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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支出成本化会计处理

【摘要】伴随“绿色”理念的兴起与发展，人们对环境问题日益关注，环境友好型产品逐渐为市场所接纳。企业必须正视

这种市场变化，适时地改变传统的成本计量模式，将所发生的环境支出纳入产品成本中，实现产品生产的“绿色化”。本文拟

对企业环境支出成本化的会计处理模式作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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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支出成本化的内涵

环境支出成本化是指企业对于其在某一会计期间所发生

的各种环境支出按照一定的标准分配计入或在发生时直接计

入相关产品成本的会计处理方式。成本化的处理方式可以有

效地实现企业环境支出的对象化，实现环境支出与受益对象

的相互对应，从而体现成本核算过程中“谁受益，谁负担”的基

本原则。同时，这种处理方式是伴随“绿色核算”理念的要求而

产生的，它与当前的经济发展环境相适应，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相匹配的，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较为科学的会计处

理方式。

二、环境支出成本化会计处理的基础

1. 会计制度的保证。对于企业所发生的排污费等环境支

出，如果可以确定具体的受益对象，则可以直接计入或分配计

入相关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对于无法确定受益对象的环境支

出，如环保处罚支出等则计入当期的管理费用或营业外支出

等账户中。也就是说，改变以往单一的费用化做法，而转为费

用化与成本化并存的状态。会计制度的这种变化将为企业的

会计处理提供制度上的依据与保证，从而有助于一些符合环

境支出成本化要求的企业进行尝试。一些尚不具备条件的企

业则可以沿用旧的处理方法，不会因制度的改变而受影响。

2. 税法的认可。企业对环境支出成本化的会计处理方式

很有可能会导致以往作为纳税调增的项目不复存在，如企业

的环保处罚支出。这种支出由于已经计入产品的成本中，税法

就不应再作为调增项目处理。也就是说，对于企业已经合理成

本化处理的各种环境支出税法应予以认可，而不再作为调增

项目进行征税，努力营造一种良好的税收征纳环境，鼓励企业

记录其环境支出，并采取各种合理的措施来减少这种支出。尽

量避免出现因税法的不认可而降低企业从事环保活动积极性

的不利局面。

三、环境支出成本化处理方式的积极影响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所支付的排污费等计入当期

的管理费用。正是由于此项规定，我国企业对于所发生的各种

环境支出多计入当期的期间费用，即以费用化的处理方式为

主，企业的环境支出与会计期间相对应。这种处理方式具有核

算简单的优点，但同时，这种核算方式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

的，比如它模糊了环境支出的产生动因，将支出归入发生期间

而非受益者，从而导致归属主体错位，容易造成企业经营行为

的短期化、企业环保意识差等不良后果。与传统的环境支出费

用化处理方式相比，采用成本化的处理方式将会产生以下积

极影响。

1. 使产品的成本信息更加科学、准确。《企业会计制度》

将成本定义为：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种耗

费。环境支出的发生是由企业的生产活动引发的，应该由企业

的产品来负担，这既符合成本的涵义又体现了成本负担的基

本原则。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产品的成本中并不包括环境支出因

素。环境支出项目的缺失首先表明了我国产品成本结构的不

完整、不科学，同时也不符合新经济环境与时代的要求。企业

环境支出成本化的处理方式可以让长期游离于企业产品成本

之外的环境因素回归本位，一方面符合时代的需要与潮流，另

一方面也可以使产品的成本结构更加完整、科学，所提供的产

品成本信息将更加准确、真实。此外，环境支出核算由费用化

到成本化的转变，还体现出了一种文明与进步。它表明我们更

加关注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并力图采用补偿的方式来弥

补环境资源的消耗，追求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合理的物质交换，

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 有助于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企业是以逐利为主要目

