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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

者，也是资源能源的重要消耗者，企业

的经济行为在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在消耗大量有限的资源。目前，来自

外部的诸多压力使企业管理层越来越

关注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环境管理会计

信息，而传统会计无法为企业的决策提

供所有相关信息，企业要适应国际化的

竞争并制定相关决策以实现可持续经

营和发展，就需要环境管理会计和传

统会计的结合。笔者认为，为完善我国

环境管理会计的相关内容，主要应做到

以下几点：

（一）完善环境和会计法律法规体

系

在现代经济社会，追逐利润是生

产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的根本动力，如果没有来自政府

和社会层面环境法律法规的压力，环

境管理会计体系不可能在生产企业内部

自觉生成。我国体现环境管理会计的

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国证监会1997年

《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一号<招股说明书的内容

与格式>》和1999年《公开发行股票公

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

<法律意见说明书的内容与格式>（修

订）》中对企业经营活动是否符合环保

要求、企业是否因违反环保方面的法律

法规而被处罚等环境信息的披露做出

规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68条所

提出的“上市公司应关注环境保护、注

重公司的环境责任”以及《关于企业环

境信息公开的公告》所明确的“企业必

须公开的环境信息”。尽管这些法律法

规对保护环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

是其覆盖面还不全面，各项实施细则

还有待完善。为规范企业的经济行为，

保护公众的利益，笔者认为，政府有必

要完善相关的环境法律法规，对企业

损害环境的行为严格处罚，以促使企业

主动控制环境成本，主动将外部环境

成本内部化。政府也可以尝试确定并

公布重污染企业及环保型企业的排名，

对于环保达不到既定标准的企业，政

府应当追究其所引起的外部环境损失，

并要求企业承担治理成本以履行其作

为生产者的责任；对于环保达标并且

环境成本已经内部化了的企业，政府除

应给予政策优惠外，还应当及时加以宣

传，以形成良好的环保氛围。此外，我

国还没有具体的环境会计准则，环境审

计也基本空白，因此，政府应制定环境

会计和环境审计法规，使企业对环境

成本的计量、控制、披露有法可依，促

使企业从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过渡到注

重长期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环境效

益的统一。

（二）健全绿色税收法律体系

作为政府主要的经济控制手段，建

立健全绿色税收法律体系是环境管理会

计实施的基础。政府应通过开征环境污

染税、完善资源税、调整消费税、健全

绿色关税、对一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

为或设施给予税收减免等方式，健全我

国的绿色税收法律体系，从绿色税收角

度去约束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行为，

充分发挥绿色税收对环境保护的调控作

用。对破坏和有损于环境的行为课税，

是遏制我国生态环境恶化、提高生产企

业和其他经济主体生态意识的有效可行

的途径。

（三）培养环境管理会计人员

环境成本的计量问题是困扰环境

管理会计发展与应用的关键问题。企业

由于自身经营条件不完善，还不能对污

染物的排放进行测量、还不能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进行评价。环境管理会计涉及

生态学、环境经济学、会计学等多方面

知识，政府和企业要努力建立和培养一

支高素质的、兼具会计和环境知识的管

理人才队伍，从技术上保证企业对环境

成本的计量与控制。

（四）量化环境绩效评价方法

企业对环境管理会计的运用最终

会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目前国内外对

环境绩效的评价标准已形成了比较完

善的指标体系，这为合理评价企业的环

境绩效提供了依据。但是根据这样的指

标体系，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只能大致判

断企业环境绩效的优劣，并不能从数量

上为企业的环境绩效打分。为此，企业

的管理会计人员和利益相关者可以运用

量化评价方法如模糊综合评价法、功

效系数法评价企业的环境绩效，量化

评价分值不仅能解决企业的利益相关

者难以对企业的环境绩效量化评价的

问题，而且能直观地反映企业环境绩

效的优劣，进而激励企业采取有效措

施提高环境绩效。■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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