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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环境支出的定义为切入点 , 结合财务会计的理论知识 , 对环境支出的分类、确认、计

量和核算作了较详尽的阐述 ; 对我国企业如何将环境因素纳入其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提出了一

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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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o begin with the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al expenditure in the paper, the writer

presents detailed statement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recognition, measurement and accounting of the

environmental expenditure combined with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ome

suggestions are presented on how to integrate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 into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of enterpris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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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瑞典等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先进

做法以及我国的实际, 我们可将环境支出定义为用

于防止、控制或避免环境负荷的产生, 消除环境影

响, 补救对环境引起的危害或是有助于以上工作得

以进行的投资和费用。

环境支出按其受益期可分为收益性环境支出如

与环保有关的管理活动支出和补偿环境损伤支出

等, 和资本性环境支出如购置环保设备支出等; 按是

否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有关, 我们可以把环境支出分

成购置或自制环保设备支出、环保研究与开发支出、

上下游支出、环境管理费用、社会活动费、环境损伤

补偿费、污染清理费等。

一、环境支出的确认

( 一) 环境支出确认的基本条件与原则

1、环境支出确认的基本条件 根据会计理论中

会计要素确认的基本条件, 环境支出的确认也应遵

循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和可靠性四条标准。

可定义性是指对环境支出下定义, 是为了给出

正确的定性描述, 突出环境支出的本质特征, 以便有

关人员在日常记录和编制报表中有一个定性的判断

标准, 而且必须辨明环境支出的本质特征, 即它是一

种企业为履行环境保护责任降低环境负荷所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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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相关性是指企业应该向利害相关者提供企业

为环保活动所投入的环境支出金额及结构情况 , 揭

示环境或有负债状况及环境风险程度等有助于决策

的信息。可靠性是指当信息没有重要错误或偏向, 并

且能够忠实反映其所拟反映或理当反映的情况以供

会计信息使用者作依据时, 信息就具备了可靠性, 可

靠的信息才有用, 才能得到利害相关者的信赖。可计

量性是指企业发生的环境支出应该能够用货币单位

计量。

2、环境支出确认的原则 划分资本性支出与收

益性支出原则, 该原则保证了正确计量环保资产的

价值和正确计算各期的环境成本、环境期间费用及

环境损益; 权责发生制原则, 该原则规定了一些环境

支出具体在什么时点上确认为环境费用, 如对环保

设备的摊销时间的确定; 配比原则, 该原则明确企业

在什么情况下具有承担某项环境费用的义务。

( 二) 环境支出的资本化与费用化项目

1、环境支出的资本化项目

( 1) 为防止或减少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环境污染

而购置或自制的环保设备支出, 应以取得或达到使

用状态时予以资本化。

( 2) 外购的环保无形资产支出应以取得时予以

资本化; 自行研发无形资产时, 如果研发项目开发阶

段的支出能够符合最新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

形资产的以下五项要求, 应当予以资本化, 确认为无

形资产 : 从技术上来讲 , 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

够使用或出售具有可行性, 同时具有完成该无形资

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无形资产产生未来经济利

益的方式, 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

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 无形资产将

在内部使用时 , 应当证明其有用性 ; 有足够的技术、

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 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

