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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公众关注

的热点问题。十七大报告中把“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

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

要方向，如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各个

领域的学者都在自己的领域寻求解决办法。一般说来，控制环

境污染存在两类解决方法：一类是技术（科技）控制，主要是按

照自然规律进行技术层面的控制。例如使用新型设备或者采

用更环保的生产工艺以有效地减少污染。另一类是经济控制，

即全面权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使用经济手段

进行污染控制。笔者认为应从企业内部进行环境会计控制，以

达到环境资源的最优配置。这里的环境会计控制指的是依据

环境会计信息和环境经济政策，使用环境会计工具与其他控

制手段，对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全面控制。

一、环境会计控制在环境成本分配中的优化作用

托马斯·思德纳（2005）探讨了污染者与社会之间的成本

和权利分配，当污染水平由原先的E0下降到社会最优排污

水平E鄢时，这时边际减污成本正好等于环境污染的边际成本

（见图1。其中，MCa=减污的边际成本；MCe=由排污引起的损

害的边际成本；T=庇古税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

环境政策工具和环境产权下的成本分配（具体见右上表）。

除了进行环境的外部监管，许多学者也逐渐注意到需要

对微观主体进行经济补偿。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文献很少

从内部会计控制的角度进行企业内部监管。实际上，从监管的

实际效率来说，环境监管是最直接和最具有效率的。

进行环境监管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降低环境总成本。环境

总成本由外部环境成本和企业内部环境成本共同构成。所谓

外部环境成本又称为社会环境成本，指成本的发生与某一主

体的环境影响有关，但却由发生成本或获得利益以外的主体

承担的成本；而内部环境成本也称企业私人成本，指的是发生

成本的主体进行会计反映的成本。降低环境总成本一般有两

个途径：一是直接减少企业的排污总量，使得社会环境成本和

企业环境成本都降低，这样可以降低环境总成本。这种方式是

目前普遍使用的方法，一般通过法律规范或者监督检查的方

式减少污染总量，从而达到环境控制的目的。二是优化社会环

境成本和企业环境成本的负担比例，间接减少环境总成本。由

于环境的公共产品性质和会计准则的局限，事实上社会承担

了大部分环境总成本，而企业只承担了很少一部分。企业在这

样的状况下，即使面临着日益严厉的外部监管，也没有动力去

减少环境污染。若想更进一步控制污染，内部的环境监管是非

常重要，而环境会计则可以通过对环境成本进行优化来达到

最小化环境总成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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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提出了环境会计控制的概念，分析了环境会计控制在环境成本分配中的优化作用，指出建立环境会计控

制系统是帮助企业解决污染问题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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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e代表企业的排污量；外部监管水平为r；企业环境会

计控制水平为a；Cs（e，r）代表社会环境成本，取决于企业的排

污量和外部监管力度，是e的增函数，是r的减函数。Cf（e，a）代

表企业承担的内部环境成本，决定于企业的排污量和企业的

环境会计控制水平。一般说来，当排污量增加，企业内部环境

成本也会增加；而当企业的环境会计控制水平提高之后，有些

成本就要纳入企业所要承担的环境成本之中。所以，Cf（e，a）

会随着e、a的增加而增加。另外，和外部环境监管相关的还有

监管成本我们用Co（r）表示，这种成本和外部监管水平r呈正

相关关系。那么，r、e与环境会计控制成本是什么关系呢？一般

情况下，如果一个企业的环境会计控制水平提高了，那么企业

的排污量可以相应减少，需要的外部监管力度也可以相应减

弱，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表达式表示：

r=f（a） （1）

e=g（a） （2）

环境总成本C由以上三部分成本组成，分别是社会环境

成本、企业环境成本和外部监管成本，即：

C=Cs（e，r）+Cf（e，a）+Co（r） （3）

1援 外部环境监管。外部环境监管通过法律以及政策工具

降低e，从而达到降低环境总成本的目的，我们对（3）式取一阶

导，得：

鄣C/鄣e=鄣Cs（e，r）/鄣e+鄣Cf（e，a）/鄣e （4）

由于鄣Cs（e，r）/鄣e>0，鄣Cf（e，a）/鄣e>0，所以，鄣C/鄣e>0。这

说明减少企业的排污量可以同时降低社会环境成本和企业环

境成本，从而有效降低环境总成本（具体见图2）。

无论排污量e在哪个位置，社会环境成本都位于企业环境

成本的上方，而且当排污量e减少时，社会环境成本和企业环

境成本都降低，虽然两者的分配方式没有改变。在这种外部监

管方式下，企业只承担了环境总成本的一小部分。当外部环境

监管的效果非常明显时，企业所承担的环境成本也会降低很

多，企业会关注和配合外部的环境监管。但是，如果外部环境

监管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时，企业并不能明显感觉到环境成

本的降低，不会重视外部环境监管，有的甚至反感外部环境监

管，宁愿加大排污量也不会配合外部环境监管。因此，外部环

境监管制度若设计不合理或操作不当，其效果就不会明显。政

府在进行外部环境监管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内部环境会计控

制，以改善环境总成本的构成。

2. 内部环境会计控制。进行内部环境会计控制，可以优

化环境总成本的构成，把本应由企业负担的成本纳入企业环

境成本，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环境会计

控制可促进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企业环境总成本最小化。

将（1）、（2）式代入（3）式，得到：

C=Cs（g（a），f（a））+Cf（g（a），a）+Co（f（a）） （5）

对（5）式取一阶导数，并令其等于0，可以得到：

鄣C/鄣a=Cs（g（a），f（a））· （g（a），f（a））+Cf（g（a），a）· （g

（a），a）+Co（f（a））·f '（a）=0

此时，求出来的a鄢是最优的内部环境会计控制水平。

社会环境成本Cs（g（a），f（a））和外部监管成本Co（f（a））都

是a的减函数，而企业环境成本Cf（g（a）,a）则是a的增函数。随

着a的提高，社会环境成本和外部监管成本会不断降低，而企

业环境成本则不断增加，当a上升到一定程度，企业环境成本

等于社会环境成本与外部监管成本之和，即：

Cs（g（a），f（a））+Co（f（a））越Cf（g（a），a） （6）

此时，环境总成本实现最小化（具体见图3）。

二、建议

1. 环境会计控制应和外部环境监管结合起来。环境会计

控制水平a的变动区间的下限是零，即a=0。此时，环境总成本

为Cs（g（0），f（0））+Co（f（0））。那么，a的变动区间的上限是多

少呢？当a逐渐增加，外部监管水平会慢慢减低。因此，a的最大

值应是当外部环境监管水平趋于0的取值。所以，搞好环境监

管除了要进行外部监管，还应加强对企业内部环境会计控制

系统的建设，两者相结合才能达到最优效果。

2. 应建立环境会计控制系统。企业除了建立环境会计控

制系统以外，还应在此基础上建立环境会计控制机制，重点在

于“控制”以及和外部监管机制的配合。当然，建立这样的控制

系统和机制存在诸多困难，比如企业的动力问题以及会计技

术手段问题等，但这是大势所趋，这个系统必须建立起来。

【注】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7BJY028）

以及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

06SJD630058）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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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企业排污量与环境成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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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环境成本的优化

Cs+Co

Cf
C

O

C'
s C'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