的的经济组织，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其决策一般主要从本企

业的角度出发，考虑成本与效益的关系。企业逃避其环境义务

是希望通过企业成本的“外部化”来提高其利润水平。当前，我

国很多企业不热心参与环保，根本原因在于进行环境保护有

损其经济利益。鉴于此，如果采用某种方式将应该由企业独自

承担的环境支出进行转嫁或共担，同时加大对企业污染环境

行为的处罚力度，那么将会有效地改变当前的不利局面。环境

支出成本化的处理方式则符合这种趋势，可以将企业的环境

支出转由产品与劳务的最终受益人———消费者来负担，从而



实现了环境成本的有效传递。

此外，环境支出“成本化”也会促使企业关注自身的环境

支出，因为过高的环境支出会增加产品的成本，不利于其产品

的市场竞争。通过减少环境支出，企业获得经济效益，社会获

得环境效益与其他效益，可谓“一举多得”。而且与此同时，将

环境支出计入产品成本，也会改变长期以来人们对环境资源

无偿使用的状况，为环境状况的改善进行必要的资金准备与

积累。

3. 有利于企业利润水平保持稳定。将环境支出计入产品

成本会使企业产品的成本结构发生改变，短期内会提高产品

的成本，但是从长期来看，不会对企业的利润水平产生不利影

响，只会影响企业利润水平的稳定性。

环境支出的费用化会直接影响当期的利润，如果企业的

环境支出金额较大，将会使企业的利润水平发生较大的波动；

相反，环境支出的成本化则不会产生此种影响。在产品售出之

前，环境支出以存货资产的形式存在，不会影响当期利润，只

在产品售出时才会通过账户间的数据传递对当期利润产生影

响，因而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不会太大。从保持利润水平

相对稳定的角度看，理性的企业将更愿意采用成本化的处理

方式。

4. 可以为“绿色 GDP”核算提供所需的基础数据。2005年

我国开始在十个省市进行“绿色 GDP”核算的试点工作，但不

久之后就先后停止或放弃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但难以获取相关数据是一个重要因素。宏观“绿色 GDP”

的核算与企业环境支出的核算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两者之

间必然存在很多差异，但在绿色核算的要求下，两者之间又具

有共同之处：如何将环境要素纳入原有的核算体系，并生成相

应的数据和信息；如何估算与处理环境成本等。可以说，如果

企业能够将自身对环境的影响进行详细、准确的记录，那么对

于我国“绿色 GDP”的核算无疑是十分有利的。从这个意义上

讲，企业的环境支出核算是国家宏观“绿色 GDP”核算的重要

基础。

四、环境支出成本化的会计处理

对企业而言，环境支出主要是指由本企业经济活动所造

成的并且由本企业承担的影响环境的补偿支出。从我国目前

的实际情况来看，企业环境支出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企业

所支付的排污费、超标排放或污染事故罚款、绿化费、环保设

备的折旧费、环保设施的运行费用、进行清洁生产和申请绿色

标志而发生的费用等。由于有些环境支出在计量、确认等方面

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因而笔者认为我国企业可成本化的环境

支出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环境支出为主，不能可靠计量的环境

支出不宜计入，否则会使企业的产品成本信息失真。

1. 账户设置。为了核算企业所发生的各种环境支出，应

设置“环境支出”（或“环境成本”）科目，该科目属于成本类科

目，借方登记所发生的各种环境支出，贷方登记冲减数和分配

转出数。该科目的明细科目可以按照生产车间、部门和环境支

出的费用项目设置，会计期末，该科目一般无余额。

2. 主要的会计处理事项。淤发生的环保部门相关人员的

工资、奖金、福利等职工薪酬，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

酬”科目。于计提各种环保设备、设施的折旧时，借记本科目，

贷记“累计折旧”科目。盂环保部门领用各种材料、物资时，借

记本科目，贷记“原材料”、“低值易耗品”、“材料成本差异”等

科目。榆企业支付排污费、绿化费等费用时，若受益期仅限于

本期且金额较小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

款”等科目；若受益期较长，金额较大时，借记“长期待摊费用”

科目，贷记相关科目，在摊销期内，借记本科目，贷记“长期待

摊费用”科目；若本期并未发生，但从中受益，则需要进行预

提，此时的会计处理为借记本科目，贷记“预计负债”科目。

虞若某项环境支出发生时可以确定其受益对象，则在发生时

直接计入成本，借记“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

本）”科目，贷记相关科目；月末，将环境支出分配计入相关的

成本核算对象时，借记“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

本）”科目，贷记本科目。

3. 说明。

（1）在分配环境支出时，分配的标准可以在产品的数量、

生产工时、定额等项目中进行选择，分配表的格式如表 1所示：

（2）环境支出计入产品的成本，企业可以在其生产成本明

细账中增设“环境支出”成本项目，也可以将其列入其他项目。

与此相对应，完工产品成本计算单也要进行必要的调整。生产

成本明细账与完工产品成本计算单格式如表 2和表 3所示：

（3）会计岗位与职责的划分。可以设置单独岗位核算环境

支出，也可将其归于成本核算岗位进行核算。若设置单独岗位

则需做好业务的调整工作，从而保证核算能够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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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对象 分配标准（产量、工时、定额） 分配率 金 额

环境支出分配表

年 月 单位院元表 1

产品名称 直接材料

完工产品成本计算单

年 月 单位院元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环境支出

（其他费用）

表 3

年
摘要 制造费用

环境支出

（其他费用）

生产成本明细账

日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月

表 2 单位院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