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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光集团是成功实施环境会计的日本企业之一，1999年

开始公布生态化经营信息。理光集团现行的生态化经营会计

信息披露在充分参考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报

告指南》第 3版与环境省的《环境报告书指南（2007）》的基础

上，在报告结构方面做了一定的调整，使其反映整个产品生命

周期的生态成本和经济效益，统一了包括业务活动上下游在

内的生态负荷。理光集团在建立环境会计体系的基础上提出

了同时实现生态保护和利润创造的生态化经营目标，并将环

境会计作为生态化经营的重要工具，旨在核算和报告公司生

态保护活动的成本和经济效益、产品生命周期的环保效果以

及生态负荷的总量等。

一、理光集团生态化经营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

理光集团从 1999年至今共发布了 12份年度环境经营报

告，以生态化经营理念、推进方法、具体活动事例、环境会计等

信息为载体，反映集团在节约资源和防止地球变暖、节约资源

和资源再利用、预防污染（努力生产安全性更高的产品）等方

面做出的努力。

1. 生态化经营成本及经济效益总量信息。理光集团的生

态化经营成本分为环境投资和环境费用两类，具体包括业务

领域内成本、上下游成本、管理活动成本、研究开发成本、社会

活动成本、环境损失恢复成本及其他成本 7个项目。环境投资

指环保活动支出中固定资产投资部分，环境费用指环保支出

中属于期间费用的部分（含环保投资折旧费）。生态化经营经

济效益指在作为环保活动的结果而获得的效果当中，对理光

集团的利益在某种形式上有贡献的效果，分为实质性效果

（a1）、预计实质性效果（a2）、附带效果（b）、偶发性效果（c）及

社会性效果（s）（顾客得到的效果）5类。实质性效果指环保活

动实际带来的环保收益的获得或费用的避免；预计实质性效

果指对销售和利润有实际贡献，但计量需要估算，例如因产品

环境性能提高而增加的销售额和利润；附带效果指通过环保

活动获得的效果中，无法以销售额或利益的增加、成本降低等

量化的效果；偶发性效果指可防止因环境负荷带来的经济损

失；社会性效果指环保活动支出对外部社会产生的效果。具体

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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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日本企业理光集团的生态化经营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其生态化经营绩效的会计

评价指标，然后结合我国国情得出了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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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理光集团生态化经营成本与经济效益信息披露内容（2009年） 成本单位院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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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负荷及其削减量信息。理光集团生态负荷及其削

减量均分为事业和产品生命周期两方面披露。生态负荷指理

光集团在会计年度内排放的生态负荷物质（如 CO2、NOX、

SOX、BOD、废弃物、环境化学污染物、化石燃料、矿物资源

等）的总量。

生态负荷削减量指在环保活动产生的效果中，防止生态

负荷的发生、控制、去除和修复环境影响等效果。理光集团将

当年的生态负荷物质排放量与上一年度的比较后确定削减量

（上一年度排放量-当年度排放量）；根据以瑞典 EPS方法为

基础制定的换算系数，将各种生态负荷统一调整为标准生态

影响度（CO2的换算系数为 1）。

生态负荷削减量除以生态负荷总量再乘以换算系数后，

即可得出削减换算值（负荷换算值）指标。削减换算值除以负

荷换算值后，再按“EPS-2000”，“以 108 欧元/t- CO2”为标

准来计算换算为金额，得到社会成本及其削减货币量。具体

见表 2。

二、理光集团生态化经营绩效的会计评价指标

理光集团通过一系列环境会计指标来评价其削减生态负

荷、创造经济价值的效益（即生态经济效益）。这些指标主要包

括：

1. 生态收益率（REP）。生态收益率=经济效益总额/环保

成本总额。

2. 生态效果率（REE）。生态效果率=（经济效益总额+社

会成本削减额）/环保成本总额。

3. 生态负荷利润指数（EI）。生态负荷利润指数=销售总

利润/生态负荷总量。

4. 社会成本利润率（RPS）。社会成本利润率=销售总利

润/社会成本总额。

5. 环境投资率（EIR）。环境投资率=环境投资额/投资总

额。

6. 环境研发费用率（ERR）。环境研发费用率=环境研发

费用额/研发费用总额。

理光集团十年来生态化经营绩效的会计评价指标的走势

见图 1至图 4。

图2 理光集团2000 ~ 2009年生态负荷利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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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光集团2000~ 2009年生态收益率与生态效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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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理光集团生态负荷及其削减量信息披露情况（2009年）

