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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伴随着日益加速的社会发展节奏，各行业过于追求经济效益的增长，

环境问题却开始凸显，已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呼声也越

来越高，十三五规划强调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基于这样的背景，环境会计的作

用开始显现，对企业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已经是势在必行。现在国内的环境会

计研究还在摸索之中，需要形成系统规范的体系来支撑。石化行业是环境保护和

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之所以选取S公司这一石化行业的重点企业开展研究，不

仅能够优化和完善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体系，也为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做出

披露的示范和榜样。

论文基于与环境会计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经济外部性

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利用文献分析法、数据分析法、案例研究法，首先介

绍S公司以及所在石化行业的行业背景，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展开分

析，从披露的自愿性、内容、模式三方面进行分析，S公司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披

露自愿性较弱，披露内容不全面，环境报告书模式不完善。然后分析了问题产生

的原因，其中包括环保意识和披露意识缺乏、环保立法和披露制度不健全以及信

息披露第三方监管不严格。基于以上研究，对S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体系进

行了优化。这一体系内容包括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维护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目标，

坚持充分披露的原则，强制与自愿性结合的原则，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原则，在内

容方面，要分为环境财务、业绩和环保会计政策三类。在模式方面要将可描述和

可核算信息分别披露，完善环境报告书模式。最后，通过积极开展S公司的披露

工作和提高S公司的披露质量两大方向来完善S公司的披露行为，为S公司的

披露提供系统规范的帮助，以此提高石化行业的披露成效。

关键词：石化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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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埘t11 the accelerated pace of social development，industry too pursuit

of growth economic benefit，environmental problems began to highlight，has become

the focus of global attention，the whol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re and

more emphasis in 1 3th Five-Year planning green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green is a stick，that is to keep．Based on this background，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began to appear,and th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imperative．At present，th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 China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and it is necessary to form a

systematic and normative system．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is the priority among

prioriti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key enterprises have

selected S company of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not only

Can optimize and perfect th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of S company,also make disclosure of the demonstration and example for other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The related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based on the economic extemality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research，analysis，data analysis，case study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the first is the introduction of S company and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background，the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the company S analysis from the analysis of voluntary disclosure，

content，mode three，S company is the main problem in the disclosure of voluntary

disclosure is weak，the content is not comprehensive，environmental report mode is

not perfect．Then it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including the lack of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disclosure，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and

disclosure system is not perfect and the third party supervision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not strict．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th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of S company has been optimized．This system

includes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stakeholders，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full disclosure，mandatory and voluntary

principle，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principles，in terms of

content，to be divided into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policy three．In the model to be described and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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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ed for accounting disclosure，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report model．Finally,

through actively developing S's disclosure and improve S company’S disclosure

qualities two directions to improve the disclosure behavior of S company,to provide

help for the S system to standardize the company’S disclosure，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isclosure of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Keywords：Petrochemical Enterprise；environmental accounting；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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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选题背景

1绪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导向，我国的经济水平突飞猛

进，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环境问题却开始困扰我们的发展进程。中国作

为生产大国所承受的环境压力与舆论压力也越来越大，高速发展的现代工业企业

也给我们的生产和和生活带来了不少干扰。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是我们迫在眉睫的任务。我国一直以来在国际上扮演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

发展的角色，而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是我们响应国际号召的重要体现，为

此我们也制定了环保计划，采取了具体的治理措施。对于我国来说，我们属于资

源消耗型的大国，面临着因破坏环境和制造污染所需承担的责任，环境污染最主

要的来源就是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制造的，根据有关数据显示，企业活动对自然界

制造的污染物占到了产生总数的八成。在这样高比例的情况下，企业需要如实、

规范的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向利益相关者等外界展现企业为缓解资源消耗、整治

污染物以及加强环保的履责情况等，这也恰恰是我们需要扛起的重任。这种情况

下，就需要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的指引，这是我们不可疏忽的关键条件。国家和各

级政府需要高度重视对这方面的管理和监督，在这一点上政府也切实站在企业的

立场上出台了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和环保要求。面临国家的日益重视和关注及

自身担负的责任，企业的环保活动和信息披露披露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工

程。

在对企业环保责任与义务的备受关注下，环境会计也就随之产生了。在20

世纪70年代，国内外开始涉入环境会计的理论摸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

深入，环保问题的管理和实施思路越来越清晰。而且我国也在不断得丰富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增强贯彻执行的效果，在重要行业也进行了推广和实践，得到了普

遍好评。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环境会计披露的法律法规，也让环保问题的解决更加

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使各行业深入认识环保的本质及自己需要为之付出的努

力，这也为各行业各企业敲响了警钟。环境会计在我国开展比较晚，同西方国家

相比，我们还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对企业的要求和管理上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

的标准，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有些企业就几乎不披露或只是轻描淡写的说明，

这可以显示出企业对披露的重视程度比较低，在自己应该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上

没有足够的认识，也就造成了对这一问题的疏忽和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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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环境污染比较普遍，在国际上排在污染物排放大国的前列，属于世界

各学术界和学者研究环保问题的典型国家。国家环保理念一直在进行宣传和教

育，但是落实到实际问题上，却不尽人意，虽说企业环保意识有所提高，但污染

物排放量还是没有降下来，没有根本性的改观。

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为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实现

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制约着企业的绿色可持续发

展。在可持续发展的大前提下，处理好环境污染、实现资源合理分配越来越被各

个国家所重视。之所以选石化行业的典型企业S公司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具体

性和针对性，石化行业是我国的一大基础产业，在我国能源地位突出，但同时也是

重污染行业，与环境密切相关。现阶段，化工类企业一定要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

这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并且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需要有价值的信息，因而对企业的

标准也随之升高，这就要求企业增加披露的质量和效率，尽可能方便利益相关者

的使用，这对于今后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力。针对S公司这一石化行业

的典型企业来进行研究，对于改进和提高S公司自身的披露水平有起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既能体现企业的责任感和大局意识，响应国家的号召，又

能改进S公司的披露质量，增加行业影响力和话语权，进而在社会公众心中树立

一个良好的形象，为石化类企业以及其它行业的企业做出表率，促进它们提升自

身的披露水平。

1．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1研究的目的

当今时代，环保问题在世界各国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绿色会计理念也

越来越受到推崇。但是在我们国家，环境会计还较为陌生，尤其是石化行业，接

触时间比较短，国家对石化企业的披露问题关注也较晚，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正

在摸索，缺乏相关政策支持，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模式，对内容缺乏限制，缺

少企业的外部监管。论文希望通过对S公司现状的深度细致研究，从而得出解决

问题的相应措施，使S公司的信息需求者能够获取更加具有时效性的信息，更加

全面真实的了解S公司的披露情况，增加了投资者判断和投资的准确性和客观

性，利于双方共同获益。S公司是石化行业的典型性企业，完善S公司的披露研

究对于行业内其他企业是一个标榜作用，能够帮助其他企业更加规范化、合理化

的提升自身披露质量，增加披露的主动性，认识到披露的不足加以改进，S公司

披露暴露的问题对其他企业也是一个警醒，能够有针对性的调整披露体系，对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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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水平的提升起到相当大的推力作用，从而各行业各企业持续贯彻绿色发展战

略，使我们的国民经济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1．2．2研究的意义

目前，为了更好的贯彻科学的发展理念，走绿色低碳之路，那就要将国家的

环保政策落实到实处，提高S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切实发挥披露的价

值，才算是对环保政策的良好落实。随着社会上环保理念的不断深化，以及上层

政策的频繁出台，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对环境问题看的尤为重要，社会公众对自己

所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重视度和关注度也急剧提升。因此对S公司的环境

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研究能够规范内部披露行为，增加S公司品牌价值，对信息使

用者和相关利益者做出合理有效的投资决策有深刻的意义。

(1)理论意义

由于S公司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缺乏对环境信息的关注度和披露程度，这间接

的影响了披露的质量，对披露没有极高的重视会影响披露的质量，从而意识不到

企业存在的问题，漏洞得不到改善。因而单从企业的角度看，全面规范的披露能

够切实让企业体验到责任的重担，环保意识也就会随之增强。针对S公司披露的

现状，学习国内外有关环境会计方面的超前理念和优秀理论并以此摸索出适合S

公司的披露模式，对推进披露效果的改观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这种方式的

学习和借鉴，能够给予S公司在理论方向上的指引，可以扩宽研究的范围和界限，

促进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体系的高度规范。另一点，我国己经是WTO中的一员，

国外的企业已经拥有成熟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实践经验也很丰富。在此背景下，

国内企业对融入国际市场的需求愈发强烈，这样强烈的渴望鞭策了企业不断更新

自己的理念，提升披露的质量来与国际水平匹配，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企业竭

力形成初步的披露体系和规范，也促使国家披露水平提升一个台阶，可以完善我

国现有的会计理论体系

(2)现实意义

S公司一直提倡绿色发展，始终贯彻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在经济运行过程中

倡导低碳行为，也为此做出了实际性的表率，启动碧水蓝天环保专项治理。提高

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增强披露的有效性是S公司落实这一政策的重要呼

应。信息需求者借助披露情况来深入了解企业的现状和对环保理念的贯彻落实情

况，帮助他们更客观的进行判断和投资。实际上，通过披露的内容也可以侧面的

反映出是否遵循绿色环保理念，企业披露的详细与否能够全面体现企业为保护环

境支出的成本和获取的利润。因此，为了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履行S公司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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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诺言和绿色发展的初衷，对其进行研究是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的，也可以

