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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循环经济发展需要会计提供价值信息支撑,由此产生了循环经济会计。循环经济会计作为会计的分支学科,

其发展离不开基本理论的指导 ,因此循环经济会计基本理论的构建非常必要。文章首先阐述了循环经济会计的产生和发展,

然后分析了基本理论构建的重要意义,最后系统研究了循环经济会计的基本理论, 如循环经济会计的本质、目标、对象、基本

前提、基本原则等具体内容。

[关键词 ]  循环经济会计;  基本理论;  构建

[中图分类号 ]  F062. 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3- 0755( 2009) 03- 0023- 03

一  循环经济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环境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

深刻反思, 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对自然的态度, 并开始认识

到自然不是人类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的天然宝库, 生态环

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分攫取必将遭

到环境的报复, 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的环境灾难事件就是历

史的见证 [ 1]。人类越来越认识到, 传统 /大量耗费、大量生

产、大量废弃0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正是造成资源枯竭、环

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

探寻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 2]。循环经济应运而生。循环经济

所倡导的 /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0原理有利于节约资源,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环境破坏, 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

经济发展模式 [ 3]。

会计作为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

价值运动的核算和监督的一种管理活动,是一种旨在提高企

业经济效益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核算制度,这种制度设计能为

企业相关利益关系人提供有助于其做出科学的、合理的决策

提供信息依据和信息支撑。因此,会计是经济管理活动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会计,主要是为企业提高经济效

益和国家宏观调控服务的, 也是与目前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

相适应的。主要原因有三: 原因之一是目前会计核算的对象

只是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运动,没有将自然资源和能源

的价值运动包括在内; 二是会计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满足企

业经济效益提高的需要, 忽视了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是

正是由于前两个原因使得环境资源的价值并没有在会计报

表中进行披露。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有着本质差异,传统经

济发展模式下形成的现代会计,显然不能满足循环经济发展

的要求,不可能自动成为循环经济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循环

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循环经济会计理论指导

下形成的会计信息作为支撑。因此, 循环经济会计的产生是

客观环境发展的需要,也是会计理论要客观真实反映经济活

动的需要,是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要求。

二  循环经济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循环经济会计的发展需要理论的指导, 只有通过研究循

环经济会计基本理论,找到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运动的

规律,并通过科学的会计方法进行记录和报告, 才能真正发

挥会计信息对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信息支撑作用。因此研

究循环经济会计基本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循环经济会计基本理论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

件

循环经济所要实现的是 /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0, 这

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作为反映传统经济活动

价值变动的传统会计理论显然无法满足客观反映企业的减

量化投入、资源再利用和再循环过程中价值变动的需要, 必

须要创立一种新的会计理论或者完善传统会计理论才能有

效指导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会计基本理论正是研究

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及其经济活动的价值变动

的一般性的理论总结, 对循环经济会计实务、循环经济会计

信息披露等实践内容发挥着解释和预测的作用, 是循环经济

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没

有循环经济会计基本理论的构建, 就不可能构建起内在逻辑

严谨的循环经济会计制度,而没有循环经济会计制度的循环



经济制度, 循环经济是无法有效运行的。

(二 )循环经济会计基本理论是构建循环经济会计制度

的理论基础

传统会计理论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较为完善且能够

适应传统经济对其基本要求, 有效反映了经济活动的真实面

貌, 指导和促进了会计实践的发展。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

发展模式的改进和完善, 其会计核算的前提、目标、对象, 能

披露的内容等都与传统会计有很大的区别,需要在传统会计

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正和完善才能客观、真实的反映循环

经济的本质。这就需要会计学者根据循环经济发展的客观

规律, 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传统会计理论进行深化和延

伸, 从而建立其循环经济会计特有的基本理论。只有在循环

经济会计理论的科学指导下才有可能建立起循环经济会计

核算制度和循环经济会计这一分支学科。

(三 )循环经济会计基本理论是对当代会计理论的丰富

和发展

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 遵循 /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 0

三原则的循环经济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选择 [ 4]。由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循环经济发展

