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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会计理论结构与应用方法探讨 

 

陈煦江 
（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环境管理会计是为适应当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由管理会计与环境管理相结合形成的新兴交叉领

域。本文从环境管理会计的目标、假设、对象、职能、原则等层次探讨环境管理会计理论结构的构建；从环境成

本的计算与管理方法、预测方法、决策方法、计划方法、控制方法、业绩评价方法等方面探讨环境管理会计的主

要应用方法；并对环境管理会计理论结构与应用方法及各种应用方法之间的系统整合试作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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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会计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为适应管理会计的新发展而形成的新领域（余绪缨，

2001），是在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与企业可持续经营的重要因素的背景下，由

管理会计与环境管理理论与方法相融合形成的交叉领域。其理论结构的科学构建与应用方法的系

统探索，是有效实施环境管理会计、深化现代管理会计理念、完善管理会计学科体系等多方面的

需要。 

一、环境管理会计的理论结构 

作为管理会计与环境管理相融合形成的新兴交叉领域，环境管理会计需要在继承、发展、

耦合这两大学科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以现代管理会计理论结构为指导，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理

论，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结构。传统管理会计是一套由前后一致的管理会计对象、职能、目

标、概念、假设、原则和方法体系所组成的一个概念框架，并以此来解释、评价、指导、开

拓和完善管理会计实务（李天民，1994）。环境管理会计作为传统管理会计的一个子系统，其

理论结构应当由环境管理会计的目标、假设、对象、职能、原则等构成，形成以目标为中心，

具有相关性、目的性、结构性、层次性、逻辑性、整体性、综合性、稳定性与适应性的概念

体系，并与传统管理会计理论结构有机衔接。 

（一）环境管理会计目标 

环境管理会计目标是企业通过环境管理会计实践活动所期望达到的目的或境地，它决定着整

个环境管理会计系统运行的方向，是环境管理会计活动的定向机制。在环境管理会计理论结构中，

环境管理会计目标位于 高层次，是决定环境管理会计假设、对象、职能、原则的基础。环境管

理会计目标除具有一般管理会计目标的导向性、系统性、时空性、相对稳定性等特征外，还具有

特殊的二重性与层次性：二重性体现为既具有经济性目标，又具有环境性目标；层次性体现为由

终目标、具体目标与协调目标三个相互衔接与促进的层次构成。 

1、 终目标。实现企业价值的可持续 大化是环境管理会计的 终目标。这是现代管理会计

的企业价值 大化目标与现代环境管理的生态环境持续改进、人与自然和谐目标的融合与革新，

是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整体 大化的 终目标，是企业履行可持续发展这一

终受托责任的理想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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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目标。是环境管理会计 终目标的执行性目标，表现为 终目标的层层分解形态，具

有具体性、经常性、多样性、变化性等特点，主要包括环境财务目标、环境管理目标、环境质量

目标、环境控制目标、环境效益目标与环境责任目标等。 

3、协调目标。是实现环境管理会计的 终目标与具体目标相互协调，环境管理工作与管理会

计工作相互协调，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相互协调等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协调目标，在于对企业

的经济与环境管理活动进行综合性协调，使其目标保护一致。 

（二）环境管理会计假设 

环境管理会计假设是为保障环境管理会计目标得以实现而对客观经济环境与技术条件等所作

的人为合理推论，是从时空与计量等维度对环境管理会计对象范围的规范约束。根据环境管理会

计目标与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划分假设与原则的层次性要求，环境管理会计大体应当基于以下五

大假设。 

1、多层次主体假设。环境管理会计的主体涉及国家、区域、企业及其车间等多种空间层次，

采用多层次主体假设是对这些层次的责权利范围、会计目标及会计对象作用的空间范围进行合理

限定的客观要求。 

2、持续经营假设。虽然环境因素加大了会计主体停业、清算等非持续经营风险，但良好的环

境管理则有助于会计主体的持续经营。因此，对会计主体活动的总体运行时间范围进行持续性假

定是合理的，也是保障环境管理会计的原则与方法保持连续性的时间前提。 

3、弹性分期假设。各管理层需要信息的时间不同，并受环境事件突发性与环境绩效长期性的

影响，要求环境管理会计的会计分期假设保持较强的弹性，以便实现信息的定期传递与适时传递

相互结合。 

4、环境可控假设。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有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两种，前者通常无法进行人为