认为这是S公司贯彻绿色理念的重要途径，要切实的落实环保理念和责任意识，

这才是我们研究的重要意义。另外需要正视的一点是，只有认真对待环境会计信

息披露，才能准确核算S公司的盈利和负债状况，才能真实反映S公司的经济

状况，反映企业的真实成本，对于S公司改善自身成本的支出，费用的分配，都

是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另外可以挖掘S公司潜在的能力，激励其更快更好的发

展，成为行业中的领军企业。

1．3研究内容和方法

1．3．1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绪论。首先阐述了选题背景，明确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介绍了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

首先是介绍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及其对文献的评述，接着阐述环境会计信息的基

本概念，包括环境会计信息的定义和特征，最后阐述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基

础。第三部分，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案例分析。通过研究s公司在环境会计

信息披露方面的资料结合所在石化行业的行业背景，先是对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

披露的现状进行阐述，分三个方面，信息披露的动机、内容和模式，让读者对S

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一个相对深入的认识，接着分析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例如信息披露的自愿性较弱，内容不全面，环境报告书模式不

完善等。通过问题找出其存在的原因，环保立法尚未健全，审计监管不严格等。

第四部分，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优化，完善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的体系，明确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目标、确立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原则、丰

富了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规范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第五部分，

完善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对策。一方面要积极开展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

披露的工作，另一方面要提高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效率，以此来提高S

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有效性。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展望，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

足，进行总结以及对以后S公司发展进行展望。文章的研究框架图如图1—1所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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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卜1 论文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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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研究方法

论文在研究过程中借助以下三种方法对基础理论和实践情况进行分析。

(1)文献分析法。论文主要借助数据库搜集整理文献资料，针对国内外现

有的研究理论和经验，对我国的披露理论展开探讨，深入学习和摸索其基本理论，

为准确客观研究S公司提供了深厚丰富的理论基础，帮助S公司针对自身披露

情况展开理论分析，使其更具有科学性。

(2)数据分析法

论文在对S公司进一步研究时，主要依赖定性分析为主的方式，通过S公

司对外公开的各种数据开展分析和研究，也结合了S公司所在的石化行业的基本

数据作为行业背景，帮助S公司更客观准确的认识企业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

提出解决措施，使s公司意识到自己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意识到保护环境和污

染治理的迫切性，可以促进s公司更加合理有效的披露具有真实性可烈性的信

息。

(3)案例研究法

S公司是论文整个研究的案例，通过研究S公司这个典型案例，对各行业和

企业提供规范的披露模式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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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

2．1文献综述

2．1．1国外研究文献

国外学术界对环境会计的研究很早，以1971年英国学者比蒙斯发表的《控

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1973年马林发表的文章《污染的会计问题》为

代表，环境会计的概念初次进入学者的视线，经过不断的摸索与完善，现在也取

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政府部分也颁布了一些利于执行的政策与规定，而国内外

学者也在理论与实践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在各界的持之以恒的共同尝试和改进下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体系也趋于正规，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1)国外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动机的研究

Fer90son(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那么就会增加企

业的财务压力与风险。因而为了提高企业的授信度，缓解和平衡各界带来的压力，

企业会披露更多的环境会计信息111。

Xianbing Liu和V Anbumozhi(2009)在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以

及对企业的具体研究中，可以得出：企业披露的水平很大程度取决于政府的政策

和外界的压力，而在股东和债权人方面，影响较为微弱，这一点可以反映出企业

在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主要是为了应付政府，填补政府对其的关注而已121 o

Patrick de Beer、Francois Friend(2011)在研究中表示，企业为了体现自身

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上所做出的努力，会相对较乐意披露与企业的环境会计

信息相关的绩效与成缵31。

Yuel(2014)认为，越是乐意展现环境绩效信息的企业，在披露环境会计信

息的问题越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14】。

S．X．Zeng和C．M．Tam(2015)在对中国进行研究时发现，企业在进行披

露时出于缺少来自政府以及其它的环保机构的压力，并没有严肃的对待环保问

题，没有承担起环保责任，因而也就缺少制定较为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f5】。

(2)国外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的研究

Christine Jasch(2003)表示，企业的环境成本方面的信息应该作为企业进行

披露的重要内容，还要增加在污染、环保措施获取的荣誉的披露【61。

J．Mylonakis和ETahinakis(2006)认为，企业要以环境成本信息的披露为主，

侧重披露有关货币性的环境保护信息【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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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is Patten、Greg Trumpeter(2012)两人在对上市企业财报内容研究后指

出，在进行披露时要包括企业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进展、在进行环保所需要遵守的

法律以及面临的环境风险，也因此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更细致的描述与划分【81。

Junrui Zhang．HuitingGuo、Bin Li(2013)指出，企业在进行披露时，要将环

保对业绩影响的程度体现出来，主要是两者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表现

[91。

Jian Tang和Jue Peng(2015)认为，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有效合理的披露可

以改善环保信息存在盲点的弊端，可以推动公众主动加入环保建设中来，对于企

业改进环境绩效问题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问题就是，企业在进行披露时只是

简单的用文字进行概括，还是停留在定性方面，局限性较强，可靠性较低【10】。

Wegener．M(2016)认为，环境是一个统一性质的名词，它包含研究会计、会

计账户以及环境这三方面的关系，折旧要求我们企业要对环境会计的货币性信息

着重进行披露111I。

(3)国外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研究

日本政府为能更有效的指引日本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方向，在2000年

颁布了《引进环境会计系统指南》中提出希望日本企业能扩大使用独立的环境报

告模式。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更倾向于独立的环境报告。

Leigh Holland，Yee Boon Foo(2003)在研究中指出，更侧重在企业年报中

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他认为年报的关注度比较高，更容易注意到存在的问

题，增加信息获取的可能性【12】。

Freedman(2004)通过对德国、荷兰选取的样本企业发放调查环境信息披露

状况中得出结论：他们主要是通过补充性披露的方式，还是以年报为主，但也逐

渐推广独立的披露模式【13】。

Rob．Gray和Dave Owen(2006)指出，依据受托责任论，针对企业报告和

有关环境会计的环境报告中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这推动了环境报告在西方的

发展【14l。

Charles H．Cho，Dennis M．PaRen(2007)研究中指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模式包括两种，一种是货币性方式披露，一种是非货币性披露【l51。

Suresh Cuganesan和Leanne Ward(2008)二者认为，环境会计信息通过年

报的形式进行披露时最合适的选择，不过仅仅在年报中进行披露，又会显得载体

过于单一化，因而，在他们看来，独立的报告是趋势，它会越来越深受企业的欢

迎和重视【16】。

GeoffFrost(2011)指出，年报是最不理想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选择独立的报告模式来展示【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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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Guthrie(2012)指出，企业比较乐意通过网络这种方式来披露环境会计

信息，相对来说在年报中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仅占很少的字符【181。

PanAne(2013)指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问题主要涵括以下几点，内容过

于简单粗糙，模式不具有系统性，披露的质量急需提高1191。

Clarkson(2016)认为，媒体在企业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做出一定贡献，

制造了很大的压力，因而企业主要通过媒体这个终结，而不是年报，通过这样一

种方式来赢得公众的信任1201。

2．1．2国内研究文献

我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对环境会计有初步的研究，竭力规范披露的模式

和质量使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的目标和要求。在摸索阶段，我们也取得了喜人的

成绩，但也只是形成了披露简单的雏形，还需继续深入探索，借鉴国内外的合适

的方式和经验，努力提升披露质量和水平。

(1)国内学术界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动机的研究

张亚连(2004)指出，企业出于受到各利益相关者、政府机构、环保职能部

门以及民众的压力，需要学习披露的基础理论，提高实践能力【211。

沈洪涛和李余晓璐(2010)在研究中指出，重污染行业进行信息披露的企业

较多，但是几乎都是基于为企业考虑，很少披露企业的消极信息【221。

卢馨和李建明(2013)通过进行实验后指出，近几年国内企业披露的数量和

质量都有所提高，有些企业也在社会责任报告中进行披露。然而披露的主要是正

面的积极的信息，涉及负面信息就很少进行披露【231。

杨明娜、胡世强(2013)在研究样本企业后指出，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政策，

通过上层的管理和督促推进披露的顺利进行【241。

邹纪元(2013)指出，我国公民环保意识相对薄弱，针对环境信息利益相关

者也没有很强的渴望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削弱了企业披露的积极性。【25|。

郑春美，向淳(2013)在研究重污染行业中部门企业披露状况后指出，国内

企业披露还需要继续摸索，现阶段，企业的规模越大就越喜欢披露环境会计信息，

受媒体关注性较高的企业披露水平也随之升高，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盈利能

力并没有起很明显的作用【26J。

沈洪涛，刘江宏(2014)通过研究理论资料发现，企业的特征和内部管理等

因素，以及外界的舆论是进行披露的重要原斟”1。

毕茜、顾立盟、张济建(2015)指出，传统文化对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水平有着或大或小的作用，两者之间互相补充，互相促进【2引。