模式, 需要会计信息提供支撑, 而循环经济会计实践活动离

不开循环经济会计基本理论的指导。循环经济会计基本理

论将环境、资源等因素融入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活动中, 有

效克服了当代会计理论由于忽视环境因素导致国民生产总

值 /失真0的缺陷, 是绿色国民生产总值核算的基础和前提。

因此构建循环经济会计理论, 是当代会计理论的丰富和发

展, 是完善会计理论体系的客观需要。

三  循环经济会计基本理论构建

美国会计学会 ( AAA )认为会计理论是 /一套紧密相连

的假定性的、概念性的和实用性的原理的整体, 构成了对所

要探索领域的可供参考的一般框架0, 会计理论研究的目的

是确定会计的范围, 建立会计准则来判断评价会计信息, 指

明会计实务中有可能改进的一些方面 [ 5]。其主要作用是用

来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 [6]。完整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应包

括循环会计的本质、目标、对象、会计假设、基本原则等内容。

(一 )循环经济会计的本质

循环经济会计是通过探求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价值运

动的规律, 总结形成系统化的循环经济会计理论, 然后结合

会计特有的方法将这些规律性的总结应用于循环经济实践

活动中, 实现循环经济与会计的结合。因此, 循环经济会计

既是传统会计的一个新兴分支 ,又是循环经济制度体系的一

个子系统。它是在循环经济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下,运用会计

学基本原理及方法, 兼用货币计量单位和其他物理、化学、劳

动等计量单位, 对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投入、生产、销

售、资源再利用和再循环的价值运动进行核算和管理,最终

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种管理活动。

(二 )循环经济会计的目标

会计目标是构建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石和核心概念, 并指

导着其他理论的构建。传统会计的目标是满足相关利益关

系人对企业财务信息的决策需要, 实现 /决策有用性0。循

环经济会计目标所要实现的 /决策有用性0是对传统会计目

标深度和广度的扩展。从深度扩展来说, 循环经济会计不仅

要提供经济效益信息,还要提供经济效益获取过程中所消耗

的资源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等信息;从广度扩展上来说, 一方

面是信息内容的扩展,即循环经济会计所提供的信息不仅仅

包括传统的企业经济活动的信息, 还应包括环境资源消耗和

环境影响评估等信息; 另一方面, 循环经济会计的信息使用

者也由传统投资者、债权人、政府、供应商、员工等扩展到了

国际国内环保组织、NGO、道德投资者、社会责任投资者等利

益关系人。循环经济会计的具体目标是: ( 1)科学核算企业

自然资源减量化、资源再利用和再循环过程中的财务会计事

项,合理反映其成本和效益; ( 2)向外部利益关系人提供关

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财务信息; ( 3)向

企业内部有关部门提供发展循环经济所需要的资源、环境保

护等方面的财务信息 [ 7]。

(三 )循环经济会计核算的对象

会计对象是会计核算的内容。传统的会计对象虽然反

映企业的价值 (资金 )运动,但这种价值运动是不完整的,因

为它忽视了企业经营对环境的财务影响以及环境对企业经

营活动的财务影响。环境污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

是传统会计忽视环境因素的产物。因为资源和环境的价值

很难用货币进行量化而无法纳入到现有的会计系统中, 使得

企业滥用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无法反映并及时传递给

利益相关者,环境问题也就在企业过分追求经济利益, 忽视

生态效益的行为中产生并不断恶化。所以将资源和环境所

产生的价值运动纳入企业的会计核算对象中来是非常必要

的。循环经济重视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 将环境和资源与

其他生产要素都视为企业经营活动的内在要素, 是有利于企

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因此, 循环经济会计核算对象应

该是企业再生产过程中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经营

活动的价值运动。

(四 )循环经济会计的基本前提

通常会计人员进行会计处理时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是复

杂的、变动的, 不确定的。为了客观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情

况,会计人员需要对会计核算所处的空间和时间范围进行合

理的界定。于是会计处理就有了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

分期和货币计量四项基本会计前提 [8]。循环经济会计作为

会计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在进行会计处理时也要遵循这四大

假设,只是由于循环经济的特殊要求, 必须对这些前提进行

扩展,并增加新的会计前提。

1、会计主体。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会计主体假设是

指单个的企业,核算的范围只是企业内部的经营活动。循环

经济要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及环境的保护, 必然使得企业

与企业、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因此企业的

空间范围必然要扩展,即企业不仅仅要考虑企业内部的经营

活动,还必须包括由企业内部经营活动所造成的外部环境影

响。因此,循环经济下其会计主体应该为核算资源消耗、环

境影响以及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或组织。

2、持续经营与会计分期。持续经营是对会计核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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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界定, 会计分期在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人为划分的时间