发, 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归属于该无形

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计量。

( 3) 提高企业所拥有的其他资产的能力, 改进其

安全性或提高效率而发生的支出, 应在发生时予以

资本化。

同时在资本化的过程中, 如果一项可以确认为

资产的成本与另一项资产有关, 所发生的环境成本

本身并未带来特定的或单独的未来利益, 这些成本

的未来利益在于企业经营中所使用的另一项生产性

资产上, 则应当作为其他资产的组成部分而不予单

独确认。例如, 清除建筑物上的石棉, 这项工作本身

并不产生未来经济利益或环境利益, 受益的是建筑

物。因而, 将清除石棉的成本确认为一项独立的资产

是不合适的。另一方面, 一台能够清除大气或水污染

的机器, 它是能够产生特定或单独的未来利益的, 因

此, 可以将其作为资产单独确认。

以上资本化的支出应其在受益期内进行折旧或

摊销。

2、环境支出的费用化项目

环境支出的费用化项目即环境费用是指某一主

体在其持续发展过程中, 因进行经济活动或其他活

动而付出或耗用资产的转化形式。其中: ( 1) 环境费

用的发生伴随着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减少; ( 2) 各项支

出或耗费都是在企业利用资源满足需要、环境保护

活动或环境补偿时发生的, 这些环境支出与企业未

来经济利益没有足够密切的联系, 因而不能将其资

本化, 应在其发生当期作为环境费用计入损益。

根据上述环境支出的分类以及企业的环境活动

实践, 予以费用化的环境支出项目主要有 : ( 1) 环保

固定资产在受益期间各期的折旧费; ( 2) 环保无形资

产在受益期间各期的摊销费; ( 3) 自行研发支出如果

不能满足上述谈到的最新企业会计准则的五项要

求, 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 4) 上下游支出;

( 5) 环境管理费用 ; ( 5) 社会活动费用 ; ( 6) 环境损伤

支出等。这些项目都将直接影响到当期经营成果, 应

予发生当期费用化。

二、环境支出的计量

环境支出的计量同传统会计计量一样, 涉及计

量属性和计量单位两个方面。

( 一) 环境支出的计量单位

会计计量单位一般有实物、劳动量和货币三种。

笔者认为在物价稳定的情况下, 环境支出即环境资

产和环境费用的计量一般采用货币计量。

( 二) 环境支出的计量属性

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

定 , 会计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

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贴现值和公允价值五种。而

环境会计在计量属性的选用上仍有不同于传统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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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 它还可以采用机会成本法、边际成本法、替代

