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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环境会计在我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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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对环境会计的研究还处

于探索阶段，会计在环 境保护方面的作

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运用会计学的

基本理论与方法，采用多元化计量手段

和属性 ，对企业和其他 组织对环境产生

影响的经济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进行连

续系统 分类、核算与监督，可以 为企业

内、外部有关决策提供相关信息。

（一）我国建立环境会计面临的挑战

1.环 境会计制度不完善，缺乏具有

可操作性的相关准则。到目前为止，我国

还没有相关的环境会计准则、制度对企业

是否运用环境会计进行约束，企业通常

不会主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即使有些

企业有披露环境信息的动机，但由于目前

还没有可操作性的会计准则，还满足不了

实务会计的要求，也会选择暂不披露。

2.企业并没有真正 形成环境责任意

识，也没有理顺环 境与发展的关系，对

环境会计的必 要性认识 不足，没有树立

正确的资源环 境价值观，而且，环境会

计要求在传统会计上加上环境成本，企

业自然不感兴趣。

3.一些环 境问题的准确计量有困

难。由于生 态 系统的复杂性 和不确 定

性、可利用技术与方法的限制性，使得

环 境成本的核算较为困难，尤其是污染

成本的计量更为复杂。

4.缺 少实践经验，研究的内容还缺

乏系统性。目前我国环境会计研 究多数

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企业环境支出的

会计处理不规 范，缺乏可比性，企业存

在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在没有法规 压

力下，不愿意披露环 境会计信息，另一

方面 又期待国 家法 规 和准则体 系的 完

善，对环境会计实务做出指导和规范。

（二）建立环境会计的基本框架

1.确定环境会计主体

在环保部门设置环境会计机构，核算

所辖范围环境会计业务，各企事业单位按

期向环保部门提供必要的环保核算资料。

2.确定环境会计核算对象。环境会

计应以 环 境业务的类别为核算对象，其

类别有：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牧地资

源、海洋资源、水资源、人力资源、旅游

资源、环境污染（包活三废污染和其他污

染）、环境治理等。在各个类别下，环保

部门以 企事业单位作为具体核算对象，

企事业单位以 具体项目为核算对象。

3.环境会计信息的内容。

（1）环 境资产或环境成本。环境资

产是指由于符合资产的确认标准而被资

本化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是指因企业

管理活 动对环 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或

被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以 及企业因执

行环 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

环境成本应在其首次得以识 别的期间加

以 确认。一些不会在未来给企业带来经

济效益，或者与未来收益没有密切联系

的成本，不能将其资本化，而应作为费用

计入损益。

（2）环境负债。环境负债是指企业发

生的、符合负债确认 标准并与环境成本

相关的义务。环境负债不一定有法律上的

强制性，基于本企业商业信誉的考虑，企

业可能将其超出法律规 定的清除污染标

准作为自己的政 策，在这种情况下确认

环境负债需要企业管理部门作出有关环

境成本的承诺，否则不能视 为环境负债。

（3）环 境收 益。环境收益是指会计

主体积极参与治理污染直接或间接产生

的收益。比如 利用三废生产产品 将会享

受对流转税、所得税等税种免税 或减税

的优惠政策，从 而增加税后净收益等。

（4）环境支出。根据我国现行有关

法律，企业就其生产经营活动对环 境造

成的损害需要进行赔付和补偿，也可能

会提前或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采取积极的

措施主动治理可能发生的污染，这些支

出会影响到企业当期或后期的损益。

（5）环境绩效。根据使 用对象的要

求，环境会计信息中反映环境绩效的内容

应包括三方面：环境法规执行情况（包括

执行的成绩和未能执行的原因）、环境质

量情况、环境治理和污染物利用情况等。

（三）建立环境会计的对策

1.以 可持续发展观作为环境会计的

指导思想。我国对环 境会计的研究还仅

限于在传统会计基础上的局部创新，尚

未系统地从 经济、生态与社会的协调发

展，对环境会计进行实证性、规范性的

深入研究与可操作性实践。笔者认 为，

应将现代企业定位 为“社会生态经济人”，

将研究视 角从 单一的会计学领域转移

到环境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与

会计学有机结合的研究与应用上来；将

微观层面的企业环境会计与宏观层面的

“绿 色 G D P”有机统一起 来，形成前者

为后者提供基础数据、后者为前者提供

指导原则的互动机制。

2.建立健全环境法规保障体系和绿

色技术支持系统。国外成功经验表明，政

府在环境会计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

作用。笔者认 为，应尽快加 强环境法规

保 障体系与绿 色技 术支持系统的建设。

其主要措施 有：加 强环境资源的立法与

执法，明晰环 境资源产权；建立全国财

政补偿体系和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作为

环境会计运行的资金支持系统 ；制定环

境会计准则与制度；加 强环境资源的保

护、监测和计量技术的研发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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