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内 站外nmlkji nmlkj       设为首页 | 联系我们 | English

当前位置: 首页 > 审计资讯 > 理论与方法 

我国环境审计与西方环境审计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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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环境审计的比较研究，总结我国环境审计的优势和差距，并对如何进一步更好发挥我国审计制度优势，缩小与发

达国家的差距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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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消耗等问题也日益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重视，怎样处理好环境和发展的关系，实现

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课题。近十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8.9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1年47.15万亿元人民币,与此

同时，2010年我国废水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分别是2000年的1.48倍和2.95倍。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经历数十年经济高速

增长后，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对中国经济生产力造成的损失仅2005年就高达1120亿美元。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

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

GDP的1.80%。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大力开展，环境审计以独立监督、评价等职能在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环境审计在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早，发展相对比较成熟，我国环境审计工作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还有一些差距，而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生

态问题对我国环境审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快推进我国环境审计理论和实践研究，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建设，是每个审计人员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国内外环境审计的现状和经验 

   

  （一）我国环境审计现状。 

  我国审计机关从成立初期就开始了对环境审计的探索，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面、从单一走向了多元化。目

前，我国已先后在环境保护资金、生态建设、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大气污染防治等领域开展了环境审计工作。 

  审计署于1985年和1993年两次对兰州、重庆、广州等15个大中城市开展了环境审计，当时审计的重点是针对排污费的征缴和使用情况进行

审计。1994年审计署在《中国2l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中提出4个环境审计示范工程，即以三峡库区为样本的水利工程项目环境审计示范、

以滇池为样本的环境污染控制领域环境审计示范、以烟台经济开发区为样本的经济开发区项目环境审计示范和以西双版纳和神农架自然保护区

为样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审计示范，目的是通过这些环境审计示范工程，探讨中国环境审计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确立中国环境审计体

系的基本模式，探讨环境审计中进行财务审计，合规审计和绩效审计的内容和方式，初步确立绩效审计的评价标准和指标，定义环境审计的风

险和类别，设计环境审计报告的标准格式等。 

  1995年开罗会议以后，我国加强了对环境审计的研究，并将环境保护审计作为1997年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的重要内容。1996年审计署组织了

国有土地出让金的审计，1997年进行了三峡工程库区移民资金审计，1998年组织了水利资金审计、生态林业建设资金审计，1999年组织了对扶

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资金审计，2001年组织开展了对天然林保护专项资金和46个重点城市排污费征收、管理、使用情况的审计。 

  2002年根据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开展了退耕还林还草资金审计。同时根据审计机关应对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财务

收支进行审计监督的要求，近年来，审计署积极开展了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全球环境基金和政府双边合作等渠道引进资金环境保护项

目的审计工作。 

  我国的环境审计对象，最高审计机关开展的环境审计主要是对国务院所属的环境保护部门，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管理的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进行审计监督。主要包括：基本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环境投资，更新改造中的环境投资，排污费补助中用于污染部分。综合利用留成用于

治理污染投资、银行贷款、污染治理专项基金和环境保护部门自身建设投资等。对环保专项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过程中的真实性、合法性

和效益性进行审计。使环境审计在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严格环保法纪和提高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国外环境审计现状。 

  西方国家环境审计发展较为成熟，在环境审计理论与实践方面均有比较丰富的发展经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有美国、荷兰等。 

  1. 美国的环境审计发展概况 

  美国早在1969年就对水污染控制项目进行审计。1978年美国审计总署设立 自然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司，内设环境资金审计处和环境绩效

审计处。美国审计总署每年向国会提交环境审计报告30余份，为完善环保法案，促进合理使用资金，加强环境管理，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做出

了重要贡献。美国进行环境审计的依据比较完善，比如1980年的《议会的综合环境的反应、补偿与责任法案》、1986年的《优先补偿基金与重

新授权法案》及1990年的《净化大气环境法》等。 

  2. 荷兰的环境审计发展概况 

  荷兰的审计法院与议会上院和下院、政府和廉政委员会三个机构并列，是独立的国家最高机关。荷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国家环境保

护政策计划，1989年5月，荷兰政府公布了《全球环境规划政策》，8月，荷兰政府制定了环境管理条例，规定企业对环境保护负独立责任。

1990年荷兰即开始实行中央政府的内部环境管理审计，其审计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中央政府13个部委的23个政府机构以及森林、供水、公共设

施等公共管理部门，主要是调查和评价这些部门机构的能量节约、内部环境管理和降低流动性等情况。荷兰审计院将环境问题作为其绩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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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六项主题之一，重点关注的环境问题有包括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气候变化、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对健康的威胁和物理环境的退化

等。在确定具体项目时荷兰审计院主要考虑三方面因素：一是环境协议的执行状况；二是环境协议的特征是否有利于审计；三是是否与国家的

重大事件、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 

   

  二、我国环境审计和国外环境审计的对比分析 

   

  （一）我国环境审计发展的优势。 

  我国社会主义审计制度在组织体系、运行结构等方面有着独特的发展优势，我们要认真总结和充分利用自身独有的优势，不断加快环境审

计发展的步伐，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和环境审计事业的共同发展。笔者认为，我国的环境审计相对于西方国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我国社会主义审计制度下，审计在国家经济社会运行中发挥着“免疫系统”功能，其中环境审计在保障生态平衡，建设环境友好型、