成本法( 影子工程法) 、市场价值法、人力资本法等。

1、外购的环保设备、环保无形资产等, 可采用历

史成本法计量。

2、环境损伤支出的计量属性 : 某自然资源被开

发而改变其原貌, 如用于建房地产, 可采用机会成本

法计算该自然资源的价值; 由于水资源污染农田或

鱼场, 导致其减产时, 可采用市场价值法计算出企业

应承担的费用; 当某环境受到破坏后, 为使其功能恢

复而付出的各种费用, 可以用工程费用法来计量该

资源的价值; 若人工建造一个代替原来环境功能的

耗费可视为原环境的价值, 即为影子工程法或替代

成本法, 如当某个地区的河流遭到污染后, 人们不得

不掘井取水耗费的费用 ; 若企业排放的“三废”对人

体造成损伤, 引起经济损失, 可以用人力资本法计量

其环境赔偿, 即为人类患病乃至死亡的医疗和丧葬

费用。

3、当期预提的将在未来支出而形成的环境费用

准备金( 简称预提准备金) , 可以考虑采用公允价值

计量。

三、环境支出的核算

( 一) 环境支出核算内容

根据环境支出是否与生产经营有关的 分 类 可

知, 环境支出核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项目: 购置或自

制环保设备支出、环保研究与开发支出、上下游支

出、环境管理费用、社会活动费、环境损伤补偿费、污

染清理费。

1、购置或自制环保设备支出 : 主要包括环保工

程建设、购置支出, 该支出主要目的是防止或减轻环

境负荷。

2、环保研究与开发支出 : 是指企业对环保产品

的设计、生产工艺的调整、材料采购路线的变更和对

工厂废弃物回收及再生利用等进行研究、开发的支

出, 包括绿色产品的开发、增加原生产产品环保功能

的研究、企业生产工艺路线的调整及材料采购的选

择等方面所需要的支出; 无污染替代研发支出。

3、上下游支出 : 是指企业经营区域上游和下游

所产生的绿色采购追加支出, 废弃物包装物回收利

用支出。

4、环境管理费用 : 是指企业以环境保护为目的

的管理活动费, 主要包括建立、运用环境管理体系

费, 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广告费, 职工环境保护教育

费, 环境监测费用, 企业区域及附近绿化费。

5、社会活动费 : 是指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无直接

关系但与环保有关的活动支出, 主要包括除企业区

域及附近以外的绿化、给环保团体捐款、公益环保广

告等支出。

6、环境损伤补偿费 : 是指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损

伤和破坏所需的支出 , 包括排污费 , 修复费 , 环境赔

偿或补偿费, 污染清理支出, 应对环境损伤破坏的准

备金、保险金。

( 二) 环境支出的核算方法

在把握环境支出时有时可以单独确认, 有时则

要作为复合支出来确认。复合支出是指环境支出与

其他支出结合在一起的投资和费用。具体核算方法

有全额法、差额法和按合理比例分配法。

1、可以单独确认的投资和费用支出 , 可采用全

额法核算。如环保设备的投资和单位排污收费。

2、如果某项环境支出与其他支出结合在一起,

可按照以下顺序用其中的一种方法进行核算。

( 1) 差额法———扣除非环境支出部分, 计算其差

额。如某企业购买了一批环保型汽车, 支付 100 万。

显然, 如将这 100 万全部作为环保投资是不妥当的,

理由在于汽车兼有行驶和环保两种功能。假如没有

环保功能的同类汽车的购买成本为 60 万元, 则该批

汽车环境投资支出为 40 万元( 100 万- 60 万) , 并据

此在以后的折旧年限中分别作为各期环境成本中的

折旧费用。

对于无法很好区分的, 或支出相对与整个支出

总额来讲金额较小的, 可以作为其他支出的组成部

分不予单独核算, 可以在附注中进行适当的说明。例

如清除建筑物的石棉, 这项工作并不产生未来的经

济利益 , 受益的是建筑物 , 而这项成本金额较小 , 且

很难加以分解。

( 2) 无法用差额法核算时, 根据支出的目的决定

合理的标准, 然后按比例进行分配核算, 如作为辅助

生产车间的污水治理费用、工人受环境污染支出等。

但要注意成本动因的选择, 不能采用传统的机器工

时、人工工时作为动因, 那样会使投资者作出错误的

判断, 而应该选择确实能反映环境因素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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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环境支出的主要账户设置

在设置有关环境会计科目时, 笔者建议独立于

传统会计的总账科目。那么环境支出核算涉及的主

要总账科目有: “环保固定资产”、“环保无形资产”、

“环境成本”、“环境期间费用”等, 至于明细科目根据

前面环境支出的核算内容自行设置。

1、“环保固定资产”: 主要核算自制完工或外购

已达到使用状态的环保设备。

2、“环保无形资产”: 主要核算研发成功或外购

的与环保有关的无形资产。

3、“环境成本”: 主要核算为生产环保产品而发

生的成本, 如生产环保产品用的环保设备折旧, 使用

环保原材料, 环境保护成本。

4、“环境期间费用”: 主要核算环境管理费、社会

活动费、环境损伤补偿费、包装物废弃物回收利用

费、污染清理费、环保无形资产摊销。

( 四) 环境支出的账务处理

1、购置或自制完工环保设备账务处理: 借记“环

保固定资产”科目, 贷记“在建工程”或“银行存款”等

科目。计提折旧时, 如果这些环境设施直接服务于企

业的产品生产或经营的 , 借记“环境成本- 环保固定

资产折旧”科目; 如果这些环境设施不直接服务于企

业的产品生产或经营的 , 借记“环境期间费用- 环保

固定资产折旧”, 贷记“累计折旧”科目。

2、环保研发支出账务处理 : 研发过程的支出未

达到前面谈到的无形资产确认的五个条件的, 应当

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 借记“环境期间费用- 研发

费用”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若研发过程的

支出达到无形资产确认的五个条件, 应当确认为无

形资产, 记入“环保无形资产”科目。在受益期内摊销

时 , 借记“环境期间费用- 环保无形资产摊销”, 贷记

“环保无形资产”科目。

3、为生产环保产品而领用的绿色原材料账务处

理: 借记“环境成本”, 贷记“原材料”科目。

4、环境管理费用、社会活动费、环境损伤补偿

费、污染清理费帐务处理: 借记“环境期间费用”及相

关的明细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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