注院淫表示野根据理光标准对每一个物质进行计算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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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理光集团2000 ~2009年社会成本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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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理光集团2002~ 2009年环境投资率与环境研发费用率

三、启示

1. 加快我国企业生态化经营会计信息披露的机制建设

和环境营造。日本环境省于 1999年颁布《环境成本及报告指

南》，此后先后颁布“环境会计导则”、“环境会计指南”、“环保

成本分类指南”、“环境管理会计方法工作指南”等文件，这些

操作性强的导则大大促进了理光集团等日本企业环境会计工

具的运用及循环经济的发展。尽管我国也有关于企业环境信

息披露方面的制度，如环保部在 2007年颁布《环境信息分类

与代码》等国家环保标准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2010

年发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但并未涉及企业环境

会计，其所要求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仍显粗略，只是将主要污

染物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量等量化指标作为鼓励性披露内

容。目前我国正加快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联合环保部门、

会计部门制定适合我国企业的环境会计准则显得极为迫切。

面对全球变暖问题下的减排压力，应尽快转变我国企业生态

化经营理念，将节能减排压力转变为生态化经营的竞争力。

2. 着力从全球环境问题的协调出路进行理论研究与实

践探索。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经济学上的外部性问题。企业的经

营活动中可能产生没有内在化的社会成本（或社会收益），企

业环境会计不仅要核算和披露已进入企业私人成本的现实环

境成本，还要核算和披露其给社会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即社

会成本），而且后者更为关键。我们看到，理光集团引进“环境

平衡”概念，在每年的环境经营报告书中较详尽地披露了事业

和产品的生态负荷信息，在选择披露内容时紧紧围绕当前的

全球环境核心问题设置。值得关注的是，近三年来理光集团在

考虑环保效果和生态负荷时，统一考虑包括业务活动的上下

游在内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生态负荷，而不是只考虑理光

集团单独的情况。通过这一做法，可以比较环境保护活动的成

本和经济效益、产品生命周期的环保效果和生态负荷的总量

等。我国目前的企业环境信息主要体现在上市公司的社会责

任报告中，所披露的内容涉及面很窄，只是反映企业环保投入

等已发生或已实现的情况。我们应积极探索企业生态负荷信

息披露的内容和方法，使我国企业致力于通过控制生态负荷

改善经营决策。

3. 试点推行上市公司生态经济效益核算与评价。企业不

仅是“经济人”，还应该是“社会人”和“生态人”，通过寻求经济

利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承载的协调以促进企业持续价值的提

升，是企业发展的未来之路。企业所经营的资本不仅有经济

（财务）资本，还有社会资本、生态资本等。生态资本和经济资

本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生态资本是潜在的经济资本，通过经

济资本的投入可带来生态资本的增值。理光集团的生态化经

营实践向我们展示了“绿”和“金”的关系，同时核算生态化经

营成本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从生态效益率、生态效果率、

生态负荷利润指数等指标看，生态化经营不仅让理光集团树

立了良好的形象，还给理光集团带来了实际的财务业绩。我国

理论界和实务界应积极建立上市公司生态经济效益核算制

度，扩大传统环境会计视野，促进企业的会计体系融经济利益

和生态贡献于一体，使企业会计体系既反映经济业绩，也反映

生态业绩，同时反映经济业绩与生态业绩的互动情况；既考虑

低耗减排业绩，也反映生态学视角的生态贡献，在此基础上构

建两效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最终所构建的生态经济效益核

算和评价体系将成为我国企业生态化经营的有力工具。

4. 量重于性，行贵于宣。计量问题是会计核算的核心问

题。理光集团非常注重定量的生态化经营信息披露。理光集团

构建了由生态负荷信息系统和环境会计系统组成的生态化经

营信息系统，通过生态负荷信息系统掌握和统计各业务环节

（包括采购、设计、制造、运输与销售、使用、维修与服务、回收

与再利用等）以及业务整体的环境负荷情况，通过环境会计系

统统计生态负荷信息系统里的环保效益指标以及会计系统里

的生态成本指标，并经过处理可以得出生态化经营指标。相比

之下，我国企业的环境信息量化成分很低、定性信息偏多，内

含于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环境信息演变成了企业环保宣讲。我

们应借鉴日本政府的有益做法，强制企业定期披露业务和产

品的生态负荷、生态经济效率等定量信息，通过标准化的生态

信息披露，将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数据公之于众，这样

才能从本质上促进经营决策和行动向财务业绩与生态业绩相

结合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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