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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环境管理活动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至关重要，而环境绩效审计作为

环境管理活动的工具之一，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将环境绩效审计

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然而，我国对环境绩效审计理论研究还十分缺乏，已有研究

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因此，本文主要目的是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

成果，为我国系统深入地研究环境绩效审计制度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并为我国

进一步全面有效地开展环境绩效审计实务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以期对我国

环境绩效审计发展做出贡献。 

本文首先介绍了环境绩效审计的兴起，探讨了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的必要性。

然后从受托环境责任的角度阐述了环境绩效审计产生的理论根源，在探究其产生

的客观基础上，运用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地分析了环境绩效审计

理论的基本要素，包括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原则、遵循的准则与环境标准等内

容。 后从我国环境绩效审计的现状入手，剖析我国当前环境绩效审计难以向纵

深发展的主要原因，并对国外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的经验加以分析和借鉴。同时，

结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审计环境，提出我国实施环境绩效审计的 佳切入点和必要

的配套措施。 

本文的创新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阐述环境绩效审计的层次关系，明

确环境绩效审计与环境审计、绩效审计、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绩效评估之间的关

系，并以“审计环境”为切入点，寻找我国环境绩效审计存在的缺陷和相应的解

决方案。进一步地，根据理论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在可预计的未来，注册

会计师将成为环境绩效审计领域的主力军，政府、企业和社会将共同构成一套社

会环境绩效审计体系，对环境经济活动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管理，为我国“建

设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做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环境绩效审计；环境管理活动；环境标准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Abstract 

Realizing ec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becomes every country’s 
common view,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 as one of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mplements is paid close attention gradually. In the recent years, our country i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o build an overall well-to-do society, the environment 
achievement having brought forward higher request, and the job to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has been mentioned as an agenda step by step. Howeve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 theory studies insufficiently, and already has a lot 
of defect and deficiency. Therefore, the paper’s main objective is to ask the science 
field to use advanced abroad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 for reference, the research 
that providing necessary direction and the policy suggestion to ou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is able to be carried out conscientiously, we look forward to 
making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 
theory.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rise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 firstly, and 
discusses the necessary of carrying out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 Then, from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 responsibility angle, apply standardization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ze the basic key elements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 theory 
systematically, including the target, principle, criterion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 
Finally, start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 in our 
country, analyze the difficultness of development in depth currently, and carry out to 
analyze abroad environment audits achievement and draw lessons. Our country looks 
for the best point of penetration and takes necessary supporting measures to put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 into practice.  

The paper is comply with macroscopic and microcosmic view, set mainly two 
aspect 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 make clear the relationship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 and Environment Audits, Performance Audit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suit the existent defect and limitation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he key elements 
points out,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 and society will carry out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future, each of them has his strong point. The CPA will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s. Soci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s system will have many dimensions degree to get environment 
achievement, and will make active contribution to “Build Ecologic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tivity；Environmental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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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环境绩效审计的兴起 

环境破坏带来的问题层出不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早在 1969 年，

美国环境保护署所公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案《关于推动产业界采用系统化环境影

响评估程序》中就有许多环境绩效评估应用的说明①。此后，美国环境保护署又

据此发展出了许多不同的环境影响评估模式。20 世纪 70 年代初，许多西方国家

的政府广泛推行各种环境标准，同时对超标排放和违反环境法规行为的处罚越来

越严厉。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私营公司从应对环境管理风险需要出发，试图改善

企业与政府的公共关系，自发进行了一种环境检查和评价活动——环境审计②。 

进入 80 年代，环境审计扩展到了欧洲。国际总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以下简称 ICC）于 1989 年 6 月在巴黎召开了环境审计会议，提高了

工业界对环境审计的认识，此时许多发达国家的企业都把环境审计作为企业内部

审计的重要内容列入企业年度审计计划③。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

的国际组织开始重视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1987 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

发展委员会出版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④，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

描述为：“满足目前需要，且没有损害后代满足他们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

这一理念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联系起来，为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普遍接

受。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环境进行有效地管理，而环境管理责任是由政府部

门和企事业单位具体承担的，它们履行环境管理责任的情况如何，需要政府的监

督检查、企业的自我反省和注册会计师的独立鉴证。因此，环境审计将在更高层

次上承担着环境管理责任，它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 

到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先进国家已经完成传统审计向绩效审计为中心的转

变。这时，环境问题（属于可持续发展的范畴）也成为绩效审计关注的内容之一，

                                             
① 刘永祥，宋轶君.国内外环境绩效审计评价研究现状及启示.市场论坛[J].2006，2：8. 
② 国内外的学者和审计人员从不同角度对环境审计给出了繁多的定义，至今尚未有统一的定论。本文的环

境审计定义采用“管理工具论”的观点，认为环境审计属于企业管理、环境管理系统的一个环节。 
③ 丹尼斯•德萨特斯.环境审计—90 年代的挑战[M].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全体大会报告.1992，6. 
④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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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审计开始注重评价被审计单位的环境质量和环境责任，从而确保与环境相关