9

万方数据



哈尔滨商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国内学术界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的研究

孟凡利(1999)认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应该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环境

的绩效信息，例如对环保政策和规定的遵守情况、针对治理付出的成本和支出，

另一个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受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291。

2007年，我国环境保护总局令第35号，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中

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内容提出了详细的要求，内容涵盖环保方针、目标、计划以

及具体实施情况等【30】。

赛那(201 1)在研究部分能源企业后认为，能源型企业披露普遍存在下述问

题：体系不系统，自愿性较弱，内容不可靠13¨。

肖淑芳，葫伟(2011)表明，现在，我国各行业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比

例都比较低，但是发展趋势趋于好的方向。大多数环境会计披露主要体现在重污

染行业内部，另外披露随意性较强【321。

吴德军和唐国平(2013)在研究中指出，在环境问题上，企业进行全面的披

露有利于财务绩效的提高，因为披露中问题的解决可以减少下一时期的成本支出

1331。

赵丽萍、孙丛讳、周宜洲(2013)通过研究上市企业后表明，我国上市企业

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数量有所增加，披露的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升【341。

黄慧(2013)认为，应包括披露目标和动力以及影响环境成本的政策；其次

还应包括与企业环保有关的环境资产方面的信息；再次，企业的成本涉及的相关

费用；最后是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产生的价值等等1351。

沈洪涛、廖菁华(2013)指出，环境会计是隶属于传统会计的其中一部分内

容，它又与传统会计有一定的差异，主要强调的是对环境的作用。信息主要来源

于财务和环境方面的信息，它可以通过货币和非货币两种形式进行计量，以此来

帮助更多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来获取所需的信息1361。

胡晓玲(2013)在研究之后发现，上市公司应针对环保存在的问题，采取的

应对措施通过货币和非货币性形式进行披露1”l。

唐国平和李龙会(2014)通过研究湖北省的上市公司发现，尽管信息披露的

数量有所增加，但情况还是不尽人意，披露的内容很不全面【381。

陆依、王贞贞(2014)依据《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讨论稿)》，通过研

究石化行业中定性披露内容占很大比例，定量披露内容很少，披露的内容多呈现

有利的信息，历史性信息要多于未来信息【39】。

姚曙、田甜等(2014)对31家浙江省重污染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内容开展

研究，认为各行业披露水平差距很大，披露的质量也很不稳定，对未来的风险认

识薄弱【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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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文靖(2015)通过研究指出，政府政策的强制要求可以促进披露质量和水

平的提升，增加信息的利用率和可靠性。毕竟行业之间是有差异的，政府要“因

地制宜”，制定合适的政策和要求【411。

(3)国内学术界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研究

储姣、郭金花、刘伏强(2003)认为企业在披露过程中要尽可能把环境信息

报告和财务报告分别进行报送，有利于避免出现混乱等潜在风险【42】。

翟春风、赵磊(2007)认为，我国行业存在各自的特色，应该分开披露，类

似石化类企业需要披露的信息颇多，因此尽量采用独立的形式展现出来，对于其

他行业也要采取特色的披露行为【431。

张景(2011)提出，企业应该选择在年报中对环境方面进行披露，而针对在

年报中没有方法进行披露的那部分可以选择通过单独列示的方式加以说明【441。

戴悦和华楚慧(2013)指出，披露过程中要涉及财务和环境绩效信息，还要

设计环境会计政策等，披露方式将补充性和独立性相结合的报告模式。[451。

朱澍清(2013)指出，目前国际上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模式，我国为更好的贯

彻环保理念，应主要推广独立的报告模式，另外可以普及补充性报告模式i461。

黄嫦娇(2013)认为，不同性质类型的行业可以针对行业的特色采用不同的

披露模式，重污染行业可以通过编制独立的环境报告，但是要注意包含环境的资

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等等内容14 7。。

高凯丽、程勇、李哈(2013)的文章中有百分之四十的观点都比较统一采用

独立的报告模式进行披露，一成的代表同意通过补充报告模式进行披露，其余的

观点保持中立，在这一问题上很多学者还是持中立的态度来做出回应【4引。

唐洋(2013)研究提出：对于污染比较严重，对环境破坏力较强的企业，应

该采用独立的报告模式；相反，污染较轻的企业，可以自主进行选择，或是采用

独立的报告模式，或是采用补充的报告模式【491。

梁汝新(2013)认为，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环境财务信息同样重要，占有同样

的地位，披露时要将两部分缺一不可的展示出来。在模式上，他也比较认同货币

和非货币两种方式互相补充和配合【501。

李秋(2015)认为，企业的规模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披露的质量和数量，规模

越大，越应该披露的详细全面，因而更建议采用独立的环境报告模式，对于规模

偏小的公司，补充报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1511。

孙瑞遥(2016)在研究中指出，我国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应该

进行改进和完善，尽量采取独立的环境报告模式，朝着这一方向过渡才是大势所

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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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国内外研究文献评述

随着国内外环保理念的逐渐深入，环境会计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大范围的反

响，各学者从环境会计的基本概念开始入手，剖析最基础的理论，分析最真实的

实践经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晚，而西方学者不仅在理论方面处于前列，

也成功的运用到了实践阶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成绩。在西方学者眼中，政府

的角色十分重要，对于环境会计理论的推广和宣传不可忽视，环境会计的实施基

于政府政策的颁布和立法的压力，政府对环境会计的实行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

用，西方各国也通过出台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障信息披露的有效进行。而我国针

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出台的法律少之又少，无法起到一个鞭策企业的作

用。因此，从披露动机上来看，无论是基于企业通过正常生产来获取利润的运营

过程，还是基于社会的影响力和责任意识，都需要增强披露的自愿性。在披露内

容方面，外国学者在文字叙述和货币形式的披露都有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财务、

环境污染、环境诉讼等情况上，但主要强调要侧重于环境成本等的货币性信息进

行披露，国内则多集中在对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方面的影响以及环保政策、环保

实施情况等非货币性信息，但也开始提出要增加货币性信息披露比例的理念。当

前在我们国家，学者们大多数都开始把将环境会计指标进行量化作为探索的的目

标，以期将其并入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中，可以披露更多更有价值的货币性信息。

在披露模式上，国外更推崇独立的环境报告书模式，而且目前也比较成熟，而国

内正在向独立的环境报告书模式过渡，处于一个改进和发展的阶段，需要我们继

续努力完善。

2．2环境会计信息的基本概念

2．2．1环境会计信息的涵义

迄今为止，国际上对于环境会计信息的概念还没有统一，各国学者披露的主

要原因都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和响应国家政策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涉及领域

的差异，造成各学者意见的分歧。有学者认为，环境会计是充当管理工具的角色，

致力于对企业因环境因素产生问题的解决，也有学者将环境会计定义为环境会计

属于会计学中的一个分支，是企业用于管理各种环境活动的经济系统。环境会计

信息可以理解为通过会计确认并获取的有关企业运营过程中的环保措施、污染治

理以及清理与环境相关的货币性和非货币性信息。

国内学术界在概念的界定上也五花八门，但是都普遍认可的一种观点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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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会计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会计学分支，是在原会计核算的基

础上，将自然环境因素添加进去，利用会计理论和采用基本途径进行确认、计量，

从而反映出企业对生态环境的作用以及企业自身的利益，向各个信息使用者提供

其环境信息的一个管理工作。有的学者提出另一种观点，从本质来看，环境会计

和传统会计没有很大区别，都担当企业管理工具的角色，环境会计只不过是将涉

及的范围扩展到包含环境情况与信息的领域而己。另外，还有学者认为，环境会

计将企业承担的环保责任和环保履行情况作为管理的客体，主要看重的是它以货

币性方式披露的信息。

我认为环境会计就是绿色会计，企业可以通过环境会计信息更好更深入的挖

掘企业的潜能，通过分析环境会计信息，可以充分认识到企业存在的问题，主要

是在之前忽视的环保问题上存在的隐患，以及及时披露环境相关信息带来的效

果，促使企业增加披露的自觉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利益相关者更客观准确的

认识企业，在比较判断后做出选择，来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企业也受益于信息

的披露，能够不断增强披露的质量和披露的能力，为企业更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2．1．2环境会计信息的特征

