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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查阅国内外大量关于环境会计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对环境会计的的定义进行探讨，接着对国内外环境 

会计的研究文献和应用进行了综述，最后对我国环境会计的研究进行了总体评述和展望，并提出了自己的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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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环境会计的定义 

环境会计是一门边缘学科，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理论界公 

认的定义。国内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一)国外会计学界的定义 

英国学者R．H．格瑞认为，环境会计是“一种人造和自 

然资本增减的会计，最为重要的是，在二者之间转换的会 

计”。加拿大审计署的D．B．罗宾斯坦认为，环境会计是“在 

为了交易和促进公共福利、为了创造未来用途的财富以及保 

护资源时，根据资源管理者和资源所有者一致同意的惯例来 

核算和计量这些资源耗费的会计”。加拿大学者霍金森认 

为，环境会计“即用货币单位表示又用实物单位表示的，有助 

于改善整个社会环境资源的会计。” 

(二)国内会计学界的定义 

按照《现代会计百科辞典》收录的词条，认为环境会计 

是指“从社会利益角度计量和报导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的 

社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及管理情况的一项管理活动。它旨 

在指导经济资源做最有效运用及最佳调配，以提高社会整体 

效益。”孟凡利博士认为：“环境会计是企业会计的一个新兴 

分支，是运用会计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采用多种计量手段 

和属性，对企业的环境活动和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和现象 

所做的反映和控制。”李连华博士认为：“环境会计是利用会 

计学和环境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采用货币计量和非货 

币计量单位，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涉及的环境要素及其 

结果进行计量、记录、揭示与评价的信息控制系统。” 

笔者认为，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对环境会计的定义必 

然就会存在差异。虽然环境会计是围绕着环境问题而展开 

的，但人们对环境会计的具体概念与本质却有不同认识，目 

前国内外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环境会计由宏观和微观两个层 

次构成，宏观环境会计主要是指国民经济环境核算，微观环 

境会计是指企业等微观主体与环境有关事项的核算。 

本文所探讨的环境会计，是以微观层次上的企业为核算 

主体的，不考虑国民经济的核算问题。因此笔者对环境会计 

的定义是：“环境会计是以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基础， 

以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采用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 

单位，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涉及的环境要素进行确认、计量 

和报告的会计。” 

二 环境会计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环境会计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英国 

《会计学月刊》1971年比蒙斯的《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 

研究》和 1973年第2期马林的《污染的会计问题》两篇文章 

为代表，揭开了环境会计研究的序幕。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环境会计研究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 

位。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已制定了第5号准则《或有负债会 

计》、第89—13号公告《石棉消除成本会计》、第 90—8号 

《污染处理费用的资本化》和第93—5号公告《环境负债会 

计》。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主要完成的研究报告有：《环 

境成本与负债：会计与财务报告问题》和《环境绩效报告》。 

日本环境厅也发表了《关于环保成本公示指南》，从而使日 

本的环境会计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道路。并随后发布了《面 

向环境会计(2000年报告)》和《环境会计指南》，以指导企 

业进行环境财务事项的确认、计量和报告。 

(二)国内研究现状 

1、专著。较为早期的环境会计专著应当首推徐泓教授 

的《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1998)对环境会计框架、 

基本假设、对象、要素和计量方法的基础理论作了归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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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基本建立起我国环境会计的实务框架，对环境资产(宏观 

和微观)、环境费用、环境成本的核算提出了基本模式，并对 

环境绩效和环境报告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孟凡利编著的《环 

境会计研究》(1999)对环境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环境会计的 

本质、环境会计信息系统的构建、环境问题的财务影响、环境 

绩效、环境会计控制、环境会计分析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2002年，乔石震、乔阳编著了《漫画环境会计》，对环境会计 

的基本实务思想和国外的环境会计经验作了通俗易懂、生动 

活泼的介绍。2003年，郭晓梅编著的《环境管理会计一将环 

境因素纳入管理决策中》主要从管理会计的角度介绍了国 

外环境管理会计的发展进程、环境成本会计、考虑环境因素 

的投资决策与绩效评价等问题。同年，李静江所著的《企业 

环境会计和环境报告书》，采取了国外先进经验介绍的方式、 

对环境会计的发展、环境会计要素、环境信息披露、环境会计 

实务及环境报告书进行了叙述和研究。最近这几年也陆续 

出版了一些环境会计专著，如许家林、孟凡利编著的《环境会 

计》(2004)、魏素艳等编著的《环境会计：相关理论与实务》 

(2005)、李永臣的《企业环境会计研究》(2005)、张英的《构 

建我国环境会计体系的研究》(2006)。他们都对环境会计 

的基本理论和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推动了我国环境会计的 

发展。 

2、期刊论文。我国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有介绍、 

引进环境会计的文章，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直 

到最近几年，我国的环境状况极度恶化，才使得这一课题的 

研究成为热点。2008年6月，笔者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enki)中的关于环境会计的国内研究文献进行了检索，检索 

