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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E_AF_E5_A2_83_E6_c42_67166.htm 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已

日益密切，环境会计（绿色会计）是当前会计理论研究的新

课题，而环境成本是环境会计的核心。确认环境资源的价值

，对环境资源的使用、耗损、保护和恢复支付相应的成本费

用，这就构成了环境成本。本文试就环境成本的内涵及其确

认和会计处理作一简要论述。 一、对环境成本的认识 环境成

本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或其他事项所消耗的环境资源价值、环

境资源保护和再生支出等。环境成本的定义包括以下几方面

含义： l、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随着人类环境污染的加剧，

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原本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环境资

源如森林、矿产、水、大气等等，均会随着人类的盲目使用

和开采而枯竭。要使环境资源不枯竭，就要进行保护和再生

，这就要投入，要投入则涉及价值和计价问题，因此，笔者

将环境资源称为环境资产。 2、环境资产的使用和损耗，必

须由使用的企业支付相应成本和费用，以便公共部门进行全

面保护和再生。 3、环境资产保护和再生不只是政府的责任

，在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范围内，也是企业的责任。从短期

看，作为企业对环境资源保护和再生的支出，也就是构成了

企业环境成本的一部分；从长期看，企业环保和再生支出会

改善环境，形成良好的环境资源，这时原来的支出积累形成

了企业环境资产，进而可以带来收益。 环境成本具有不同于

企业其他成本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可追溯性、相关性和递增

性。 1.可追溯性是指即使企业导致环境问题的行为在当时是



合法的，或者说在当时有关的环境法律根本不存在，企业也

应对其环境问题负有责任。目前世界各国对此规定不一致，

我国最通俗的说法是谁污染谁治理，包括以前污染的现在也

得治理，这就涉及治理的成本费用问题。 2.相关性是指企业

对环境问题其他责任方的环境恢复成本、环境使用成本负有

相关责任。即企业应对生产经营中的供应方的材料来源是否

污染及破坏环境，销售对象深加工和消费是否会因本企业的

工艺技术问题而污染破坏环境等负有相关责任。笔者认为确

定环境成本的可追溯性和相关性是我国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必

然要求。 3、递增性是指随着环境资产的日益稀缺及经济发

展而导致的劳动力成本、研究治理成本上升，使企业环境成

本必然逐年递增。工业经济的大发展直接导致了世界环境资

源的日益稀缺，按照价值规律，环境资产的价值必然上升，

其使用成本也必然上升。 二、环境成本的确认 （－）环境成

本的内容。 1.环境资产的耗减成本和恶化成本（损失成本地

所谓耗减成本是指企业生产经营中耗用的那部分环境资产的

成本。所谓恶化成本指因企业生产经营使环境恶化而导致的

企业成本上升部分，如水质污染导致饮料厂的成本上升，甚

至无法开工。 2.各项环境资产的恢复成本和再生成本。企业

因以往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当前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对环境的污

染或破坏所进行的恢复成本。再生成本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对使用过的资产使之再生的成本，如造纸业、化工厂对

废水净化的成本。 3.各项环境资产的保护成本。它是指保证

环境资源不遭人为破坏，尽量减少自然力对环境资源的破坏

侵蚀，维护环境资源质量达到一定水平所采取的各种保护措

施所花费的成本。具体包括：环境资源保护项目的研究、开



发、建设、维护、更新费用；社会环境保护公共工程的投资

建设、维护更新费用中由企业负担的部分；预防和保护环境

资源污染的运作费用；企业环保部门的管理费用等。 4.环境

资产的替代成本和机会成本。替代成本是指不可再生资源在

开发利用时，企业以其他资源替代所需资源额外支付的相关

费用。机会成本是指因对某些资源进行限制性或禁止性开发

利用及因对环境资源采取保护措施，而对某些相关产业、行

业进行压缩、调整、关闭、资产闲置所产生的直接损失和机

会损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