环境会计信息主要是财务信息和绩效信息以及环境会计政策，前提是这些信

息与环境密切相关，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环境会计信息的字面特征。通常情况下，

它包含以下特征：

(1)环境会计信息是传统会计信息的拓展和延伸

环境会计与传统会计一脉相承，具有传统会计最基本的特征。首先是可理解

性。可理解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信息能够被需求者所领悟，这是最基础的性质和要

求。环境会计信息中包含各种比较难以理解和运用的与环境密切相关的重要信

息，因而我们必须要以高质量、高水平、容易理解的信息来为信息需求者和利益

相关者提供支持。其次是相关性，相关性最重要的是要求企业在提供信息时，能

够与利益相关者需求的信息高度吻合，能使信息使用者和决策者更有效的利用信

息进行战略决策与判断，既能够回顾过去的历史信息，也可以预料将来可能出现

的不确定事件。还有可靠性，可靠性是指信息全面充分而且具有可信性和真实性，

可以如实折射出企业在涉及环境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很多有关环境的信息通过基

本判断是难以准确计入和核算，在这过程中，高素质，专业能力较强的人员才可

以比较准确的记录企业的有关环境问题的信息，并可以预见未来环境事件以及各

种涉及环境的行为。最后是可比性，．可比性就是方便使用者辨别差异，能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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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既能看到与过去的差异，又能看到与同行业的差异，这就

是可比性价值的存在。

(2)不同于传统会计信息的新特征

环境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它是一个综合性信息的集合体，

它不只是拘泥于传统的财务会计概念上，还涉及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会计信

息。环境会计信息不仅能映射出一个企业的环保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还可以帮助

投资者在投资时的综合考量，能够更全面的反映一个企业。另一点就是环境会计

具有时效性，由于环境问题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具有复杂性，企业披露有关信息

也是为了更好的实施企业最初的目标和规划，因而环境会计信息不只是反映企业

在过去的某一段时期的环境保护成绩，也要对未来的情况加以考虑。因而企业的

环境会计信息大多数具有反映过去行为的可追溯性特征。环境会计之所以需要企

业高度的重视，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具有时效性，它需要企业及时披露有效

的信息，能让利益相关者更客观的去判断和衡量。环境会计的另一个特征，就是

它具有多样性，它不拘泥于一种形式，不管是披露载体还是披露内容，既可以借

助指标也可以借助企业的文化宣传，都可以全面系统的反映企业的方方面面，可

以帮助信息使用者对企业做出完整的准确的评价。

2．3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

2．3．1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指绿色协调循环的发展理论，它倡导的是我们在一味的

发展经济的同时要考虑它可能会引起的有关自然环境的潜在威胁，通过协调处

理，能够减免威胁的发生，避免因此带来的潜在问题，这才是理论的本质。我们

赖以生存的环境是需要我们去维持和细心呵护的。只有以这样的方式与之相处才

能让我们及我们的后代享受自然资源赋予我们的特权。可持续发展理论从提出到

被认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它第一次被应用于实践是在92年， 《里约环境与

发展宣言》和《全球2l世纪议程》这两项议程的发表展开了理论形成的序幕，

国际上开始响应可持续发展理念。从此开始，人们在对待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上

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能够处理好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

关系，能够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来享受经济上的

短暂快感，换取一定的“虚假”的经济效益。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可持

续发展理论是处于指导思想的地位，对于企业来说指导性很强。现如今，石化行

业对于环境的污染强度越来越大，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飞快发展以及转型，石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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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也在慢慢的消沉下去。因而，石化类企业选择坚持可持续发展，走可持续发展

之路是毋庸置疑，是大势所趋。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为处理好企业发展和

保护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能够实现绿色、协调性发展而努力，也颁布了相应的

环保法律法规，以便更好的引导企业的发展。在法律的约束之下，企业就必须承

担起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担。因而，企业应该把可持续发展理论作

为发展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在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情况下获得效益的最大化。

S公司作为石化行业的重点企业在发展时一定要兼顾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发

展经济的同时，如果因为生产经营活动而对环境造成污染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不仅是大额罚款，也失去了企业的名誉和信任，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S公司的生

产成本。企业要坚持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就要承担社会责任，在披露时要确保

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这对于解决问题更具有针对性，能够方便S公司及时进

行查漏补缺，及时调整企业的运营方向。而另一方面，对企业外部相关者来说，

我们可以向政府展示S公司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增加公信力，从而能促进S

公司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良好的环境，我们必须承担起保护环境

的重担，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样对于S公司的发展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2．3．2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一方持有与双方交易密切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不知晓，

而且不知情的一方想要获取这些信息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从而无法克服经济上

的困难造成信息无法获取的局面。坚持此理论，保证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完整性

和充分性，不仅可以使委托人克服信息盲点，获取更全面的信息，也能让其对经

营情况及时监督，给企业些许压力，促使其更具有积极性的披露相关信息，也还

可以让政府和公众对企业所做的环保工作有所了解。

S公司不管是处在在正常运营的状态下，还是站在与其他企业往来合作的立

场上，都应该向内部和外部信息需求者展现自己在环保方面做出的成绩和存在的

问题，这是一个关乎公平的问题，信息需求者可以通过S公司披露的信息更客观

公正的进行判断，然后决定开始投资还是终止交往。S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也会遇

到需要进行委托．代理的状况，如果没有对环境信息充分有效的披露，那么信息

需求者就可能获取虚假的信息，这就会产生潜在的风险，也为以后更大问题的产

生埋下伏笔。因而，S公司以信息不对称理论来督促企业的披露问题，才能给予

外界准确客观的信息，可以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会和威胁，可以减少因

为信息盲点带来的逆向选择的潜在问题。尤其针对环境状况良好的企业，可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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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因为信息的部分确实引起的消极影响，使企业在同行业的市场竞争中获取一席

之位。

2．3．3经济外部性理论

经济外部性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成本理论，一个是外部影响

理论。

外部成本理论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企业在运营中产生的除追求利

润所付出的成本以外其他支出的理论。对于外部成本，主要概括为企业消耗的社

会资源，它并不是生产时产生的费用，是非生产过程产生的支出，例如空气、河

流的污染和对环境的破坏等，这些外部成本在进行企业利润核算时没有被计算进

去，这样就会使得企业的利润并不是真实的，存在虚假性，可能会让管理层误认

为利润在升高，没有意识到潜在的问题，影n影'l-部利益者对企业的判断。并且企

业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没有进行付出，或是付费不足都会使得社会成本增加，

就会引起私人和社会之间利益的差异。

外部影响论是指生产者或消费者采用除价格之外的其他方式，来间接影响他

人对信息的获取以及利益的分割。传统的会计在对企业经济活动描述时仅仅关注

它带来的内部影响，对于外部影响几乎很少涉及，试想一个企业过度重视内部影

响，没有考虑外部影响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那对于企业问题的解

决无济于事，只会让问题继续扩大，损害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过于追求

利润带来的快感，却忽视这些潜在的成本，使企业的利润产生“虚增”，这很不

利于企业的长久发展。

S公司是我国治理环境需要重点关注的企业，S公司在这种重压下对环保意

识和绿色协调战略发展理念有了更为深刻的感触。面对现在国内外对环境信息披

露的各种经验和对策，S公司需要提升披露的水平，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

要想给利益相关者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就要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才能保证信息的

准确性，缩小因外部影响制造的信息获取障碍，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既能保护环

境、节约资源，又能保障企业经济利益的实现，因而要积极利用企业正能量的外

部影响，极力克服负能量的外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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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案例分析

3．1 S公司简介及所在行业背景

3．1．1S公司简介

S公司是2000年2月25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独家发起方式

于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公司将其附属公司的石油石化的主营业务连同有关

资产及负债于1999年2月31日投入公司，并由公司分开独立经营管理。

主营业务主要是组织所属企业石油、天燃气的勘探、开采、储运(含管道运

输)、销售和综合利用；组织所属企业石油炼制；组织所属企业进行石油批发和

零售；组织所属企业石油化工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存储、运输经营活

动；实业投资及投资管理等。S公司在行业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行业内的典

型企业。

S公司一直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生产经营和投资融资方面都贯彻绿色

协调可持续的经营理念，通过完备的上中下游产业链，加速建设节约资源和环保

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模式的步伐，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承担社会中重要的

环保角色，确保提高消费者生活品质，并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能力，始终

坚持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在企业快速发展，不断壮大的同时，为利益相关者带

来福祉。

3．1．2 S公司所在行业背景

(1)石化行业的基本概念及特征

石油化学工业简称石化行业。是我国的支柱性行业。它主要依靠石油和天然

气作为原料，生产石油产品和石油化工类产品，属于加工型工业。

石化行业也是一个重污染行业，它所产生的环保隐患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和威

胁。从原油到最终化工消费品，整条石化行业产业链的生产营运过程都具有潜在

危险。很多产品毒性很强，很不利于环境的保护。现如今，国家对企业环保问题

的标准制定的越来越高，很多企业都面临关停和搬迁的要求，这无疑增加了经营

成本，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困扰。

(2)石化行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动机

石化行业是我国政府重点关注的环境信息的披露主体，但是政府却没有制定

万方数据



哈尔滨商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统一的标准，也没有奖惩措施来提高披露的积极性，这就直接影响了披露的质量

