披露很少且不全面，缺乏直接的可利用价值。产生上述结果实际上是

一种非常正常的表现，是与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进程以及对企业环境信息披

露的强制性规定相吻合的，也是与我国企业、公众甚至政府管理机构的环境

意识、管理政策相一致的。正如耿建新教授等所分析的那样，虽然已经颁布

了诸多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但大多是综合性的规范条文，缺少相对应的

实施细则，也没有对企业的环境核算和报告提出具体的、强制性的要求。在

上市公司方面，由于中国证监会负责上市公司证券发行资格和上市资格的审

查、批准工作，所以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公司的约束力，往往显得比国家颁

布的环境法律、法规的约束力更强。但是，由于上述靓范不仅笼统，对环境

会计信息披露也未作明确规定，而且仅要求在发行人发行证券的阶段作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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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并不要求发行成功后作继续披露。所以，上市公司在当时的环境信息

披露的实际状态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四、关于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的启示和建议

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可以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企业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与政府的环境政策和环保法规的健全

性、可操作性及检查的严肃性密切相关。结合美国等国家的环保事业的发展

历程和我国的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

无论一个企业的环境意识如何，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和环境信息(包括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必要制约条件就是严格的环境管制和法律程序。政府

必须明确自己的环境政策和指导思想，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具有操作性的

法律、法规，建立严格的环境标准，同时还要进行严格的环保执法检查，利

用行政、经济和法律多种手段，对违反环保法规的行为和主要责任人进行严

肃的处罚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

第二，环境信息，包括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只有设立强制性的规定，

才有可能使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走上全面、系统、规范的轨道。查阅已经公

布的2006年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得到的结果是令人吃惊的。我国《环境保

护法》及其他相关环境法规已经颁布多年，且在不断完善之中，可以说，环

境问题已经成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对于重污染行业的

公司而言，应当是关键因素，理应成为企业重点关注、研究和报告的主题之

一，但很遗憾，这样的结果并不存在。因此，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规范的要求，建立、健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规则刻不容缓。

我国基本没有建立起企业间的有关环境问题的协同组织及相应的组织规

则，如美国环境经济联盟(CERES)、北美及欧洲产业界为核心组织的公开环

境报告初步行动组织(PERI)等，也就没有这种环境组织内部制定的统一的

环境行动纲领、指引和环境信息披露的统一要求或引导性规定。我国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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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组织(如环境学会)仍有准官方的性质，企业的参与程度不够。

第三，应当建立与健全证券发行时环境信息披露与持续环境信息披露。

经查阅，大多数是公司股票发行(新法、增发、配股)时的招股说明书中，

一般会讨论环境限制因素及其对生产经营或财务成果可能带来的影响，并且

大多反映在招股说明书中的“行业风险与对策”的说明段内。从上市公司的

招股说明书同年度报告中所披露的环境信息的比较来看，证券发行或上市时

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要远远好于持续经营过程的环境信息披露，所有这些

都表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因主要来自管理机构的制度规定，也说明

企业自身对环境问题的关心程度和自主披露环境信息的动力严重不足。

第四，要确定相对固定的环境报告方式并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提出规范

要求。从调查的结果看，在企业选择环境信息披露的方式上，既没有独立的

环境会计报告方式，也没有独立的环境报告书方式，在所有发布环境信息的

上市公司中，主要选择了与公司需要公开的其他报告(招股说明书、年报、

期中报告等)混合编报的方式，而且所占比例很小，信息数量和质量都不能

令人满意。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到底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确实是一个值得研

究和思考的问题。李连华博士认为，应当将环境信息与财务信息分开披露，

因为合并报送具有以下缺点：一是合并报送容易引起混乱，导致对会计信息

的误解(财务信息和环境信息所反映的内容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二是合

并报送实际上降低了环境信息的重要性，无论是采取表内确认，还是选择表

外披露，都将环境信息置于附属地位。从现有文献的查阅结果可以发现，由

于我国会计学者研究的重点是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选择的主要信息披露方

式就是绿色会计报表披露、会计报表附注披露和财务情况说明书披露。这种

环境会计信息与企业环境信息的范畴和口径是不一致的，所以很难与国际上

其他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方式的选择相比较。

笔者认为：

(1)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应当是全方位的环境信息披露，不仅包括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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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会计信息，还应包括非财务环境信息。

(2)应当针对不同性质的企业实施不同的环境信息披露方式。如果考虑

到与国际接轨的需要，那么至少我国的涉外企业、跨国经营公司、对外贸易

占较大比重的内资公司应当选择编制独立的环境报告书的形式披露环境信

息，以规避发达国家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也为国内其他企业未来环境信息

的披露做出有益的探索。对于其他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既可以选择编制独

立环境报告书的形式，也可以采取编制绿色会计撮表的形式，鼓励企业从现

在起就开始按照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的要求编

制环境报告(实际上，按照公告要求，从2004年开始，超标准排放污染物或

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总量规定限额的污染严重企业就必须编制环境报告书，并

在指定媒体上公布环境信息)，最低要求也应当仿照“中国石化”的做法，在

企业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环境信息，但还要增加具体的实物量指标和价值

指标：中小企业可以在选择编制绿色会计报表，或在报表附注、财务情况说

明书中披露相应的环境财务信息并定期向环保部门报送实物量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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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

两年半的研究生生涯转瞬即逝，在研究生的生活即将结束之际，我仅在

这里对两年问关心我、帮助我成长的诸位老师、同学，朋友表示我的由衷谢

意．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迟旭升教授．两年多来，我得到了迟老师的悉

心指导和谆谆教诲，不但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上使我受益匪浅，同时，迟老师

乐现．豁达，认真严谨的人格魅力永远值得我去学习．尤其在论文写作当中，

从论文的选题到论文的最后完成，老师都给予我莫大的帮助，可以说这篇论

文能够圆满完成，迟老师的鼓励和支持是最大的保证．

其次，我要感谢会计学院的所有老师，本人在研究生学习的两年中，正

是在他们的教导下，我才得以掌握会计学的基础知识，了解到更加广阔和高

深的专业知识，不断开阔自己的知识视厨’，也才使论文的写作成为可能。

再次，还要感谢与我一起攻读硕士学位的舍友和同班同学．大家在学习，

生活中结下的友情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与她们在一起探讨问题，交流

资料，使我受益匪浅．祝愿她们在以后的生活工作中一切顺利，万事如意!

最后也是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我的父母，他们的理解，关爱永远是我最大

的精神动力，言语的感激在他们的付出面前是多么苍白无力，只希望未来我

能以我最出色的人生换得他们最欣慰的笑容!

郛伟

2007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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