控制，后者则可以采取人为措施进行控制或避免。环境管理会计应当基于环境可控假设，主要对

人为原因造成或可能造成的环境问题与人为改进生态环境的活动进行管理与控制。 

5、多元计量假设。资源环境具有多样性、多用途性、非市场性等特征，并受货币计量技术水

平与成本效益原则的限制，目前无法将所有资源环境信息统一计量为货币信息提供给各管理层，

这就需要基于采用多种计量方法、计量尺度与计量属性的货币计量，以及多种描述形式的非货币

计量的多元计量假设对环境管理会计信息进行计量。 

（三）环境管理会计对象 

现代管理会计对象的代表性观点有现金流动论、价值差量论、资金运动论、信息运动论等（孙

宝厚，1987）。这些对象理论侧重于从价值（或资金）的流量、差量或其货币信息方面对传统管理

会计对象进行界定。由于长期以来对环境资源的无偿或低价使用，使企业进行经济再生产与环境

管理活动产生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日趋凸现，与实现企业价值的可持续 大化目标相背离，

其使用价值运动不应忽视。为科学揭示这一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运动，借鉴易庭源教授（易庭

源，2001）对会计对象的界定：“价值与使用价值不断对立又不断统一而引起的矛盾运动，是会计

对象自身的矛盾运动”，将这一会计对象理论借鉴到环境管理会计中，环境管理会计对象即为企业

的经济再生产与环境管理活动产生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运动，这与环境管理会计的目标、假

设（如多元计量等）是内在一致的。为有效实施环境与经济管理，可将环境管理会计对象分为直

接对象与间接对象两个方面：直接对象是指会计主体行为引起的资源环境实物量变化（使用价值

运动）及其价值量变化（价值运动），是进行物化环境管理的对象，具有精确性、规范性、确定性、

可操作性与可计量性等特点；间接对象是指人的行为是各种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因为除对直接

对象进行物化管理外，还应将人的行为作为间接对象，进行以人为本的环境管理理论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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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环境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间接对象具有模糊性、灵活性、人文性、柔性化等特点，其

