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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袁 环境

保护效益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级政府和广大公众的关注袁从而

环境保护效益审计也备受关注遥 本文以环境保护效益审计为

主线袁就我国环境保护资金使用效益的审计内容尧评价指标尧

审计方法及其评价策略进行了初步探讨遥

一、环境保护与环境保护效益审计

我国野十五冶期间强化了环境保护工作袁坚持在发展中解

决环境污染问题袁但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严重袁生态环境恶化

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袁其中水污染问题尤为突出遥 环境

污染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袁 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袁

重视环境问题袁保护和合理利用环境袁以造福人类社会袁最终

提高环境资源使用效益尧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袁这是

我们开展环境保护效益审计的理论依据遥

环境保护效益审计也可称为环境业绩审计袁它是审计主

体通过检查被审计单位和项目的环境经济活动袁依照一定标

准袁评价资源开发利用尧环境保护尧生态系统状况和发展潜力

的合理性尧有效性袁并对其效率和效果发表意见的行为遥 企业

环境业绩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保护和治理环境所取得的成

绩袁是现代国家审计的重要方面遥 野十一五冶期间国家将不断

加大环保资金投入袁要求国家审计尽快将财务收支合规性审

计转为对环保资金利用的环境保护效益审计袁并将后者作为

新时期国家审计的一个重要内容遥

二、环境保护效益审计的主要内容

环境保护效益审计以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

施为目标遥 目前袁我国的环境保护效益审计应以环境保护效

益和环境政策评价为重点遥 环境保护效益是指环境保护资金

的使用效果袁即环境保护资金的实际投入金额与治理环境污

染成效的比较遥 环境保护资金使用效果包括社会效果尧生态

效果尧经济效果和管理效果等方面的内容遥 环境政策评价是

对环境保护主体在环境保护政策及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执行

方面所取得的效果的评价遥

环境保护效益审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院淤审查环境保护

项目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益袁主要看项目投资是否符合国家环

保规划袁项目建设是否真正有助于防治环境污染袁是否已发

挥其应有的效益等遥 于评价基建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和

环境保护项目效益袁主要看环境政策是否落实到位袁基建工

程建设环境保护管理是否达到相关行业标准的要求袁是否促

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遥 盂从可持续发展和控制人口增长的实

际来评价环境保护工作的社会效益袁 主要看生态环境改善尧

资源利用与人口的增长是否相适应遥

三、环境保护效益审计技术和评价方法

环境保护效益评价方法不同于一般的财务收支审计袁也

不同于一般的业务目标考核遥 环保效益评价原则要贯彻环境

保护基本国策袁落实科学发展观袁树立全局观念袁应用各种定

性尧定量分析的方法袁利用现代审计技术渊如计算机辅助审

计冤袁对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环境保护效益渊包括社会效益和环

保项目资金的投资效益冤进行评价遥

环境保护效益评价要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袁将

预算执行审计与项目效益审计相结合袁将部门尧单位财务收

支审计与社会调查相结合曰要由模糊空泛的审计评价向有量

化标准的审计评价转变袁运用野因素量化法冶袁将与环保项目

相关的一些非计量因素进行量化袁并按其影响和重要程度进

行排列袁并与有关环境评价行业标准进行比较袁从而得出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结论曰要运用野对比分析法冶袁将

不同时期相同内容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袁如将不同年份

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达标的天数进行比较袁得出大气污染减弱

的天数袁评价城市大气环境改善的情况等遥

四、环境保护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国家环保主管部门按目标层尧准确层尧要素层和指标层

建立了循环经济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袁 该指标体系包括猿猿个指

标遥 在此袁我们借鉴此指标体系袁从环保资金投入尧使用和效

益袁环保业务管理效益袁循环和利用再生资源尧减少资源的损

失浪费尧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空间以及环境的改善和效益等

方面入手袁逐步建立尧完善环境保护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遥

环境保护效益评价体系应围绕生态环境尧城市建设等问

题袁开展对企业治理环境污染资金和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等使

用情况的绩效评估袁重点关注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益袁具体指

标应包括如下几种院

员援环境保护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指标遥 它用以评价一个城

市或地区大气环境尧水环境尧海洋环境尧生态环境尧声环境等

质量改善程度袁重点关注其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遥

圆援环境保护的能力建设指标遥它用以审查环保资金分配尧

环境保护效益审计及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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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境保护效益审计是现代国家审计的重要内容袁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遥 本文就我国环境保护

资金使用效益的审计内容尧评价指标尧审计方法及其评价策略进行了初步探讨遥

【关键词】 环境保护 环保资金 效益审计



阴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远园窑财会月刊渊理论冤 援

【摘要】 按照国外经济学家提出的野优序筹资理论冶袁一个企业理性的筹资顺序应该为内源性筹资尧债券筹资尧股权筹

资袁但由于我国经济环境比较特殊袁使得企业筹资顺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反遥 本文分析了影响我国企业筹资结构的几个

