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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追求便捷的社会生活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自

然资源的开发日益加剧,这导致了对环境演变的忽视。当前,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低碳减排”的理念

已经广泛传播,实施环境会计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探讨了低碳减排的背景及其对企业带来的压力,

随后深入探讨企业在环境会计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最终通过分析提出相应的措施和解决方案,以

应对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压力问题。 

[关键词] 信息披露；环境会计；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Wanke Li 

Xinjiang College of Science&Technology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humans have been pursuing more convenient social life and advanc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o meet the growing needs. As a result, 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has been intensifying, leading to neglect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 Currently,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e concept of "low-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has been widely 

sprea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the background of low-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the pressure it brings to enterprises, followed by 

a thorough discussion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enterpris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and finally, by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it proposes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nd solutions to address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aced by enterprises in their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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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逐渐深刻认识到环境质量对于经济

繁荣与民众生活质量的至关重要性,因此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旨

在守护环境、削减碳排放的政策措施。面对日益严峻的减排挑

战,企业虽承受巨大压力,却不得不顺应全球绿色发展的潮流,

将环保理念深深植根于自身的发展战略之中,以此强化市场竞

争力,确保企业的长远稳健发展。 

环境会计信息,作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经营

绩效及指导投资决策的关键要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低碳

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环境会计成本核算体系进一步扩展,全面

覆盖了减少碳排放所需的各项成本,旨在通过精细化相关管

理手段,有效节约低碳减排的开支,并显著降低企业的长期运

营成本。 

1 我国企业环境会计存在的弊端 

1.1环境会计信息可靠性不足 

当前,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领域尚缺统一标准与法规监

管,企业自主披露空间大,倾向展示有利形象的信息如环保成

就、荣誉及节能贡献等。这种选择性披露虽能美化企业形象,

但对信息使用者而言,其实际价值与可靠性受限,难以满足全面

评估需求。 

许多企业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往往选择忽略那些可能

对企业形象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例如环境方面的行政处罚记

录、环境诉讼案件等。有些企业甚至仅仅用简短的语句来轻描

淡写地一笔带过这些负面信息。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以及官

方网站上,这些负面信息更是难以找到踪迹。然而,这些被忽略

的负面信息对于企业全面、真实地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它们能够揭示企业可能面临的潜在危机和问题,

使报告的使用者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并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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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督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

建立统一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标准和规范,以及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对于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的质量和透明度具有重要意义。 

1.2企业环境会计管理理念落后 

我国正处于改革深化期,企业环境会计受多因素深刻影响,

但重视度不足。部分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虽已洞察绿色可持续发

展的紧迫性,并采取措施顺应时代,但员工理念滞后,阻碍了政

策有效落地。 

为了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员工对低碳经济和环保

意识已经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否则,企业可能会被时代所

淘汰。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必须认识到低碳经济是一种必

然的选择。只有通过加强员工的环保意识和低碳经济理念的培

训,才能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力,实现长远的发

展目标。因此,企业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通过内部培训、宣传

等方式,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环保观念。 

1.3缺少环境会计的相关人才 

企业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环境会计相关人才的匮乏。随着

社会对环保要求的日益提升,环境会计作为企业衡量环境绩效、

制定绿色战略的重要工具,其重要性愈发凸显。然而,当前市场

上具备环境科学、会计学及经济学交叉知识背景的专业人才却

相对稀缺。企业因缺乏这类复合型人才,难以有效实施环境成本

核算、评估及管理,进而制约了其在低碳减排、可持续发展道路

上的步伐。因此,培养与引进环境会计专业人才,成为企业应对

环境挑战、实现绿色转型的当务之急。 

1.4环境会计信息的内容缺乏真实性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具体的环境会计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

律法规本应规定企业必须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以确保企业在环

境保护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得到履行。同时,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

也未对公司在其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财务报告中披露的环境

会计信息提出明确的要求。这意味着企业在编制年度报告、环

境报告、社会责任报告以及环境会计信息时,缺乏强制性的法律

依据和指导原则。进一步分析这些报告内容可以发现,目前这些

披露的信息并未经过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的严格审查和验证。因

此,这些披露的信息在完整性、真实性和客观性方面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无法完全信赖其准确性和可靠性。这不仅影响了信息