资源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也发挥着其特有的“免疫系统”作用，即环境审计并非简单的“问题产生——审计发现问题——处理

问题”的机械重复活动，而是具有很强的“系统修复”功能，该“系统修复”功能的实现一是通过审计及时向立法机构反映存在的法律漏洞、

提出针对性建议等，从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调整相关政策。二是通过审计发现问题的深入分析，举一反三，从而发现深层次的问题，发挥审

计的预警作用，避免更大范围问题的发生，三是通过审计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协调，

从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我国审计组织方式决定了环境审计工作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时效性强。我国现行政府审计体制可分为中央审计机关和地方审计机关，

审计署是我国最高审计机关，一方面它作为中央政府部门，接受国务院的领导，执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组织和领导全国审计工

作，另一方面它有自己的职责范围，对自己所管辖的事项，以独立的行政主体从事活动，直接从事审计工作，审计署下设18个驻地方特派员办

事处和25个派出审计局。地方审计机关实行双重领导制，在本机政府首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审计工作，在这种审

计体制下，一方面审计机关可以和其他部门特别是环境主管部门密切配合，开展联合检查工作，例如2005年7月至9月，审计署与国家环保总局

联合，对四座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进行了检查。2005年9月至10月，审计署邀请国家林业局派员参加，对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林业资金

进行了审计调查。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各级审计部门分工科学、运转高效、重点突出，特别是审计署环境审计协调领导小组成立后构成了完善

的环境审计协调机制，具有快速整合全国环境审计资源，开展大型审计项目的优势。环境审计工作能够更加直接、有效地进行审计监督，及时

发现和处理问题，极大地促进了环境审计的发展。例如2011年审计署对河北、山西、内蒙古等20个省电力、钢铁和水泥等行业2007年至2009年

节能减排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在短时间内通过调动十几个特派办和地方审计机关联动，取得了显著的审计成果，通过审计发现部分节能减排

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新建项目污染防治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等问题。 

  3.环境审计与其他审计业务的融合有利于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在我国社会主义审计制度下，环境审计是审计工作的一个分支，但并不是

孤立于审计系统之外的，它与其他审计业务相互融合，在财政审计、金融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审计业务中都有环境审计的内容，环境审计与

其他审计业务共同发展，相互促进，既能在其他审计业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又能从中汲取营养，反过来促进自身发展，这种相互融合的审计制

度有利于环境审计乃至整个审计事业的蓬勃发展。以经济责任审计为例，对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审计监督，可以从中揭示经济运行中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通过采取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规范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对部分领导干部，尤其

是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中，环境审计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为客观评价领导干部在环境保护工作上的成绩、揭示其中的问题等方面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环境审计发展的不足。 

  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的环境审计事业起步较晚，发展尚不成熟，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不足，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审计相比

在审计的广度、深度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如何正确认识不足，逐步缩小差距，是每个从事环境审计的人员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笔者

认为，目前我国环境审计的发展尚存在环境绩效审计发展相对滞后、相关法律法规准则不完善、理论研究有待提升、复合型人才储备不足等方

面。 

   

  三、促进我国环境审计工作发展的建议 

   

  （一）继续加强环境绩效审计。《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将资源环境审计作为六个重要的审计类型之一予以强调，环境

审计也应改变以往以财政资金审计为主的审计方式，积极探索环境绩效审计，不仅关注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性，还要关注环境政策的执行效

果、环保规划的科学性、环保项目的社会效益等。通过认真总结前期绩效审计试点的经验，将我国的环境绩效审计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展开。 

  （二）加快环境审计立法，明确环境审计依据。在相关的审计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审计机构在环境管理体系中的责任、权限、工作范围

等。合理制定环境审计规范和环境评价标准，使环境审计的范围、内容、程序、方法、评价指标等具体化、规范化。 

  （三）加强环境审计理论研究。一是通过设立专门的环境审计理论研究机构，增加环境审计理论研究方面的投入等措施，健全审计理论框

架，二是在继续对政府环境审计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对企业环境问题也应加强研究，三是通过开展业务研讨交流会，聘请学者、专

家进行授课等方式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成果的相互转化，逐步缩小我国环境审计理论研究与西方的差距。 

  （四）加强环境审计人才的培养，逐步改善目前我国环境审计专业人才短缺的局面。一是提高环境审计部门环境、工程等专业人才的录取

比例；二是通过开展环境审计专业知识培训等方式提高审计人员的环境专业知识储备；三是加强环境审计和其他审计业务部门之间的人员交

流，使环境专业背景的审计人员补充财务等相关知识，非环境专业背景的审计人员提高环境专业技能，培养复合型人才；四是借助外部专业人

才的力量，在环境审计中通过聘请环境工程等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指导。 

  （五）发挥社会主义审计制度自身优势，促进环境审计和国际环境审计的交流合作，积极学习西方环境审计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环境审

计工作的现状，探索一条适合我国环境审计发展的道路。（彭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