和数量。缺乏制度的限制，企业自然而然就会降低披露的主动性，即使进行披露，

也只是停留在意识层面，一旦落实到行动中，就会考虑进行披露所需的成本。虽

说披露会提升企业在行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但短期内看不出效果，因而企业还

是不会主动进行披露。另一方面，尽管环境问题已经引起国家环保部门的高度重

视，也颁布了相应的环保法律法规等政策，但是我国的石化行业的上市公司并没

有严格按照制度的要求，执行力很差，环保意识还没有普及。

论文选取了沪深两市A股中60家石化行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其中剔除了

ST和：．cST公司)，这些样本企业主要是以石油化工为运营的中心，在行业内存在代

表性，他们贯穿了整个行业，包括上中下游产业链。在调查中收集了样本企业在

2011年一2015年之间的年报、招股说明书、社会责任报告以及可持续发展报告

对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分析。针对样本企业数据详细计算以后可以看

出，2011年样本企业中共有49家公司对自己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向外公开，这

个比例达到了样本总数的82％(至少要在一个载体上进行披露)，2012年披露

公司数量上又新增了一家，这微小的变化使披露数量比重增加了百分之一。到

2015年，这一数据有所提高，共有57家公司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不同程度的披露，

披露比例己经到达了95％。通过数据的不断更新和变化我们能够得出，随着可

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社会的逐渐普及，作为环境治理重点的石化行业也开始关注企

业在社会上的责任履行和认可度，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视度也有了很大提

升，行业内企业主动披露的自愿性也呈上升趋势。

(3)石化行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

目前石化行业也存在我国大部分企业一样的状况，在进行披露时更愿意选择

利于树立企业形象的信息，或是没有可比性的信息，例如：环保项目建设进展以

及政府给予的补贴等。这样既可以避免披露的漏洞，而而对于影响企业形象的信

息却是很少提及，类似环境事故信息，这是大多数行业的”潜规则“而对于影响

企业形象的信息却是很少提及。即使少数的企业会有所提及，也只是轻描淡写地

以“没有重大环境事故发生”来描述。目前披露的内容还处于不断补充，需要扩

充的阶段，

本文选取了沪深上市的60家化工企业关于信息披露内容的披露项目，具体

内容如表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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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东方财富网；浪潮资讯网等

通过分析近五年的数据可以得出，从近五年数据来看，我国石化行业上市公

司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内容较稳定，对于披露的重点横纵向也都比较一致。公司

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多为非货币性信息。针对环保所采取的环保措施，部分企业

只是呼应大力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但是并没有项目切实描述采取的措施与对策，

没有进行详细的说明。

(4)我国的石化行业的上市公司通常通过三种载体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包

括年报、社会责任报告以及招股说明书，这三种形式为大多数企业所采用。而企

业在对这三种模式的选择中，更愿意通过年度财务报告向公众呈现他们所需要的

信息，社会责任报告和招股说明书就没有普遍的采用，但是近几年通过这两种方

式进行披露的上市公司范围也在慢慢扩大。除此之外，有的企业也会进行独立性

较强的披露，类似环境报告书。但是数量少之又少，即使通过独立的环境报告，

但内容上不完整，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判断和评价的有用信息涉及很少。很多企业

缺乏对披露模式的认识，认为年报是最适合进行披露的方式，忽视独立性的环境

报告书等方式，现在石化行业需要从整体上制定规范的披露模式，主动进行独立

的披露模式，将环境会计信息展现给信息需求者。

下面通过石化行业近五年披露模式统计表可以得出以上分析，如表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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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石化行业近五年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统计表

数据来源：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3．2 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

3．2．1信息披露的动机

我国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

其他公害”。随着政府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S公司的披露开始步入正轨。环保

法规及要求如图3—1所示。

图3．1 环保相关法规及实施要求

2001年，S公司开始通过年报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从01年开始每年都会将

环境方面信息通过年报体现，在开始的几年间，披露的信息很泛泛，不具有参考

性。到2015年之前的十五年间，S公司披露数量的趋势有过不小的波动，2006年

财政部发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及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对S公司的披露

情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迫于上层政策的压力和社会的广泛关注，S公司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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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的时间段内迅速增加披露的数量，在内容上也有了一定的改善，达到了新的

高度。可以看出，S公司只有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才会去进行披露，而且对S

公司在政策刚颁布的敏感时期比较注意，但也是无疾而终，不过还是推动了环境

会计信息披露在我国迅速发展的进程。现如今，我国的环境问题在困扰着社会各

界和群众，因为大到政府，d,N公民个人都与环境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在

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国家为了贯彻落实环保理念，也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对

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管理也进行了规划。S公司也很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只

要国家一有环保要求出台，那S公司就增加环保投入和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数量

和质量，因而目前披露体系和披露环境还处于比较稚嫩的阶段，S公司主要取决

于国家政策，自愿披露的信息少之又少，披露的主动性急需提高。

3．2．2信息披露的内容

S公司在披露时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

境带来的影响，另一个是企业涉及环境的行为给企业效益带来的财务影响和绩效

影响。财务影响方面通过货币化计量方式进行披露，而环境绩效更多的是采用非

货币化记录的方式，图3．2针对S公司2001年．2012年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

容中货币性项目比例进行列示。

^、_／＼。。一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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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据来源：S公司财务部

图3—2货币性项目披露比例图

S公司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方面的内容可以归纳为7项评价项目：(1)环境

资产类信息；(2)环境负债类信息：(3)环境支出类信息；(4)环境收益类信息；(5)

环保方针政策；(6)能源消耗情况；(7)污染物排放及处置情况。对S公司在

2013—2015年之间关于在这七项内容上披露情况进行货币性和非货币性分类。如

表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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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S公司2013．2015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

数据来源：S公司财务部

3．2．3信息披露的模式

S公司作为石化乃至重污染行业中的重要企业，在对环境这一重要问题的披

露上理应起到代表性作用，这是顺应企业发展所需的行为。S公司在对环境会计

信息进行披露时主要是通过年报、社会责任报告以及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招股说

明书作为载体来披露，虽然采取了独立的环境报告书进行披露，但是使用时间较

晚，模式较简单，不够完善，在披露环境会计方面的信息时没有规范的格式，而

且在不同的会计报告中对于相关信息的披露也有多处的重复，没有规范出统一的

披露模式。所以必须对S公司编制的环境报告书加以规范，建立起统一合理的披

露模式。在对S公司披露方式的研究中，区分补充报告方式和独立报告方式的不

同类型，对近五年的披露情况进行统计，因招股说明书的模式只在最初时期使用，

其他模式统计结果如下3．4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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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201 1-2015年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统计表

数据来源：S公司财务部

3．3 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问题

3．3．1信息披露自愿性较弱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S公司在披露时主要出于被动状态，披露的动力主

要来自政府的政策和法规的颁布，对于企业的真实状况并没有主动披露，缺乏一

定的自愿性，披露意识还比较薄弱。在当今时代，我国大多数企业对待环保问题

上态度还不够端正，他们总认为只要环境问题没有涉及我们企业的切身利益，那

就不需要耗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展现给公众，而且过多的披露总会有暴露问题

的可能，因而国内上市公司尤其与环境密切相关的企业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尤为薄

弱，即使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也是无疾而终，S公司虽说是行业中的典型企业，

政府希望它能起到一个带头榜样的作用，但在实际执行时，没有强制性措施的条

件下S公司也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认为自己需要为环保做贡献，需要提供有关

环境会计的重要有效的信息，但执行力却很差。他们考虑的只有是否会为企业的

日常管理和运营增加成本，这样做是否会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只看重眼前的利

益，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在为企业解决后患，这些传统老旧又充满批判性的想法

必然影响了S公司披露的自愿性，尤其是处在一个行业中，而行业中的其他企业

也不愿意主动披露，这也给S公司带来了负能量，导致披露处于被动状态。

对于S公司来说，当前国家和政府只是一味的宣传和要求要披露企业的环境

信息，S公司在响应号召的情况下，也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政府没有针对各

企业好的、需要改进的以及需要批评的企业展开奖惩措施，自然而然S公司就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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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主动披露的自愿性。不仅是奖惩措施的缺失，政府也没有十分明确的标准是

针对披露数量或是质量的硬性要求，这就减少S公司高管对披露问题的重视程度

和关注度，就直接削弱了S公司披露的自觉性和意愿性。因而，通过上述所列就

可以看出，披露带来的是未知的不可预测的结果，因而S公司在考量各方面的前

提上，对披露的自愿性就在不断降低。

3．3．2信息披露内容不全面

S公司属于重污染性质的石化行业，虽说近几年的披露数量有所提升，但内

容还是过于简略，只是在年度财务报表、社会责任报告中简单涉及，而且大多数

话语比较敷衍，无法算入会计信息，没有反映出环境会计的实际，掩盖了披露内

容的真实性。S公司也存在类似的问题i在披露时也只是围绕环境相关支出展开

说明，例如购置环保设备、整治环境污染的费用、绿化的费用等，而这些信息作

为信息需求者和利益相关者是比较容易获取的。像环境资产和负债相关的信息企

业却很少提及，而针对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因环境问题所受的处罚和赔偿等其他

不利于企业良好形象的信息却很少披露出来。

从分析S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可以看出，内容中财务信息较少，而且披露的

模式主要依靠年报。具体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和“财务报表和附注”中披露

了环保支出，在“财务报表和附注”中披露了环境税费；预计负债等。然而这些

是环境负债和成本，对于资产和收益的内容很少涉及。S公司也在社会责任报告

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了为执行政府规定和贯彻基本政策的有关环境绩效的

内容，对于财务信息很少涉及。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S公司货币性内容披露比例

很低，对于相关的环境政策和环保成本支出等很少进行披露，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缺少财务数据这种定量化信息是不够有说服力的，这样一来就会影响披露信息的