到从2000年到2007年期间，我国关于环境会计的研究文献 

共 865篇(见表 1)： 

表 1 2000—2007年环境会计研究文献的数量及比例 

由表 1可以明显看出，进入 21世纪 以后 ，随着时间的 

推移，我国学者对环境会计有关问题的研究 日益增多，从 

2000年的53篇一跃到2002年的 94篇、2003年的 111篇、 

2004年的96篇、2005年的123篇、2006年的158篇，2007年 

则多达 165篇。由此可见，环境会计已成为我国会计理论研 

究的热点。 

另外，笔者对这865篇文章的内容进行了分类整理，由 

此可以看出大家对环境会计问题关注的侧重点以及该领域 

中有待加强研究的地方(见表 2)： 

表 2 环境会计研究的侧重点及数量 

由以上统计可见 ，在2000到2007年发表的 865篇文章 

中，对环境会计基本理论、信息披露和综合性介绍的论文总 

数达到519篇，所 占比例为59．99％。另外，环境会计的确认 

与计量、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实施与应用也是学者们较为关心 

的问题。笔者选取了一些在 2000年到 2007年期间发表的 

且在以下几个环境会计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进行探 

讨。 

(1)环境会计的基本理论。肖序(2002)从环境问题的 

财务影响人手，提出了扩大制造者责任的环境保护核算思 

想 ，围绕环境会计系统的定位对环境会计本质、分类、基本要 

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求构建环境会计的理论结构； 

刘国强(2004)从构建会计理论框架的一般思路出发，探讨 

了现实为什么需要环境会计、谁需要环境会计、需要什么样 

的环境会计等问题，主张建立独立的环境会计学学科；张英 

(2005)认为环境会计的总目标是服从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实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提高，具体目标 

是提供有用的环境会计信息。环境会计假设和环境会计原 

则是为实现环境会计目标而对会计行为的规范，是对传统会 

计假设和原则的沿袭与拓展；罗素清(2006)认为要使环境 

会计理论研究系统化，必须构建科学的环境会计理论框架， 

并就环境会计基础理论的构成要素以及结构进行探讨，提出 

环境会计基础理论的构成要素及结构为：环境会计概念、环 

境会计本质、环境会计 目标 、环境会计假设、环境会计职能、 

环境会计核算原则。他们都没有明确环境会计的理论基础 

是什么，这对于环境会计研究明显是十分不利的。 

(2)环境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量。齐晓峰、邢雨艳 

(2004)认为环境会计的计量可以建立在边际理论与劳动价 

值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上，对于包含劳动结晶的环境要素，按 

劳动价值理论建立的计量方法计量；不是劳动结晶的环境要 

素，按边际价值理论建立的计量方法计量；吴冬霞(2005)围 

绕环境会计中的确认问题，简要分析了环境会计要素确认的 

特殊性，重点研究了企业环境会计中的资产、成本、收益等会 

计要素的确认标准。许家林、王昌锐(2006)依照会计确认 

标准对环境资产和环境成本的内涵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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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只有符合资产确认标准而被资本化的环境成本才构成环 

境资产的主张，并围绕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 

(3)环境会计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邓四清 

(2003)认为加强企业环境治理成本支出和采取环境保护措 

施．将对促进环境保护、改善生态平衡、提升企业产品国际竞 

争刀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张静萍(2004)认为企业 

要使其生产经营系统有效运作 ，必须进行环境会计工作，而 

环境成本管理是环境会计中的重要环节，并对企业的环境成 

本控制的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高山(2005)认为在企业 

经营管理中，环境成本可在费用效果分析、环境治理和资源 

综合利用以及构建企业战略开发和产品绿色流程等方面得 

到应用；李玉萍、刘西林(2006)认为企业的环境成本管理应 

从微观角度人手，在环境成本目标制定、生态设计、寿命周期 

评估、环境材料替代、清洁生产及废弃物循环利用方面加强 

环境成本全过程管理。 

(4)对国外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的介绍。郭晓梅、洪华 

生(2002)回顾了西方过去 3O年环境会计重要研究成果，总 

结出了几个主要分支：宏观与微观环境会计、环境报告、环境 

审计和环境管理会计，并对环境会计发展趋势做出了展望； 

杨靖、杨书臣(2005)对 日本企业环境会计的主要特点、日本 

实施环境会计的主要措施 以及 日本企业环境会计新进展的 

背景等进行了深入分析；肖序、姜林林(2006)对韩国环境会 

计的发展过程进行了介绍，并对韩国的一些公司运用环境会 

计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从而得知这些公司的环境会计的实践 

主要集中在管理会计 ，重点是计量环境成本，而对环境收益 

的计量至今还处于初级阶段；刘仲文、张琳琳(2007)对日本 

的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发展及其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 