范围。循环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 所以

持续经营这一前提是肯定需要遵循的。由于循环经济会计

同样存在成本费用的递延和跨期摊销,也需要进行会计信息

披露, 所以会计分期前提也是必要的。

3、货币计量与其他计量并用。传统的会计主要以货币

为主要计量工具, 使得大量无法量化的环境资产、负债和费

用无法在会计报告中体现。发展循环经济,将资源循环使用

和环境保护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必然要求采用多种计量

单位反映资源和环境的财务影响,货币之外的物理、化学、生

物等计量单位有时能更完整、综合的反映企业的资源和环境

管理状况。因此, 循环经济会计必然要求货币和其他多种计

量单位并用。

4、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稀缺。稀缺主要是指相对于无

限的需求, 供给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稀缺这是一

个重要的前提, 因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经济活动的

基础, 但相对于人类无止境的索取需求, 资源数量是有限的,

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

5、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所要遵循的 /减量化、再利用、

再循环0 3R原则本质就是通过资源的减量投入和循环利用

来节约资源,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使能源既能满足当代人的

需要, 也能满足子孙后代的需求, 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因此, 循环经济会计处理时也必须遵循这一前提。

(五 )循环经济会计的基本原则

会计基本原则或称为一般会计原则,既是会计理论体系

中的一个重要的层次, 同时又对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会计实务

的开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 9]。现有会计原则, 又称会计信

息质量要求, 主要是指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谨慎性等内

容。循环经济会计的基本原则应包括哪些内容? 我们知道,

一门学科的基本原则的形成是无法凭借人为主观臆断的, 因

此, 只能来源于实践,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性认识的结晶。

因此, 循环经济会计除了遵循现有会计原则, 还要根据循环

经济的特征遵循一些其他独有的原则:

1、环境资本原则。从循环经济视角考虑, 企业必须同时

处理好它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把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视为资本的一类 ,等同于企业拥有的人造资本。企业由

追求人造资本利润最大化,转为追求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这

两类资本的最佳组合下的利润最大化。

2、公平原则。循环经济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集中体现,

可持续发展所强调的既保证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

的发展也应该是循环经济的应有之义。为此, 循环经济会计

核算应该反映出企业对各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使用或

利用的合理性,并向需要此类信息的企业利害相关方提供及

时和准确的会计信息。

3、和谐发展原则。生态环境系统和人类的经济系统所

构成的复合系统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大系统。生态环

境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基础和源泉, 人类的经济系统应在生态

系统的范围内开展科学的保护性的活动。融入自然 -经济

系统的循环经济追求的是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故和

谐发展也应是循环经济会计核算必须遵守的原则, 即客观的

反映相关自然资源自身的循环状况、自然资源之间以及自然

资源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关系情况, 提供资源耗费、

废弃物处置与回收再利用、生态环境的破坏及恢复等方面的

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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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search on the Basic Theories of C ircular Economy Accounting

ZHANG Cai- p ing, YANG Q iu- lin

(Univer sity of South Ch 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 t:  The deve lopm en t o f c ircu lar econom y needs accounting to prov ide valuable in fo rm ation, wh ich leads to the appearance

o f c ircular econom y accounting. A s the branch of accounting, c ircular economy accounting deve lopm ent needs theoretical gu idan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basic theo ries of circu lar economy accounting. This paper studies deve lopm ent of circu la r e-

conom y, then analyzes the sign ifican tm eanings o f the basic theo ries. A t last, the paper system atically researches the basic theo ries of

the circu lar economy, such as the essence, ob jective, ob jec t, basic prem ise, basic pr incip les.

K ey words:  circu lar economy accounting;  basic theo ry;  con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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