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模式探讨 

文/闫 冰 张长学 

   连续20余年我国经济持续保持二位数的高速增长，但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大量能源被消
耗，过度开发、不计代价发展的恶果不断暴露，近年来，太湖、巢湖等一系列水染事件再次敲响了
警钟，环境污染正在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制约因素。环境保护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建立并实施环境成本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了节能降耗、保护环境的目标，要求
企业负担不可推卸的重要社会责任。企业作为生产力的直接创造者，是物质商品的直接贡献者，同
时也是主要的资源消耗者，而企业在处理资源消耗问题时一般采取事后处理的办法，成本巨大。建
立适合现代企业发展的环境成本管理模式，从源头上保护环境、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提高企业竞
争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现代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模式原理 
   产品生命周期成本法（LCC）是指在产品经济有效使用期间，从产品研究开发阶段开始，经过
产品规划、设计、制造、售后服务等阶段，按每一阶段累计其发生的成本。因此产品生命周期成本
法考察的是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完全成本，它是为了优化企业价值链而在成本计算上的时空观扩
展。基于生命周期分析的环境成本管理模式就是运用生命周期分析原理，立足于各个阶段的环境保
护，把环境负荷尽可能地在源头消灭。该模式从产品的生态设计开始，紧接着在生产阶段强化环境
负荷的抑减机制，投入环保原料，进行清洁生产，促进资源的再生循环利用，然后在消费、使用阶
段要做好包装物、废旧商品等的回收处理工作，并对回收的物品加以再生利用，最后废弃物的处理
阶段，这个阶段处理不好对环境的危害极大，企业必须利用先进的再生、无害化处理技术，变废为
宝，以废治废，尽量减少或消除有害物质的排放，使得最终处理最小化。其模式可用下图表示 
研发阶段 → 制造阶段 → 销售阶段 → 使用阶段（废弃物循环使用） 
   ↓ ↓ ↓ ↓ 
绿色设计 原材料（环境材料）→生产 绿色营销 绿色消费 
   ↑ ↑ 
   绿色采购 清洁生产、绿色包装 
   二、基于产品生命周期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模式的建立 
   （一）绿色设计 
   据统计，一件产品整个生命周期成本的80％—85％ 在产品的研究、开发、设计阶段已被确
定，成为约束性成本，在这阶段进行正确的设计和决策会使生产周期缩短、售后服务成本和环境成
本降低。产品的设计可以优化环境成本的结构，会直接影响企业环境成本的高低。 
   (二)环境材料的选择。 
   材料工业是主要的污染产业，在产品的全寿命周期中，利用环境材料替代污染材料是目前需
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这类材料对资源和能源消耗少、对生态和环境污染小、再生利用率高或可降
解化和可循环利用，而且要求从材料制造、使用、废弃直至再生利用的整个寿命周期中，都必须具
有与环境的协调共存性。因此，生态环境材料实质上是赋予传统结构材料、功能材料以特别优异的
环境协调性的材料，它是由材料工作者在环境意识指导下，或开发新型材料，或改进、改造传统材
料所获得的。我们之所以强调它并非仅特指新开发的新型材料，并不是排它的新材料体系，是因为
实际上任何一种材料只要经过改造达到节约资源并与环境协调共存的要求，它就应视为生态环境材
料。 
   (三)进行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是指既可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可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并保护环境的实用生产方法
和措施，其实质是一种物料和能耗最少的人类生产活动的规划和管理，将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
害化，或消灭于生产过程之中。同时对人体和环境无害的绿色产品的生产亦将随着可持续发展进程
的深入而日益成为今后产品生产的主导方向。主要包括(1) 清洁的能源 (2) 清洁的生产过程 (3) 
清洁的产品产品设计。 
   (四)实行绿色营销和绿色消费 
   随着人们对环境关注，绿色消费也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绿色消费包括的内容非常宽泛，不
仅包括绿色产品，节俭消费，减少污染；绿色生活，环保选购；还包括重复使用，多层利用；分类
回收，循环再生；保护物种，万物共生。绿色需求是绿色营销的动力。绿色营销就要求企业在经营
中贯彻自身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环境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绿色营销是在消费者绿色需求的条件下产

 



生的，所以，因此企业应当注重培养绿色文化意识，从而形成绿色营销的文化环境；在产品设计、
制造和服务过程中，不断研究和创造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消费者身心健康的科学技术成果，形成
绿色营销的科技环境；以是否能最佳满足消费者绿色需求作为企业间竞争的焦点，形成市场营销新
的竞争环境。 
   (五)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企业从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一部分经过废弃物利用等技术加工分解成新
的资源返回到经济运行中；对于通过现有技术暂时无法参加再循环的物质，经环境无害化处理后形
成无污染或低度污染物质返回自然环境，由自然环境对其进行自净化处理，成为下一轮经济循环的
资源。在生产链的末端，企业积极实施“三废”资源化、污染物净化工程，使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
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在职研究
生，淄博职业学院会计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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