因素袁指出了这种筹资结构不利于企业和资本市场的有效发展遥

【关键词】 筹资结构 股权筹资成本 债券筹资成本

一、我国企业筹资结构分析

企业筹资结构是指在企业筹资总额中内源性筹资与外

源性筹资所占的比重遥 内源性筹资是指企业通过内部积累的

方式筹集资金曰外源性筹资是指企业通过银行借贷尧发行股

票和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遥 不同的筹资结构对企业的市场价

值尧企业的治理结构有不同的影响袁从而对企业的经营以及

金融市场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同的影响遥

企业的筹资结构影响着企业的市场价值遥 在纳税不为零

的情况下袁由于债券有野税盾冶作用袁企业通过债券筹资可以

增加企业的价值袁 而纳税对企业内源性筹资不存在影响袁这

样就形成了野优序筹资理论冶遥 企业理性的筹资顺序应为院首

先选择内源性筹资曰然后才考虑外源性筹资袁其中又以债券

筹资为先袁而把股权筹资作为最后的选择遥 西方经济发达国

家之间企业的筹资结构与优序筹资理论所建立的筹资模式

基本上是一致的遥 美国尧英国和德国的企业都具有明显的内

源性筹资特征袁在其筹资结构中袁内源性筹资的比重都超过

缘园豫袁分别为远源援员豫尧远远援远豫和缘怨援圆豫遥日本的相对较低袁占猿缘援猿豫遥

在外源性筹资中袁美尧英尧日尧德四国的企业都以银行贷款为

主袁比重都在圆园豫以上袁特别是日本的企业高达源园援苑豫曰而通过

发行股票和债券筹资的比重都不到员园豫袁就在这不到员园豫的直

接筹资中袁美国的企业主要选择债券筹资袁占怨援猿豫袁股权筹资

仅占园援愿豫袁英国尧日本和德国的企业则是股权筹资的比重略高

于债券筹资的比重袁但其他筹资所占的比重都比较高袁分别

为愿援圆豫尧员猿豫和员缘援圆豫袁大大超过股权筹资的猿援愿豫尧猿援源豫和圆援圆豫遥

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袁 我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筹

资结构则是另一种情形院以外源性筹资为主袁外源性筹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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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程中是否存在随意性尧透明度差尧地方配套资金不到

位等问题袁评价一个城市或地区环境建设资金落实尧排污工

程进度和生态环境建设项目的效果等遥

猿援环境保护管理的监督指标遥 它用以检查一个城市或地

区是否建立环境安全的应急机制或应急运行系统曰审查投资

项目是否有碍公共利益尧是否破坏环境的合理规划曰评价一

个城市或地区环保执法是否到位袁重大环境事故是否及时处

理尧是否按规定收缴排污费等遥

源援社会效益综合评议指标遥它用于问卷调查袁了解社会公

众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袁评价一个城市或地区环境质量和当

地群众对环境保护工作满意程度等遥

五、环境保护效益审计评价关键策略

员援特别关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遥 经济效益

和环境效益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袁它们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

的辩证关系袁而不应互相排斥遥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的经

济效益只会导致后续经济发展的萎缩袁而一味追求环境效益

又会使经济发展出现较大起伏遥 环境保护效益审计的根本目

的在于既要获得经济效益又要获得环境效益袁并使经济效益

和环境效益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上遥

圆援正确处理好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的关系遥近年来袁我国

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污染严重的矛盾日益突出袁因此袁在进

行环境保护效益审计时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的长期效益与

短期效益的关系袁审计评价既要考虑到当前环保效益袁更要

注重长远环保效益曰既要对已显现的效益进行评价袁又要对

潜在的将来效益进行合理估计遥 通过审计首先达到促进被审

计单位在现有的环境经济政策的引导下袁有效地解决环境恶

化问题与贫困问题遥

猿援定性指标描述评价与定量指标评价的有机结合遥 环境

保护活动既是一项经济活动袁又是一项管理活动袁同时也是

一项技术性活动遥 其效益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袁既有价值

的尧货币性的指标袁也有非价值的尧非货币性的技术性指标曰

既有表现为微观层面的企业效益指标袁又有表现为宏观层面

的区域和国家指标遥 因此袁审计评价结论应考虑上述特性袁将

环境保护的经济活动尧管理活动和技术活动带来的效益以多

种方式尧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后予以反映曰将定性指标

评价与定量指标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袁 从定量指标评价着

手袁以定性指标描述评价为主要方式遥

主要参考文献

淤李学柔袁秦荣生援国际审计援北京院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袁

圆园园圆

于许家林袁孟凡利援环境会计援上海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袁

圆园园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