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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环境审计现存问题及改进措施
王勇■

（一）我国国有企业环境审计存在的

问题

1.部分国有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环

境审计方面投入不足。部分国有企业管

理层的环保意识不强，企业在内部开展

环境审计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强制检查，

避免上环保失信“黑名单”，这直接导致

了企业内部开展环境审计的积极性不

高，环境审计方面投入不足，加大了环

境审计的难度。

2.相关法律法规尚需完善，进入操

作层面执行困难。目前我国与环境审计

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审

计法实施条例》、《审计机关国家建设项

目审计准则》等，就环境方面，我国相

继颁布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

法》、《大气污染法》、《固体废弃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从

内容上看这些法律法规均不够具体，缺

乏可操作性，审计人员做出客观判断时

面临缺乏环境污染、温室气体排放方面

的参照数据，多部门参与导致协调沟通

不畅等问题。近几年，我国在建设审计

指标体系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如编制水

环境审计指南等，但目前还没有真正建

立权威性的审计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

使得国有企业实行环境审计较困难。

3.国有企业环境审计研究有待进一

步深入。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成熟的环

境审计理论体系，人们对于环境审计的

含义、主体、范围、审计方法等问题还存

在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

4.国有企业环境审计专业人才匮

乏。相对于其他审计形式，环境审计需

要的专业知识面更为宽广和深厚，而目

前国有企业中从事环境审计的人员大

部分是具有财务审计专业背景的人员，

知识结构单一，对环境、化学、生物以

及环境法学等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限

制了企业环境审计的发展。   

（二）国有企业开展环境审计的改进

措施

1.明确环境责任，提高企业管理层

的环保意识。我国政府于2015年11月印

发了《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试点方案》，标志着环境责任追究试

点工作正式展开，但该方案只是针对各

级政府行政负责人的环境审计，并未包

括国有企业。建议将国有企业纳入领导

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范畴，以

推动国有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履行环境

责任、提高企业管理层的环保意识。

2.建立企业环境内部审计制度，积

极引导注册会计师开展环境审计业务。

ISO14000国际环境管理系列标准中对企

业开展内部环境审计做了具体要求，我

国国有企业可以借鉴该系列标准，在现

有内部审计制度的基础上增加内部环境

审计范围，采用风险评估技术与计算机

审计技术，对企业的环境风险管理过程

以及企业环境管理系统进行审计，最终

提出内部环境审计报告，国有企业特别

是一些高污染行业大中型企业的内部环

境审计报告需要定期对外公布。另外，

从审计职能上来说，企业内部环境审计

除了要履行监督职能之外，应更注重评

价职能，目的是给企业管理者提出环境

管理改善有用的信息。

目前进行环境审计的机构主要是政

府审计机构和一些大企业的内部审计机

构，民间审计较少参与其中。应积极引

导国有企业外聘注册会计师进行环境审

计业务，让注册会计师与其他环保专家

一起对企业的流程及其环境的后果实施

全面审计，建立注册会计师在环境审计

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相关机制。

3.完善环境审计的相关法律法规，

构建环境审计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应

加强环境审计法律、法规建设，赋予环

境执法部门更多的职权，完善环境污染

损害赔偿制度，使环境审计真正做到有

法可依、有法必依，以促进环境审计的

健康发展。其次，环境审计评价指标是

环境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人员应

遵循客观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可操

作性、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

原则来设计出普遍、适用的环境审计评

价指标。当然，行业之间、同一行业的企

业与企业之间，审计评价指标可能不一

样，具体审计时应组织专家组进行讨论，

结合行业特点以及自身技术特点增减评

价指标，确定指标之间的权重等。

4.加深理论研究，加快专业人才的

培养，给企业环境审计以“智力”支持。

要吸收具有生态、经济、矿业、地质水

资源、海洋等知识背景的专业人才加入，

积极探索财经院校与资源环境院校联合

培养审计专业人才的模式，对环境审计

理论和实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建议推

行环境审计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借鉴国

外的研究成果和实践，同时结合我国实

际情况，制定政策以推动和规范我国环

境审计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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