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国际比较 

文/李淑平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必要性 
   “受托”责任论认为，在目前环境危机日益加重的时代，企业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和各阶层利
益的汇合体，负有改善环境的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同时忽视环境问题的机会成本已经大幅上升，
环境会计信息对决策者来说是相关的，现代管理理论认为，提高透明度将增加公司的市场力量，李
建发和肖华（2002）通过多项实证研究表明，与没有披露环境信息的公司相比，披露环境信息的公
司具有较好的财务业绩，环境信息的披露程度与年度财务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受到政
府法规施加的硬性直接压力和社会公众施加的软约束间接压力，企业为了避免投资者在信息缺乏的
情况下对企业作出种种不利猜测，也必需公开更多的环境相关信息。 
   二、各国有关法律法规的比较 
   政府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制定的有关法律法规指导和约束着
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美国的环境法规建设速度很快，颁布的涉及环境问题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全面
环境反应、补偿与债务法》、《清洁空气法》及其修正案、《清洁水法》、《有毒物质控制法案》
等。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制定的报告──《环境成本与负债：会计与财务报告问题》和
《环境绩效报告》，已成为国际环境会计法规的指南。英国政府环境部在1997 年2月颁布了一份适
用于所有企业的文件“环境报告与财务部门：走向良好实务”，鼓励最大的350家上市公司自愿披
露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德国联邦环境部（BMU）和联邦环境局（UBA）最近已开始强调环
境成本会计在公司中的重要性，要求上市企业对此进行披露。 
   为了缓和环境和经济的关系，我国政府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
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国务院还颁布了两个专门法规，《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和
《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上述法律法规有的通过经济等手段促使企业关注环境
保护问题，有的通过减免税对企业防治污染进行鼓励，但都没有要求企业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
露。 
   三、各国环境信息披露企业数量的比较 
   1992年，联合国的一项针对Fortune杂志评定的500家大公司的调查表明，有86%的公司披露环
境信息。Robert（1993）对欧洲110家大公司（法国25家、德国40家、荷兰15家、瑞典15家、瑞士
15家）的调查显示，有68%的公司披露环境信息。1996年，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KPMG）对13个国
家的环境报告进行了调查，发现环境报告已经成为年报中的一部分，大约3/4的公司在年报中包括
了环境信息，1/4的公司提供了单独的环境报告。 
   据1998年环境厅进行的“关注环境的企业的行为调查”的结果，35.7%的上市公司和20.9%的
非上市公司均披露了有关环境的数据和工作情况。根据日本环境省2002年7月对2001年东京、大阪
及名古屋证券交易所一部、二部上市公司和从业人员在500人以上的非上市公司的“环境企业调
查”（2001 Environment-Conscious Corporate Survey），有491家已经引入了环境会计，占被调
查企业的16.9%，有580家正在研究引入，占被调查企业的20.0%，即已经有约1100家企业引入或正
在研究引入，占被调查企业的36.95%。  
   肖淑芳和胡伟(2004)通过调查，分析出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2002年和2003年的百分比
分别为34.39%和36.99%，而进行披露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几个重污染行业，重污染行业披露的比例分
别为51.75%和61.60%，明显高于非重污染行业的18.33%和18.48%。2003年，环境信息披露比例排在
前面的依次是采掘、造纸、印刷、电力等，而其他与环境联系较少的行业，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所
占比重相对较低，尤其是传播及文化产业、信息技术业、文化等第三产业。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已
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占40%，这说明我国相当部分企业已经认识到披露环境会计
信息对企业的重要意义。 
   四、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的比较 
   1、环境财务信息 
   美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财务信息主要是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信息，这主要源于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美国上市公司披露公司的环境成本，这包括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由导致该成本并获得
相应利益者以外的他人承担的成本），并对环境投资和环境费用分别做了列示，对研究、再利用、
环境健康管理等方面有一定的描述，对与环境有关的可能债务予以定量的披露，还对企业排放许可
权的有关信息进行披露，同时有毒物质排放清单还要求公布企业的有毒物质排放情况。 



 