确立有利于环境管理会计逐步实现“管理从物本管理向人本、智本管理发展，也就是从硬管理向

软管理发展，使管理的特性从科学趋于艺术的发展（余绪缨，2001）”。 

（四）环境管理会计职能 

环境管理会计的职能是环境管理会计固有的内在功能，是环境管理会计实现其目标和确定其一

般原则与应用方法的客观性功能依据，具有时间先后性与活动因果性的序列性特征。环境管理会

计的职能序列一般应当包括： 

1、预测。是根据相关资料与影响因素，对会计主体未来的环境状况与财务状况及其变化趋势

进行的科学测算，为决策提供参考信息。 

2、决策。是根据预测信息和其他相关资料，拟定考虑环境因素的采购、生产、建设、营销等

多种方案，进行可行性研究与技术经济分析，确定 优方案。 

3、计划。是对决策确定的方案进行环境管理的长期与短期目标、对策措施、内容步骤等所作

的具体规划与安排，是决策职能的具体化。 

4、组织。是为保障实现计划，对企业的环境保护活动与环境管理活动进行合理的分工与协作、

有效配备和使用资源。 

5、协调。是对环境管理活动中形成的政策、制度、技术、人文等各种关系进行综合协调，以

提高管理的效果、效率与效益。 

6、监督。是对环境质量进行监测检查，对环境管理活动进行监察处理，包括事前、事中与事

后监督，是预测、决策、计划、组织、协调、评价与分析等职能高效实施的保障职能。 

7、评价与分析。是利用各种环境管理会计信息评价过去业绩、分析未来趋势，作为新一轮的

职能序列开始的重要信息源。 

（五）环境管理会计原则 

环境管理会计原则是会计人员观察环境管理现象和处理环境管理问题的思维尺度与行动准

绳，是联系环境管理会计理论结构与应用方法的中介。它分为总体原则和具体原则两个层次。 

1、总体原则。总体原则是在大系统管理思想、宏观决策管理思想、行为管理思想、经验管理

思想、权变管理思想等环境管理思想（朱庚申，2002）的指导下，为保障这些环境管理思想贯彻

到环境管理会计实践中去的一般性原则。其内容主要包括：（1）系统原则。要求环境管理会计与

其他企业会计、环境管理及外部条件等保持整体性、综合性、开放性、动态性、反馈性与适应性。

（2）宏微观管理相协调原则。微观层次的环境管理会计应当与宏观层次的环境政策法规、产业布

局、发展模式等协调一致，互动发展。（3）责任原则。人与环境的关系是通过人的经济行为实施

的，对人的经济行为进行有效管理是环境管理会计的关键,所以应当明确相关人员的职责分工，合

理设计职位与授权，公正及时地进行奖励与惩罚，做到职责、权限、利益与能力的对等。（4）效

益原则。环境管理会计应当追求兼顾微观与宏观方面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互动和

谐与可持续增长。（5）人本原则。环境管理会计工作应当立足于职工是企业的主体，职工参与是

有效管理的关键，服务于人是管理的根本目的等人本思想进行，不应片面地进行物化环境管理。 

2、具体原则。具体原则是在总体原则的指导下，开展环境管理会计实务的具体性、执行性原

则。其内容主要包括：（1）相关性原则。指环境管理会计应当为企业各管理层、环保部门等利益

关系人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2）客观性原则。指环境管理会计提供的有

关解析过去、控制现在与筹划未来的信息应当客观可靠，具有决策参考价值。（3）可比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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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环境管理决策方法应当合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与项目的风险程度等因素，使同一会计主体的

不同决策方案之间具有可比性，但不必做到不同会计主体之间的可比。（4）例外原则。由于环境

管理具有区域性、综合性、非程序性、社会性等特征，对重要、特殊、新发生的环境事项应当例

外地、权变地处理，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5）成本效益原则。环境管理会计工作应当贯彻发生

的信息提供成本不超过其产生的效益这一普遍约束条件。 

二、环境管理会计的主要应用方法 

环境管理会计的应用方法是在环境管理会计理论结构的指导下，借鉴相关管理会计方法与环

境管理方法，从环境管理会计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各种应用方法。主要有环境成本计算与管理方法、

环境预测与决策方法、环境计划与控制方法、环境业绩评价方法等。 

（一）环境成本计算与管理方法 

环境成本的正确计量、分配与科学管理是环境管理会计的基础方法。美国环保局（EPV， 1995）
将环境成本分为四类：传统成本、隐藏成本、或有成本和形象关系成本。按责任主体划分，传统

成本、隐藏成本、或有成本属于内部环境成本，形象关系成本属于外部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应当

内在化。但目前企业将环境成本内在化到对应成本对象的作法较少，多数企业仅将部分内部环境

成本确认为制造费用、管理费用或营业外支出等，并分散在多个成本项目或费用项目中，其余内

部环境成本则隐藏在其他费用或损失科目及其成本项目或费用项目中，而对外部环境成本则基本

上未予反映。可采用以下方法实现环境成本的合理内在化。 

1、作业成本法（ABC）。传统会计通常是将应计入产品成本的环境成本作为制造费用归集，

再统一按某种单一简便的标准分配到成本对象中去，分配结果往往扭曲环境成本信息并导致企业

决策失误。作业成本法可以克服这一不足，它建立在“作业消耗资源，产品消耗作业”两个前提

之上（胡玉明，2002），按照环境活动或事项确定主要的作业中心，分别根据传统成本、隐藏成本、

或有成本、形象关系成本与环境资源消耗的资源动因关系，以及与成本对象之间的成本动因关系，

按照环境资源消耗所完成的作业归集这些环境成本并将其分配到产品、流程与项目中去，以增强

成本计算的可靠性，发现并消除非增值作业，保持与加强增值作业，为资本决策与业绩评价等提

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2、完全成本法（FCA）。在环境管理会计中，完全成本法是将与企业的经营、产品或劳务对

环境产生的影响有关的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综合起来考虑的方法（郭晓梅， 2003），其特

点是完整地考虑了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在采用完全成本法时，企业发生的内部环境成