实用性，利益相关者无法准确判断和评价S公司的营运状况和承诺的履行，在一

定程度上就影响了与S公司的继续合作。

3．3．3环境报告书模式不完善

S公司作为重污染行业石化行业中的一员，应该为同行业其他企业披露的规

范性做出示例。十三五倡导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

重要角色之一的企业，更应该把环境问题看得尤为重要，因此S公司要规范披露

的模式，让公众和媒体以及信息需求者得到更有价值的信息。相对于行业中的其

他企业，S公司算比较早开始使用环境报告书载体披露信息，但也没有形成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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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报告书，内容不全面，缺乏统一性和可比性。例如：环境报告书应该针对

S公司自身最初制定的目标及完成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和说明，另外还需要介绍年

度环保目标之所以可以实现的原因，就是企业在完成目标所采取的措施，这一点

S公司只在2013年提及，之后两年就没有再进行说明，还要把企业来年的计划

发布出来，也方便社会各界进行监督。而S公司在这一方面做的有待改良，侧面

反映出S公司环境报告书的不完整性和不规范性。

在环境报告书中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企业在一段时期一定会有相对数量的反

面问题，企业也应针对这些问题展现给外界，要公开与环境有关的信访、投诉案

件的数量以及环境监测部门对企业排放污染物的监测结果及评价，在S公司列出

的环境报告书中这一点没有体现出来，因而应该加强自身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

规范性，S公司所采取环境会计书还需要加以改进，模式不够完善，没有对三大

报表进行环境相关项目的补充的列示。披露模式缺乏系统性，滞后于S公司的发

展。

3．4 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原因分析

3．4．1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意识薄弱

S公司环保意识还比较薄弱，片面追求短期利润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环境保

护的重要性，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主体是企业自身，虽说近几年随着政府政策和

监督力度的加强，S公司披露的数量呈上升趋势，但是质量还是不尽人意，造成

这种局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企业自身，源于自身披露意识的淡薄。S公司属于制

造污染的典型企业之一，公司高层应该意识到披露的重要性，社会需要类似S

公司类型的企业的环境信息，它可以帮助政府更准确的判断他们下达政策的执行

情况，以及需要完善的措施和对策，这就需要增加披露的责任意识。而s公司生

产经营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实现利润最大化，那这个问题就更应该引起重视，意识

到自己肩上需要承担的担子，需要担负的责任，只有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自己

应该为社会贡献的信息，那才会实现S公司和社会效益的双赢。S公司的内部并

没有对披露的硬性要求，对披露的管理重视度很低，管理层起不到督促的作用，

就会影响披露的质量和数量。另外，S公司在员工安排上，虽说财务人员占到了

应有的比例，但是专业研究环境会计信息的财会人才还是很少，这些都源于S

公司重视程度的欠缺，还没有把环境会计信息放在战略位置，披露意识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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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环保立法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

在环保立法方面，虽然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逐渐意识到经济发展要以保护环境

为基础的重要性，为了贯彻这一理念，保障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也出台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应政策的环保

法规，这也实实在在对S公司的生产经营敲响了警钟，引起了S公司在环保问

题上的重视。但是不具有针对性，并且发布的内容也没有实际性的建议，只是针

对披露的目标和方向进行了说明，现如今，我国政府想要制定有关资源、环境、

生态三位一体的在全国范围内一致的标准还需要仔细研讨，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它不仅要考虑到现实情况，还要和国际接轨，这确实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在

传统会计中，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有关环境方面的成本通常是被忽略的，不会

引起企业的重视甚至无视相关信息，这就造成了企业利润的虚增，间接的影响了

国家利润的虚增。当前的政策环境下，环境会计的理论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和分类，

因而缺乏对有关环境会计要素的具体划分。对于已经开始实施披露的行业和企

业，也没有形成一致的披露模式和体系，披露的整体状况很零散，缺乏规范性和

系统性。S公司在披露时，只是简单的在“管理费用”科目下的“绿化费”以及

“排污费”等科目中列示，展现的信息很不充分，参考价值比较低。没有严格的

政策和要求，这就不利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因而我国需要将环保立

法落实于实践之中，更好的督促企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披露制度方面，我们还没有形成符合S公司这类企业特点的、科学性较强

的体系。基于现在对环境会计的理论还不够深入，这就影响了一些标准缺少执行

力。我们要求企业尽量通过货币形式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却缺少科学的指引

和方向，因为企业的环境行为带来的问题和影响是一直在变化，而影响因素的构

成是复杂、多样的，政策的变化以及通货膨胀等原因都可以左右环境会计的计量，

环境会计具有时效性，需要及时进行补充，因而信息的准确性很短暂，通俗的讲

可能S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的相关指标在这一时是准确的，过了这一段时间却是

不具有参照性的，无法通过量化的方式及时跟踪披露，面对这样的境遇，S公司

很难以货币的形式去进行准确的披露，因此目前亟待健全披露制度，以此来提高

披露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3．4．3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不够严格

S公司的监管主要有两个部门，分为内部和外部。内部主要指企业自身的监

管，而政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属于外部。S公司曾在2012年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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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己经设立了执行委员会，然而这不是针对披露环境会计信息而设立的，环

境会计只是其中的小小的一环。这样的执行力当然不会达到预想的效果。S公司

缺少针对环境会计信息的统一审计标准，关于环境方面的绩效考核也没有具体的

负责人，环境内部控制制度缺乏，这些都造成了披露的监管缺失。另外，S公司

负责披露信息的专业人员在判断会计信息计量方面还比较容易混淆，因而专业水

平需要加强，因为利益相关者很重视信息的可靠性，只有提供有效真实的信息才

能证明企业的实力和责任感。S公司的政府监管主要有三部分构成，包括中国财

政部、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环保局。他们对S公司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出台了相应的规定。但政策提出后，却没有落实到具体的监管上，这就造成了S

公司的执行力欠缺。S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社会监管主要是有会计师事务所

和社会公众以及媒体进行的。而会计师事务所主要针对的是S公司的年报来审

计，对于环境会计的相关信息关注度很低，而且审计过程也很不规范，审计师在

审计中很不严格，有时也只是走走形式，这些都影响了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的质量，因而需要重视S公司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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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优化

4．1 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目标

4．1．1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现如今，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遵循的思想理念。在

2015年9月18日，S公司代表在中国石化行业发布《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绿色

可持续发展宣言》会上作出庄严承诺：坚定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一千多位中

外石化界代表见证了这一时刻，如此可见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是大势所趋。经济

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提倡绿色、生态、循环的可持续理论，要更正资源浪费

型、环境污染型企业的发展理念。我国在十三五提出的绿色发展的战略思想，受

到了全球范围内的一致好评，他们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们肯定和认可，通过对发展

策略的展示能够体现出我国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全球的绿

色低碳之路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会计专业人员能够在对有关环境活动的信息

进行披露时，涉及对财务有影响和有联系的相关信息，这对于石化类企业尤其重

要，可持续发展是企业重要的目标之一，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施也推

动了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因而S公司也要响应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政策，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

定可以在拥有“金山银山”的同时，享有“绿水青山”的大好河山，为S公司提

供一个更加绿色更加顺应全球趋势的发展方向，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和环保的双

赢。

4．1．2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利益相关者，是企业运营的重要角色，企业想要获取利润最大化，必须要站

在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看问题，要全面充分的考虑其信息需求的范围和真实性，提

高获取信息的可靠性和客观性，从而来实现企业的正常运营，以及做出正确的决

策。管理层要做到不仅仅是追寻作为股东可以获取的利益，也要考虑整体利益能

够得以实现。从S公司来看，投资者、债权人以及消费者和供应商都属于直接的

利益相关者，政府。媒体以及公众也与S公司密切相关，扮演者间接相关者的角

色。因而S公司在发展中，要全面考虑每一个相关者的利益，维护他们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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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另外，我们可以看出经营过程中出现环境保护方面的问

题时，企业会通过合适的措施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也会通过年度财务报告和社

会责任报告来说明自己在进行环保所做的成绩。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在乎的是自

己的利益，企业收入的增加才是他们所关心的，而对于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来说

更关注的是企业的财务绩效带来的效益，是否创造了企业价值，能够在同行业中

处于领先地位，但还需要注意的是要一定程度上维护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

象，应该对环境和财务绩效都很在意。对于政府为首的社会公众和媒体更在意企

业是否很好的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切实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等行为。