使用者对企业的环境绩效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估,也制约了

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2 改进我国企业环境会计的措施 

2.1提高环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为了促进和加强企业在环境会计方面的信息披露,我们需

要鼓励企业在披露信息时既展示其积极的一面,也不回避其面

临的挑战和问题。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企业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出

现内容不全面、质量低下等情况,从而提高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

透明度。 

首先,政府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完善奖惩机制,加大对企

业的环保补助和环保借款力度,制定有效的奖惩制度,以解决企

业在信息披露方面的随意性问题。其次,建立一个完善的审计监

督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企业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相关部门

需要进行认真核实,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对于那些披露虚假信息

的企业,应当追究其责任,并设立明确的处罚制度,以推动环境

会计信息审计工作的有效执行。最后,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强

化社会监督的作用,也是非常关键的。通过公众的参与和监督,

可以有效防止企业美化其掌握的环境会计信息,遏制那些重污

染企业以及环境绩效较差的企业夸大自身的环境绩效,从而减

少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普遍不高的现象。通过这些措施的实

施,我们可以期待企业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取得更大的进

步,为社会提供更加真实、全面的环境信息,促进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 

2.2完善企业环境会计的相关制度及方法 

完善企业环境会计的相关制度及方法,是当前企业可持续

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环境

会计作为衡量企业经济活动环境影响的关键工具,其制度与方

法的完善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企业应建立健全环境会计的核算体系,明确环境成本

的确认、计量与报告标准,确保环境成本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

在财务报表中,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依据。同时,加强环境信

息披露的透明度,通过定期发布环境绩效报告,展示企业在环保

方面的努力与成果。 

其次,创新环境会计的核算方法与技术,引入生命周期成本

分析、环境损害成本评估等先进方法,提升环境成本核算的精

确度和科学性。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优

化环境数据的收集、处理与分析流程,提高环境会计工作的效

率与质量。 

此外,加强环境会计的监管与审计力度,建立健全环境会计

审计制度,确保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通过政

府、行业协会及第三方审计机构的共同努力,形成对企业环境会

计行为的全方位监督与指导,推动企业环境会计制度的不断完

善与发展。 

2.3努力培育环境会计的相关人才 

努力培育环境会计的相关人才,是应对当前环境挑战、推动

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举措。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

环境会计作为连接经济与环境的重要桥梁,其专业人才的短缺

已成为制约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为此,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环境会

计人才培养体系。教育机构应调整课程设置,增设环境会计相关

课程,将环境科学、会计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有机融合,培

养具备跨学科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企业也应积极承担人才培养

的社会责任,通过内部培训、外部引进等方式,不断提升环境会

计团队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员工参与环

境会计的学习与实践,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和人才梯队。 

此外,政府和社会组织也应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政策支持

和资金保障,推动环境会计人才培养项目的实施。加强国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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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升我国环境会计人才的国际

竞争力。 

2.4加大环境会计信息的审计力度 

在审计环境财务信息时,审计程序需要参考金融信息报告

的标准和方法。这是因为环境财务信息往往与企业的财务状况

密切相关,因此需要采用与金融信息报告一致的严格标准来进

行审计。同时,会计专业委员会和环境保护部门需要密切合作,

共同获取和评估环境性能信息。 

为了大力发展环境审计,必须加强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共

同提升环境审计的质量和效率。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制定明确的

会计制度形式和内容,确保环境信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此外,

在后续行动中,环境保护部门还应该加强对注册会计师在环境

会计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以确保他们具备开展环境信息审计工

作的专业能力和知识。通过这些措施,可以进一步提升环境审计

的水平,确保环境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为公众和决策者

提供有力的支持。 

3 结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环境成本日益成

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企业需正视

环境会计,并在会计报告中清晰披露。国家应主导环境会计发展,

加速完善核算体系,确保其有效性。同时,加快法律法规修订,

特别是会计准则与指南,将环境会计纳入其中,引导企业经营活

动兼顾环境考量,迈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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