   1999年欧盟对主要来源于欧盟的公司、专业组织和报告使用者进行环境报告调查，在公司年
报中常见的披露内容是：环境投资（48%），环境当期支出（48%），环境罚款或制裁（34%），对
第三方的补偿（21%），环境负债准备（48%）及环境或有负债（48%）等。由于缺乏统一的环境信
息披露框架，欧洲各国的环境会计信息内容和方式多种多样，不利于对不同国家的企业环境信息进
行比较。 
   日本环境省在《环境报告书指南（2003年版）》中要求企业披露环境保护成本、环保收益、
环保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等企业所有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2001年4月，日本还颁布实施了
《PRTR法》(环境污染物质的移动、排放登记制度)，规定各企业必须对列为登记对象的354种化学
物质的数量做到准确把握如实申报。八木裕之（2003）对199家上市企业250份环境报告书的调查显
示，近年日本企业的每份报告书都详细拟定了环境成本、环保效果、经济效益的计量范围和计量标
准。 
   在我国，企业对环境支出和环境收入项目单独核算的比例偏低，2003年我国上市公司多数企
业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是：环保投资（41.6%），环保拨款、补贴与税收减免(28.3%)，排污费
(27.1%)，资源税、资源补偿费(19.9%)，其他项目就只有极少数公司进行披露，而且许多公司对环
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也不是自愿的，这就造成了企业仅仅对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信息进行披露，而隐瞒
那些对投资决策者有重大影响的不利信息。 
   2、环境绩效信息 
   环境问题对企业的影响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难以用货币金额计量的内容存在于企业的环境绩
效中，环境绩效作为企业环境工作及环境投资的效果，是环境会计的重要核算内容。企业环境绩效
报告的主体内容包括：（1）企业环保政策和环境法规执行情况的评价。（2）环境道义责任履行结
果的评价，这又分为是否履行环境治理责任（是否进行环境治理的投资，是否进行污染物处理与治
理污染源），和环境治理的效率状况。（3）企业环境风险的评价。 
   美国政府要求企业对其环境法规及遵守情况、环境政策的目标、环境质量情况等方面进行披
露。加拿大则要求企业披露其环保因素限制及对策、环境政策的目标、环境治理和污染物利用情
况、环境质量情况。在欧洲，45%的企业披露公司的环境政策，38%的企业披露环境法规遵循情况，
52%的企业披露环境业绩指标。它们披露的范围主要包括产品、生产过程和投入原料的环境影响，
污染物的排放水平、能源消耗和非再生资源的使用，在减少企业行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上所采取的
措施，此外，企业还披露对内部环境的影响信息，特别是健康与安全、疾病与伤害比率以及为降低
雇员伤害所采取的措施，如培训和安全审计等等。 
   我国企业对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环境现状、治理效果、环境改善情况及未来
风险等几个方面。孟丽丽（2003）以2002年底以前在沪、深上市的建筑建材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
对象，指出2000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对环保风险及对策、环保因素制约、技改项目、通过环保质
量认证情况等资料的披露进一步具体化了。 
   五、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比较 
   环境会计理论把信息披露的模式分为三种：1、对现行会计报告进行改进并在报告中予以披
露。2、单列项目编制环境会计报告单独披露，该模式具体可分为以下两种：单独编制环境资产负
债表、环境利润表、环境现金流量表及其附表和单独编制一份综合环境会计报告。3、对现行会计
报告涵盖不了的部分单独披露。 
   美国上市公司主要是在年报管理层讨论分析(MD&A)中披露环境信息和有毒物质排放清单。由
于财务报表和有毒物质排放清单的格式具有相对的统一性，采用这两种形式有利于增强同行业不同
企业的信息可比性，但是对于不同行业来说，企业披露的信息内容差距较大。欧洲主要采用的是将
财务报告和环境报告相结合的模式，近年有向单独的环境报告发展的趋势，但国际间乃至国内各企
业间都没有统一的格式。 
   在日本，环境会计是独立于企业财务会计之外的，日本企业采取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是
编制环境报告单独披露，现行编报的环境报告是独立于年度财务报告之外企业自愿编报的，有统一
格式，能较好地体现环境会计信息的整体感、直观性，信息使用者也易于全面和完整地了解和掌握
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 
   肖淑芳和胡伟(2004)调查得出，我国企业的环境信息主要是以董事会报告（21.69%）和报表
附注（75.30%）的形式对外披露，同时对于企业当期发生的重大的与环境相关的事项，企业会在重
要事项（1.20%）中加以反映，独立环境报告仅仅少量存在于个别大型国有企业中。在我国环境会
计信息披露也没有统一格式，且环境报告很少受监督，这就造成了环境信息的可比性差，信息质量
低，可靠程度不高等问题。  
   六、结语 
   与其他各国相比，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企业年度报告中已经初步涉及一些环境会计信息的内容，有逐步提高的趋势，但披露
企业的数量比例还较低，且主要集中在重污染行业，大部分企业缺乏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主动

 



性，主要是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政府的压力。 
   （2）信息披露的内容不独立，且主要是历史性信息，质量和价值相对较低，对企业未来的发
展缺少预见和指导作用。披露的形式缺乏固定性和规范性，可比性相对较差。 
   （3）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和准则不完善，缺乏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督和审计机制
（本文作者系中原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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