本通常可以根据成本动因采用作业成本法等方法分配到成本对象，发生的外部环境成本大多需要

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方法进行货币计量，再按成本动因分配到成本对象。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主要有

剂量反应法、损害函数法、生产率变动法、生产函数法、人力资本法、机会成本法、重置成本法、

内涵资产定价法、旅行费用法、防护支出法、意愿调查法等（曾贤刚，2003。），应当根据不同的

外部环境成本类型谨慎地选用。完全成本法可以为企业的长期资本预算等战略决策提供全面的环

境成本信息。 

3、寿命周期成本法（LCC）。寿命周期成本法是对产品或作业在整个寿命周期内的环境影响

进行识别并确定实现环境改进机会的综合性方法（郭晓梅，2002）。在环境管理会计中，它要求从

兼顾生产者成本与消费者成本的角度，对产品或流程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使用、报废等

全寿命周期中所发生的全部环境成本（内部与外部环境成本）进行计算与评价，反映环境因素对

企业整个价值链的影响，为价值链的取舍与整合提供科学依据。寿命周期成本法扩展了成本计算

的空间与时间范围，有利于企业实现整体性、长期性的可持续经营，但所需信息成本较高，可靠

性有时也难以保证，应用时可根据企业自身情况选取重要的价值链环节进行寿命周期成本的计算

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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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面质量成本法（TQC）。全面质量成本法是立足于顾客对产品或服务的环保需求角度，

将产品或服务引起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视为质量缺陷，以“零缺陷”为 终目标，通过 PDCA
循环等方法持续改进产品质量、降低环境成本。全面环境质量成本包括为保证符合环境标准（达

到法定标准或为满足顾客适用性而优于法定标准）而发生的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内部故障成本

和外部故障成本。企业应当根据这四类环境质量成本建立环境质量成本模型，通过改进环境预防、

鉴定与故障等成本工程处理技术，顺应环保市场，使环境质量总成本 低。 

（二）环境预测与决策方法 

1、预测方法。预测方法是以过去和现在的环境经济信息为依据，科学地推测未来环境经济状

况的方法，它是决策的基础和前提。预测方法分为两类：（1）环境状况预测方法。是以回归预测

方法、马尔可夫链状预测方法、灰色系统预测方法等环境专业预测方法（李克国等，2003），对污

染物排放量、环境污染趋势、生态环境变化趋势、生产经营的环境影响、环境政策的影响、环保

技术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预测，主要为环境管理提供非财务信息。（2）环境财务预测方法。是

以环境状况预测提供的非财务信息为基础，根据市场条件及管理要求，将环境影响因素纳入销售

预测、成本预测、资金预测和利润预测等财务预测中，进行趋势分析、因果分析、调查分析与判

断分析等，主要为环境管理提供财务信息。 

2、决策方法。决策方法是根据预测提供的有关环境影响的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考虑风险