因此，S公司要把维护利益相关者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来对待，而环境会计信

息是一个很好的媒介，是进行有效沟通的平台，因此要把维护利益相关者利益作

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目标，这样才能帮助企业获得更稳定和长远的发展。

4．2 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原则

4．2．1充分披露原则

充分披露原则，是针对披露内容提出的基本原则，它要求S公司要披露全面

完整的信息，毕竟这关乎信息使用者的切身利益，不完整的信息得不到有效参考，

就影响了披露的价值。十三五提倡绿色协调发展，社会各界的环保意识普遍加强，

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相关者都很看重企业在环保方面出现的问题和做出的努力，

因而需要保证信息的完整性。环境会计还属于一个新兴科目，我国在环境会计的

研究上还出于摸索阶段，尽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却还没有完整的披露制度，因

而S公司在现实处理中，基于自身的特点和现实情况，需进行多次尝试，通过这

种尝试也能更加认识S公司适合的方式。另外，信息使用者所需要和关注的信息

存在很大区别，不同的使用者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进行获取。因此，企业在

对传统的会计信息进行披露后，要针对S公司运营的现状进行全方位具体细致的

披露。

在坚持充分披露原则时，要注意更正传统思想，不仅是内容方面的完整和全

面性，还要针对与S公司密切相关，极为重要信息来披露，这就是所谓内容要有

质量要求。披露的内容如果千篇一律，没有重点，利益相关者只会一头雾水，不

利于信息的使用，影响了披露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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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强制与自愿性结合原则

通过分析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状况得出，S公司披露的数量变动幅度

较大，这源于强制性措施的实施压力。现阶段，我国还没有健全的披露体系来支

撑披露的运转，现有的披露规则中强制性的要求也很少，内容也很不详细，需要

更为细致明确的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我

国的环境会计还处于摸索阶段，与西方国家还具有一定的差距，我们需要对基础

理论进一步深入学习，并且能够学以致用，尤其是对现在已有的强制性的环境会

计信息规制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和补充，增加货币性信息披露的比例，通过此种方

式，形成一个披露内容和披露数量上的基本要求和规则。S公司可以借鉴美国的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美国不管是在披露的内容还是模式上都有具体的标准和

要求。S公司作为国内重点石化类企业，在国内还没有形成强制性要求的背景下，

应该自愿的主动增加披露数量，提高披露的质量，进而在行业做出表率，也利于

市场竞争力的增加，促进全行业快速准确制定披露准则，形成统一的标准，发挥

披露的价值，带动全行业和全社会的共同发展。

4．2．3定性与定量结合原则

基于环境信息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的特点来看，在披露时要坚持定性与定量

结合的基本原则，货币形式的披露仍然要作为主要的披露载体，但正因为环境问

题是一个敏感话题，对它信息的获取和披露都要耗费比其他信息更多的成本和时

间。在定量披露阶段，要求参与披露的专业人员具备极高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如

果有疏忽，就可能影响对可操作性原则的遵守。因而为了确保披露的效果，遵循

可操作性原则，S公司应该将定量和定性两种方式配合来展示需要公开的信息。

可以进行量化的财务信息有以下几种：绿化费、排污费、资源税、环保补贴与税

收减免、环保投资等，对于以上信息选择以货币方式作为载体展现在环境报告中，

对于其他需要量化，并且可以进行量化的财务性信息一定要尽可能选择通过货币

来计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有的信息无法采用货币形式进行披露，针对这些信

息我们可以直接采用定性的方式展开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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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

4．3．1环境财务信息

环境财务信息在披露时所需要的要素和传统的财务会计信息有相似之处。两

者都包含了被披露对象的资产和债务状况，在计算企业利润时，关于成本、支出

以及利润的要素都很相近，另外有一点不同之处就是，财务会计还涉及企业的收

入情况以及享有的权益，环境会计要素指标以及包含的内容如表4—1所示。

表4-1 环境财务信息指标内容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网

4．3．2环境业绩信息

环境业绩需要披露的内容主要涉及企业在治理污染以及在环保方面采取的

措施，也包括利用的技术和获取的利润和收益。对于业绩信息，大多数企业还是

充满积极性，比较乐意去披露，毕竟它展示的是企业的环保意识和通过努力得到

的业绩效果，这是能力的象征，可以提高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力。S公司在进行环

境业绩信息披露时应该结合行业中的领先者所披露的内容进行补充，具体概括为

以下几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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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国家有关环境问题的政策和规定的贯彻和完成信息。主要包含：一

是S公司在环保法律是否遵循。二是S公司在排放污染物时，是否严格遵守国家

标准以及排放的去向等。

(2)现阶段S公司的环境质量：一是公司资源耗费情况，二是在生产运营

中用到的有害物质的存贮和存放状态，三是国家政策要求的关于工业生产中”三

废“的循环和利用率。

(3)治理环境的状况：主要针对S公司在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下，对污染

的治理情况和产生的效果等。

(4)除了以上几点，在进行业绩信息披露时可以把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与政

府的交流沟通，为更好落实环保措施吸引投资的成绩以及企业内部如何向公众和

媒体进行披露和公开进行阐述和列示。

4．3．3环境会计政策

环境会计政策之所以是S公司披露中所不能忽视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可

以帮助利益相关者更清楚透彻的掌握S公司的有关信息，借助企业提供的信息，

根据自己的切实需求，选择有价值的信息并运用。而环境会计政策是一个宏观性

质的政策，需要我们详细进行说明，让利益相关者更好的理解和领悟。具体的披

露内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会计规范以及标准，通过披露可以增加S公司信息的准确性和真

实性。

(2)环境会计披露的期间：S公司的披露期间分为月、季、年三个时间段。

(3)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关于范围，现在国内外还没

有形成一致的标准，可能是企业，也可能是企业的某个部门。重要的是：它需要

和公司报表披露的范围一致。

(4)公司对于环境会计政策的变更。市场竞争充满着复杂性，企业的经济

形势也在不断变化，那么S公司就应该随时根据现况对环境会计政策进行更正和

修改。之所以要披露政策的变动，是为了让公众和信息需求者一目了然，不会存

在信息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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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模式

4．4．1描述性信息和可核算性信息要分别披露

目前S公司主要采用招股说明书、年报、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书

对环境会计信息展开披露，这样披露的方式容易造成重复，内容重叠比较严重，

降低了披露的精准度，翻来覆去总是围绕一个问题。应对这一难题，S公司可以

将描述性信息和核算性信息分别进行披露，让利益相关者一目了然，易于理解，

也能增加获取信息的效率和准确性。具体来讲，招股说明书通常是在S公司成立

的阶段产生，主要可以将披露的概况进行描述。而可持续发展报告是为了响应国

家政策的号召进行的披露，在这上面，可以主要介绍一下S公司对可持续发展观

的坚持和贯彻。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都在相同的时间段内，主要是针对环保目标、

环保成效和环保措施展开的披露。要完成把核算性信息可核算信息分开披露的目

标，那就要把可核算信息主要通过年报这个载体进行披露，这既增加披露的效率，

也利于信息需求者有效获取信息，也对S公司披露的规范起到了助推作用。具体

披露分类图如图4—1所示。

图4．1分类披露载体图

4．4．2完善环境报告书模式

S公司目前已经开始采用环境报告书模式，内容存在披露盲点，需要披露的

项目没有涉及，披露的分类不够规范，需要继续研究加以改善。美国企业的信息

披露形式比较多样化，可以通过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中来填列与环境相关的各会

计科目。而目本企业则借助环境报告书载体进行信息的展示。S公司在结合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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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模式优势的背景下，要更好的完善独立的环境报告书模式。首先介绍一下完善

S公司环境报告书的编制程序图，环境报告书具体包括八个部分，如图4—2所示。

图4．2环境报告书编制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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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报告书分也可以分为环境资产负债表和环境利润表两部分具体披露内

容和传统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相似，如表4-2和表4-3所示。

表4．2

编制单位：S公司

环境资产负债表

年 月 日 单位：元

环境资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蕃莩莩爰釜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其中：环境治

理专项资金

其他应收款

其中：环境应

收款

● ● ● ● ● ●

非流动资产：

● ● ● ● ● ●

固定资产

其中：环境固

定资产

减：累计折旧

其中：环境固

定资产累计

折旧

在建工程

其中：在建环

境工程

无形资产：

其中：环境无

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其中：环境短

期借款

其他应付款

其中：环境其

他应付款

● ● ● ● ● ●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其中：环境长

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其中：环境长

期应付款

非流动负债

合计

负债合计

股东权益：

股本(实收资

本)

其中：环境资

本

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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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其中：长期待

摊环境费用

其他非流动

资产

资产合计

其中：环保基

金

盈余公积

其中：环境留

存收益

未分配利润

股东收益合

计

负债与所有

者权益合计

环境资产负债表，是以“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权益”为基础

编制的，可以帮助S公司掌握在一定时期自然资源环境保护方面的资产和负债及

所有者权益状况。

表4-3 环境利润表

编制单位： 年月 日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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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加：营业外收入

其中：环保补贴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与环境相关的罚款和

赔付和诉讼费

三、利润总额

减：所得税费用

其中：利用“三废”减免所

得税

四、净利润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注：环境利润表主要是环境收入和费用在利润表中的体现。

以上列示主要是基于S公司现有的环境报告书模式的基础上，将一些可以量

化的信息通过会计科目这种载体，加入到原有的财务报表中，对原有的环境财务

报表加以补充，形成了更为完善规范的环境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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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善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对策