详细介绍日本《环境会计指南 2005))的基础上，提出发展我 

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议。我国学者主要是对 

日本企业环境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可见日本环境会计的 

发展在亚洲最具有代表性。 

(5)环境会计的核算体系。张白玲(2001)提出分别建 

立宏观环境会计和微观环境会计两个核算体系的设想；郝秀 

英 、侯 日敬(2003)从构建环境会计核算体系的现实要求、目 

标和原则出发，论述了环境会计的核算对象和基本要素．以 

及 目前 构建环 境会 计核算 体 系的难 点 和要点；于彦 华 

(2004)认为我国企业应尽快将环境会计问题纳入会计核算 

体系，并建议从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资本、环境成本、环 

境收益和环境利润等方面建立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孟磊 

(2005)对环境会计的基本理论的完善进行阐述，最后以环 

境会计六要索为主线，提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账户设 

置及计量确认，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核算体系；潘宗玲 

(2006)认为环境会计核算模式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自然 

资源损耗、环境保护所支付的费用、环境保护取得的收益和 

环保效益，因此环境会计核算可按照资产类账户、负债类账 

户以及损益类账户三个方面进行账户设置。这些都从理论 

方面论述了环境会计核算，没有联系企业的实际情况，这不 

利于环境会计实务的发展。 

(6)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李建发、肖华(2002)认为， 

在目前我国环境会计具体准则空缺的情况下，企业应该首先 

考虑采取独立环境会计报告模式报告环境信息，待将来我国 

制定和颁布环境会计具体准则后，再采用补充环境报告模 

式；顾署生、王建辉(2005)认为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披露环 

境信息：一是将企业与环境有关的经济业务如环境资产、环 

境负债、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等纳入企业常规财务报表；二 

是根据有关会计记录以及其他环境资料单独编制环境报表， 

对于企业的环境活动，可在补充资料 中进行说明；周一虹 

(2006)认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目标，就是为利害关系人 

提供充分可靠的信息，以便他们根据风险，现在和未来的现 

金流量，以及企业经营活动与环保法规的一致程度 ，来评价 

企业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环境表现；陈元媛(2007)在企 

业正常会计业务核算时，加入环境事项，不单独设置一级会 

计科目．对外披露企业财务信息时，另外把环境事项抽出来， 

单独编制环境会计报表，此时按照报表项 目编制调整分录， 

最终编制环境会计报表。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披露 

的内容及形式上，他们所提出的信息披露形式可归纳为两 

种：一是采用独立报告模式，二是采用补充报告模式。但对 

于具体的披露内容则有不同的观点。 

三 对环境会计研究现状的总体评价及展望 

虽然我国对环境会计研究的时问不长，但是有关学者还 

是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1)使政府和企业越来越重视环境 

事项的披露；(2)我国会计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对环境会计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探讨；(3)环境会计的研 

究领域不断拓展，出现了环境审计和环境管理会计。由于环 

境会计还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我们在环境会计研究方面存 

在着一些问题，如：企业的环境责任理念尚未真正形成；缺少 

可操作的环境会计准则；对环境会计的理论认识还不一致； 

环境法律法规不健全等等。可以说 ，相对于国外发达国家， 

我们对环境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都还处于一个较低 

的水平。因此，我国要研究和实施环境会计，并将环境会计 

的信息披露工作得以有效开展，需要做出多方面的努力： 

(一)深入开展环境会计理论研究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利特尔顿曾经说过：“理论的存在是 

为实务服务的。”西方发达 国家的会计界在环境会计理论研 

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与国际会计界在环境会计问题 

方面的积极态度和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我国会计界的研究 

略显薄弱，因此我们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努力探索具有 

中国特色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是目前我国会计理论界的一 

项重要任务。由于当前环境会计核算对象的复杂化，尤其是 

在计量环节上尚未突破，使得当前环境会计缺乏与实务相结 

合的理论支点，其结果是环境会计实务没有相应的理论指 

导。对此，会计理论界应对环境会计这门新兴学科进行深入 

的探讨与研究，力求解决诸如确认、计量和报告等基本理论 

问题，以突破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中的障碍。 

(二)加快制定有关环境会计准则及制度 

由于会计准则和制度对会计信息的披露具有重要的作 

用，因此，环境信息披露也必须建立一定的准则和制度，这是 

对环境信息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措施。我们应该吸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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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会计界、企业界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结合我国的具 

体情况，参照 目前制定企业会计准则与行业会计制度的基本 

程序，研究制定有关环境会计准则及制度。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由低级到高 

级，由简单到复杂，由个别到全面。 

(三)建立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机制和核算制度 

我国在环境会计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没有形成一 

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和核算制度。据此，我 

们首先应建立一套相应的法规，对企业应揭示的环境责任的 

基本内容、计量方法和对外报送形式作出有关规定，逐渐使 

企业自觉地守法、遵法 ，自觉向社会披露有关环境会计信息。 

其次在报告的具体形式上，则先通过在补充报告模式和环境 

报告书的形式披露，后逐步过渡到以货币形式编制独立的环 

境资产负债表，环境收益表来披露有关企业环境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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