程度与时间长度等影响因素，进行生产决策、定价决策、经营决策、筹资决策与投资决策等方法。

其中，环境投资决策对企业具有长期重要的影响，目前多数企业在长期投资决策中仅考虑部分容

易进行货币计量的环保费用、环保收益等内部环境成本与内部环境收益的影响，而忽略了环境法

规、顾客的环保满意度、企业的环保形象等外部环境成本与外部环境收益的影响，使得新的环境

法规、环保技术、绿色消费等出现后，在决策中被放弃的项目可能是 优项目。企业可以采用完

全成本法计算内部与外部环境成本，采用作业成本法按资源动因与成本动因将环境成本分配到投

资项目，采用寿命周期成本法确定投资项目的时间与空间范围，采用合理的折现率与风险系数进

行计算，综合确定 优的环境投资决策方案。 

（三）环境计划与控制方法 

1、计划方法。计划方法是根据环境管理决策确定的目标，通过编制弹性预算、零基预算、滚

动预算、概率预算等具体实施环境管理的方法。其内容主要包括：（1）业务预算。在销售预算、

生产预算、采购预算、人工预算、制造费用预算、生产成本预算、经营与管理费用预算等环节中，

应考虑环境政策、环保技术、环保市场等影响因素，将环境成本与环境收益量化并纳入这些预算

之中。（2）财务预算。在现金预算、预计利润表、预计资产负债表中，应包括环保资金预算、环

境费用与环境收益预算、环境资产与环境负债预算等。（3）专项预算。是专门为某些重大或特殊

的环境管理决策编制的预算，如为购置环保设备而编制的资本预算、涉及重大环境诉讼而编制的

费用损失预算等。 

2、控制方法。控制方法是为保障计划的成功实现而采取的各种审核与控制方法。主要包括：

（1）制造成本控制。应将归入制造成本的环境成本纳入标准成本控制系统，进行环境标准成本的

制定与环境成本差异的计算、分析与处理等。（2）质量成本控制。应对环境预防费用、环境检验

费用、内部环境损失与外部环境损失等进行事前、事中与事后控制，综合确定 优的环境质量成

本模型和产品质量总成本模型。（3）存货控制。应根据企业的环保需求、市场情况、环境政策等

确定环保物资的经济定货量与环保产品的经济生产量，并按重要程度对环保存货采用 ABC 分析法

等方法进行分类控制与综合分析。 

（四）环境业绩评价方法 

环境业绩评价的目的在于为战略决策提供支持，对生产经营实施控制，对员工进行考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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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结合自身的战略目标、经营特点与组织结构，按照重要性、可比性、综合性等原则建立由

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环境业绩评价指标体系。通常应当根据 ISO14000 系列等环境标准

指标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构建环境业绩评价指标，并将其中的相关指标嵌入平衡计分卡的财务、

顾客、内部经营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之中，对于综合性指标可单独设置综合维度进行反映，

以兼顾财务业绩评价与非财务业绩评价。环境业绩评价指标通常应当包括三类： 

1、环保达标类指标。主要量化对环保法规的遵守和违反情况，包括各种污染的超标量与优于

标准量、环保法规违反次数（率）、环保罚款、政府环保奖励、执行环境评估或审计的次数等。该

类指标主要应嵌入平衡计分卡的财务、内部经营流程之中。 

2、环境管理效率与效益类指标。主要量化环境管理实施与控制的效率和产生的经济效益、环

境效益与社会效益，包括产品环保合格量（率）、材料与能源节省量（率）、废品回收利用量（率）、

产品奉命延长期（率）、员工环保培训人次（率）等。该类指标主要应嵌入平衡计分卡的财务、顾

客、学习与成长之中。 

3、综合业绩类指标。由于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市场业绩等密切相关，应将环境业绩指标与

相关的财务业绩指标与非财务业绩指标结合构建综合业绩评价指标，包括环保产品增长量与利润

增长额的比率、环保法规违反率与销售量（额）的比率、废品回收利用率与顾客回头率的比率、

员工环保培训人次数与产品环保合格量（率）的比率等。该类指标可在平衡计分卡中单独设置综

合维度反映。 

三、环境管理会计理论结构、应用方法的系统整合 

目前，国内偏重于对管理会计应用方法的研究，忽视对管理会计理论结构的探索，使得管理

会计应用方法缺少理论指导，其目标与对象不明，职能与原则不清。对环境管理会计理论结构与

应用方法的积极探索，是克服这一不足的重要契机。在环境管理会计实践中，应当始终围绕实现

企业价值的可持续 大化这一 终目标，按照环境管理会计的对象、职能与原则，选择有用性较

强的环境管理会计方法实施，实现理论结构与应用方法的系统整合；应当注重各种环境管理会计

应用方法之间的整合应用，避免由于方法选用不当导致的“管理真空”与“管理重复”等问题。

通常，针对产品的全寿命周期与全面质量，通过全面预算，根据完全成本法计算内部与外部环境

成本，按照作业成本法进行环境成本的归集与分配，采用平衡计分卡进行环境业绩评价与分析，

是一种对应用方法进行系统整合的科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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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n Theory Structure and Applied Method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Chen xujiang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Abstract：In order to adapt the modern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comes into being as a new crossed subject between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 opinions of  the paper include three aspects：firstly, the theory structur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is composed of its target, assumption, object, function and principle；

secondly, the applied method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include the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cost, forecast method, decision method, program method, control method and 

assessment of performance；thirdly, the theory structure and applied method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should be applied as a whole system.  

Keywords：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theory structure； applie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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