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网网网站首站首站首站首页页页页 杂杂杂杂志介志介志介志介绍绍绍绍 投稿投稿投稿投稿须须须须知知知知 在在在在线线线线投稿投稿投稿投稿 期刊期刊期刊期刊浏览浏览浏览浏览 发发发发行行行行广广广广告告告告 理事理事理事理事单单单单位位位位 录录录录用用用用查查查查询询询询 联联联联系我系我系我系我们们们们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证券市场

 

对对对对我我我我国国国国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环环环环境信息披露境信息披露境信息披露境信息披露现现现现状状状状的思考的思考的思考的思考
2011-08-10 16:30:59

 

杨洛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环境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企业无疑对环境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只有加强我国上市公司对环境信息的披露，才能使社会公众更有效地监督企业履行环境受托责任。

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改进环境信息披露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环境信息 信息披露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环境污染不断加剧，无锡太湖蓝藻、陕西凤翔铅污染、湖南浏阳镉污

染等事件爆发后，社会要求企业及时、全面、准确地披露环境信息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也引发了政府

对加强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思考。对于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不可否认还存在一

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加强对企业为追逐利益而漠视环境破坏行为的约束，对保障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强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必要性 

我国目前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问题并存的局面，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唯一选

择。 

（一） 公司的环境问题具有外部性。 

上市公司是存在于社会的一个法人组织，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对社会全体成员均具有影

响，因此利益相关者均对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是否很好履行了社会责任具有知情权。这种知情权要求公司

对环境信息进行披露，若公司的经营行为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外部性，利益相关者就有权利要求公司

改正或是停止其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 

（二）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环境信息的需求在加强。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环境问题，已使投资者以及债权人越来越意识到，企业的盈利能力

以及可持续经营与其环境方针、环境标准指标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传统的财务报表主要是呈现企业

的经济受托责任，缺乏对企业环境受托责任的反映，无法满足投资者在决策时对企业环境信息的需求。 

一、 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 

（一） 信息披露存在操纵行为。 

在当前环境信息披露缺乏相关监管制度的情况下，公司在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时存在操控行为，一般表

现为选择性披露历史信息，不披露那些对会计盈余和现金流量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环境信息 (如环境方

面的未决诉讼, 因环境事故导致的资产减值等环境会计信息)，只披露对自身有利的环境信息（如环境

自愿产品收入、环保贡献奖金），对未来潜在的环境风险更是不披露。 

（二） 信息披露总体比例不高且行业差异较大 

据肖淑芳与胡伟对各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比例的研究，各行业上市公司总体的环境信息披露

比例偏低，只有34%左右。在所有行业中，造纸、石油、化学、橡胶、金属、医药、采掘业、纺织等重

污染行业，环境信息披露百分比一般都在50%以上，而社会服务、房地产、信息技术、金融类非重污染

行业对环境信息的披露比例普遍低，有些行业（比如保险和传播及文化产业）甚至不披露与环境相关的

信息。 

（三） 披露信息多为简略的定性描述。 

我国的环境信息披露目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上市公司大多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文字定性披露，定量

描述非常少。且对于已有环境信息披露的50% 左右的公司，其披露的文字数量也很少，大多只是年报中

存在一些与环境相关的概括性词句，对公司的环境行为没有详细地披露。例如只对今后的环保投入、新

资源能源利用进行简单描述，但对于污染物排放、治理等量化信息几乎都没有在年报中体现。 

（四） 信息披露缺乏统一、规范的形式。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主要是在招股说明书中以及董事会报告和报表附注中说明，不

同的企业在定性披露这些零散的信息时方式不一。上市公司关于环境信息的定量披露主要是有关环保投

资、排污费、资源利用、税收优惠、环境相关认证等内容，对于与环境相关的资产、负债、收益等内

容，还少有企业能够单独设立相应的会计科目、编制独立的环境报告进行反映。 

（五） 自愿进行信息披露动力不足 

   目前，上市公司对于环境信息的披露主要是源于政策管制和社的压力，公司很少有自愿披露环境信

息的动力。例如一些环境敏感型行业迫于社会压力因时、因事而披露， 2005年 11月 13日，石油吉林

化工分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导致了严重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后，在事故发生后各化工企业基于社会压力

相继进行一种自利行为，环境信息披露才显著增加。 

二、改进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几点建议 

（一）精细环境信息披露内容 

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初步建立环境会计框架，增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

一致性。将环境成本分为七大类，即业务领域成本、上游/下游成本、管理活动成本、研发成本、社会

活动成本、环境损伤成本以及其他成本。明确提出环境会计的要素有环境保护费用、环境保护效果和环

境保护对策的经济效果，并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基本模式确定为三种: 环境保护费用主体型、保护效

果对比型、保护效果和对策经济效果对比型企业。 

（二）规范环境信息披露模式 

关于环境信息报告，当前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乐于采用独立报告模式，对其承担的环境受托责任进行

全面的报告。而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其报告模式宜采用补充报告模式，即在现有财务报告的基础上通

过增加会计科目、会计报表和报告内容的方式报告企业环境信息。资产类增设“环境资产”科目、负债

类增设“环境负债” 科目，损益类增设“环境收入”、“环境费用”等科目；在现有的财务报告中增

加环境会计报表，如环境成本与收益表等；在财务报表的附注部分披露企业的环境方针、环境目标、环

境影响、环境业绩、环境风险预测等信息。 

（三）加强社会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督 

加强监督的前提是加强投资者以及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当投资者意识到有效的环境管理有助于企业

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时，其投资选择就会约束上市公司建立良好的环境管理系统，主动披露

环境会计信息。当公众环保意识增强时，政府可以赋予公众监督企业履行保护环境的权利，通过匿名举

报机制约束企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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