5．1积极开展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工作

5．1．1加强企业在环境文化方面的宣传

企业对环境文化进行宣传，是为培养企业内部的环境文化，方便对环境问题

披露的管理。S公司要提高披露的质量水平，就需要提高环境文化素养，S公司

的管理层要在平常加大对此的宣传，让员工和企业共同贯彻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

环境文化理念，让S公司更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趋势。

企业文化的宣传应该与企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观念相适应。现如今国内外

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理念，在发展工业化过程中要尽量减少资源

浪费，破坏环境。S公司身为社会物质的生产者，倘若S公司环境保护意识薄弱，

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的制造麻木不仁，就会影响S公司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进

程。

S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要汲取古代保护环境的环保文化中的精华，坚持

树立环境伦理道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当今时代，这就要求企业在生产

过程中，要用生态学的观点和理念推广生态设计。要树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的绿色理念，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降低废弃物的排放比例，从而实现S公司经

济和社会环境效益的双赢。

5．1．2提高会计人员相关知识和素质

环境会计是新型会计，它是建立在会计学理论的基础上，融合多学科的一门

系统性的新概念。环境会计的系统性和综合性要求从事环境会计信息的财会人员

具备高素质，真本领的基本功和实践能力。它要求环境会计人员不仅要对法律法

规和会计准则有基本的理解和掌握，还需要培养专业素养。环境问题自古以来就

是一个敏感的社会话题，不管是企业还是公民都能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和战略地

位，也知道环境与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在这种背景下，环境

会计显得尤为重要，不过由于环境会计涉及的信息都比较复杂，也难以判断，这

就要求S公司的会计人员专业素质和披露的基础理论掌握和运用都如鱼得水，还

要领悟政策的内涵，具有针对性的展开计量和确认，以此来保证披露信息的准确

性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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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公司要从管理层入手，只有让管理层意识到环保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才

能让管理层自觉积极的进行上层管理，对S公司的信息披露更为严格管理和监

督。S公司应该在管理过程中重视舆论导向，借助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将环保意

识渗透给管理层，让他们切实体会到环保的重要性以及污染的存在将会给公司和

自己带来多坏的影响，从而促进他们产生主动进行环保管理和监督的自愿性。此

外，要让管理层及时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充分了解企业披露现状，从而让

管理层有目的有方向地去监督企业披露的相关信息。S公司也要建立奖惩机制，

对于管理层贯彻政策并执行较好的情况，可以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层面的

表扬，从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通过研究S公司可以看出，公司员工过于在意利

润的增减，环保意识比较薄弱，需要依靠强制的管理和监督，因而S公司应该通

过提供平台对员工进行培训和教育，先让员工从内心认识到披露的重要性，继而

从能力上提升披露的水平。在培训过程中，S公司可以试着改变员工的传统理念

和理论体系，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学习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基础理论知识，再把

理论运用到S公司的具体实践中，来保证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

5．1．3增强主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社会责任感

在当今时代，企业能够主动推进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最有效并且成本也是最

低的。然而企业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原因缺乏主动进行披露的意愿性，实际上这

是鼠目寸光的做法。在这一点上，我国企业可以向日本汲取经验，日本的企业在

发展初期为了进入欧美市场可是耗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以便推广自己在环保

方面的良好社会形象，这也确实为日本企业加了不少分，增加了日本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助力日本的产品和服务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有一席之位。S公司作为

我国的重点石化企业，应该学习借鉴日本企业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思想，将生产经

营过程中和企业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S公司在发展环境会计的起步阶段，可能

会产生成本很高、收益较少的局面，但企业不应该气馁，要预见随着S公司环境

会计信息的逐渐完善，企业的利润就会呈上升趋势，也会发现更多的商机。

S公司想要提高员工尤其是环境会计的会计人员的环保意识和披露自愿性，

就要克服在披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有限理性”，要加强法制教育的宣传，管理

层也要继续增强自己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在日常运营过程中要做好会计财经法规

的教育，增强员工的守法意识和理念，并将它运用在日常的实践管理中，逐步增

强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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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提高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

5．2．1健全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控制制度

S公司要加强内部环境会计信息制度披露的控制制度，从而增加披露信息的

价值和可信度。

(1)实践需要理论作为基础进行指导，因而想要做好信息披露，就要依靠理论

性的准则。但我国的基础理论并不具有标准性，还需要进行完善，因而S公司在

披露时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准则来实施，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披露的准则来改

进我国现阶段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状况，如表5．1所示。

表5—1 美国一发布的主要环境信息披露规则一览表

数据来源：浪潮资讯网

(2)S公司内部监管不足有很多因素造成，其中大股东手中掌握的权利过

大，监事会成员的构成和安排都可以由大股东来掌控，监事会最基本的独立性受

到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事会对S公司计划执行的有效监督。因此，S

公司亟待增强监事会的独立性。

第一，充分保障监事会手中的权利，减少股东大会的干扰力度，促使监事会

独立运行，保证有关公司利益的一切事项都在监事会的高效监督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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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改进监事选任制度。通过累积投票制选出能够站在中小股东立场上公

平行权的监事，让一切都可以透明化。

第三，引进独立监事制度。这种制度可以更加有效的保障监事运行的公正公

平和客观性，能够促进监管效率的提高，切实起到监事的作用。

第四，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在S公司的运营过程中，要及时奖励给企业献出

自己微薄之力的监事会人员，从而提高他们的监事积极性，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依

靠股东的力荐获得董事的优先选举权。

通过以上几点，可以增强监事会的监督力度，帮助S公司更好的进行环境会

计信息披露，提高披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5．2．2规范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的专项审计

目前，S公司借助专项审计来增加外部对企业的监管力度，这一点值得认可。

但是审计的内容和力度还需加强，内容方面不能仅仅停留在财务信息的审计，要

扩大环境的审计范围。在审计中，S公司需要严格把关，不能选择性的进行审计，

要严格规范、全面有效的审计，从而提高信息使用者和信息需求者在使用信息的

有效性，发挥披露信息最重要的价值。

S公司可以与政府进行沟通，针对所有可能在环境信息披露时出现的问题，

包括贯彻环保政策和制度的执行情况，不能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要监督环保

资金的来源和使用，要遵循国家政策，坚持专款专用，让S公司受政府资助的资

金提高使用效率。在向利益相关者提供的环境绩效中，数据的真实性需要进一步

考量，污染物排放和废弃物处置要与环保部门的情况相一致，不能对不上号。通

过此种方式，更好的帮助S公司讨论和制定合适准确的审计细则，辅助审计能够

更准确的进行审计，得出更有效的价值。S公司也要利用好企业的环境会计审计，

公司内部各部门相互督促，共同努力推动企业的发展。各个部门可以相互合作，

共同监督。

对S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审计进行严格把控，对于保障信息需求者和利益相

关者的权益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严格的审计管理，才能切实发挥出S公司

披露信息的价值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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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推入，环境问题日益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而这

对于石化行业来说，也增加了不少的压力，在这种重压的情况下，也需要自觉增

加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尤其在企业环境会计方面的信息是否能够更好的展示

给政府和公众，披露是否合理有效，这都需要石化行业不断探索，可谓任重而道

远。基于此背景，选取石化行业中的重要企业S公司进行深入研究，通过运用文

献分析法、数据分析法等来分析现状、问题、原因、优化以及完善对策来促进S

公司以及所在行业更好进行披露，现得出以下结论：

(1)S公司在披露动机上，对于相关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受到一定的法律

规范的约束和影响，我国强制性的披露规则的制定直接影响到S公司披露的数量

和状况，S公司自愿披露的信息较少。在披露内容方面，S公司披露的大多是非

货币性信息，货币性占比较低。在披露模式上，环境报告书模式还不成熟，只是

有了简单的雏形，内容上缺乏系统性，还需要继续扩充和改进。

(2)为了使上述问题得以合理的解决，论文对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体

系进行了优化，要深化S公司的目标，坚持贯彻披露的原则，在内容上主要是提

高货币性信息披露比例，将信息进行量化，更直观的把信息呈现给使用者。要加

大对环增加信息的量化完善独立的环境报告书模式。S公司在披露体系优化的基

础上，要积极开展披露工作，在企业管理层和员工间形成一种披露的责任意识，

增加积极性，还要在具有披露意愿的前提上提高披露的效率，保证披露更有质量

和效率。

(3)类似S公司的石化行业的其他企业在披露时也要注意上述问题，注意

内容的完整性和模式的完善性，要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使用立场和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以此更自愿的披露有价值的信息。

论文对S公司进行个案分析，无法全面考虑到企业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的突发

情况，得出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出现时间较短，国

内外学者对此的研究非常有限，因而对于数据的获取渠道较窄，数据并不具有可

靠性和对比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论文研究的深度，需要以后加强理论的学习，

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研究的成果。

随着各行业和企业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视，披露体系和框架会更加成

熟。论文通过石化行业中的典型企业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宄，希望

能对S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完善提供帮助，使S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更为专

业化，披露的信息质量能够得到提高，对完善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促进社

会可持续发展做出有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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