的效益指标能够公允地反映被审计单位环境管理责任的履行情况，确保环境项目

能够经济、效益和有效地进行。这样，企业在环境监管中找到了一个能对环境经

济活动进行检查和监督的、持续有效的管理工具——环境绩效审计。 

1.1.2 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的必要性 

随着政府环保法规要求不断升级，环境违法违规的处罚越来越重，迫使公司

必须采取积极措施缓解环境风险。同时，为迎合消费者偏好绿色产品的心理，为

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必须寻找一种有

效管理手段对生产过程和相关过程中的环境影响进行控制，对环境保护措施的经

济效果和环境改善效果进行综合评价。环境绩效审计正是这个有效的管理工具，

将环境绩效审计作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涉及企业的技术改造、产品

创新能力，而且覆盖到企业的生产、储存、营销等各个方面，这样不但能够降低

生产成本和环境成本，还能预防环境事故，避免环境事项引发的相关风险，改善

企业形象，使其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环境绩效审计不仅是企业寻求自身发展壮大的客观要求，也是一种社会关注

和政府行为。环境问题引起的外部经济性危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政府作为社会

公众代理人必然要履行相应的环境职责以维护其利益。环境管理构成了政府公共

受托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环境和改善环境成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环境绩效审计通过检查环境资源管理者的环境管理绩效水平，找出提高政府机构

环境管理效益的途径，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帮助政府机构不断挖掘潜力，从而

提高其整体管理效益。 

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环境绩效审计正处于传统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审计（财

务审计）阶段，并没有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绩效审计。随着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

关注，投资者、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及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迫切要求政府、企

业提供环境绩效信息和与环境有关的财务信息。从这个角度讲，环境绩效审计不

仅可以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产生企业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维护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产生社会效益。因此，有必要针对宏观和微观的环境管理系统确立一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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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的环境绩效审计体系，对环境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以确保政府和

企业在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关注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环境绩效审计作为鉴证、检查与评价政府和企业环境绩效问题的管理工具，

是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目前对我国对环境绩效审

计尚缺乏理论研究，这与实务上急需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相脱节。本文正是基于这

一问题展开讨论的。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文献回顾 

1. 环境绩效审计的发展 

如前文所述，环境绩效审计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才兴起的，它的原动力

来自于企业内部的环境风险管理。但是，真正推动环境绩效审计不断发展的力量

却不是企业自觉自愿的行为，而是一些权威国际组织的积极行动。进入 90 年代，

环境保护国际化格局的形成， 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以下简称 INCOSAI）、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和国际注册会计师联合会等国际组织积极倡导环境绩效审

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鼓励各成员国的 高审计机关联合开展环境绩效审计。 

1991 年 6 月，ICC 出版了《环境绩效审计导论》（Guide to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Auditing），书中全面概述了环境绩效审计的理论和实践。90 年代

后期，很少有国家只进行环境审计中的常规性审计，大多数国家的 高审计机关

都进行环境绩效审计，或合规性审计与绩效审计相结合。INCOSAI 从各国 高

审计机关现有职责权限出发来界定环境绩效审计，并以国际组织审计标准为基

础，为进行环境绩效审计的各国 高审计机关制定技术标准，提供指南和方法①。

美国证券交易所（SEC）要求高污染的企业每年精确报告环境绩效状况，投资者

将根据环境报告决定投资走向。 

目前，环境审计活动已经超越了经济活动的范围，进入了非赢利组织和公共

部门，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的国家已达 20 多个。美国、加

拿大和欧洲的许多企业都建立了正式的环境绩效审计计划，开展的项目已达到 1 

000 多个。不仅许多企业的内部审计机构自觉地对本企业的环保资金的投入效果

                                             
① 张彦军.我国环境审计准则问题思考[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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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周期性审计，而且国家审计部门也会经常性地选取重大环境项目进行绩效审

计。这些审计项目在帮助政府和企业加强自身内部环境管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2. 环境绩效审计的定义 

为评价企业面临的环境风险并计量环境影响的程度，国际商会（ICC）于 1991

年寻找到一种新的环境管理工具——环境绩效审计①，认为它是对与环境有关的

组织、管理和设备运行等进行系统地、有说服力地、周期性且客观地评价，并通

过环境管理和控制，监督和鉴证公司有关环境规范和管理方面的执行情况，来达

到保护环境的目标。1995 年 INCOSAI 在《开罗宣言》明确提出环境绩效审计是

审计组织依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对被审计单位在环境资源利用方面的经济性

（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效果性（Effectiveness）（简称“3E”②）

所进行的审计。随着审计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绩效审计的方法和手段不断

创新。2004 年，INCOSAI 工作小组要求更多的会计人员加入到环境绩效审计活

动中去，并对过去的审计目标进行调整，不仅要评估企业流程系统在管理环境风

险方面的业绩及对生产经营的影响，还要关注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整体的影响③。 

3. 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 

环境绩效审计与传统审计不同，审计工作任务不集中安排在年终，而是根据

审计资源情况，通过年度审计计划灵活地安排审计项目，不同的项目使用不同的

审计方法，基本程序是审计人员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和提出的实施方案，对被审计

单位或项目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④。INCOSAI 于 2001 年发布的《从环境视角执

行审计活动的指南》（Guidance on Conducting Audits Activities with A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中指出环境问题的绩效审计包括：确保与环境相关的

效益指数（包括在公共责任报告中）能够公允地反映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状况；确

                                             
①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An ICC Guide to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Auditing，ICC Publishing，
Paris，1991. 
② 经济性是指在适经济性是指在适当考虑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少获得或使用资源的成本（简而言之，少支

出）；效率性是指商品、服务和其他结果与其所用的资源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支出合理）；效果性是

指项目、计划或其他活动的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支出得当） 
③ INTOSAI Working Group on Environmental Auditing ，Environmental Auditing and the Role of the 
Accountancy Profession：A Literature Review，2004 
④ 蔡春.环境审计理论问题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九五”“211”课题研究报告，20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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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环境项目能够经济、效益和有效地执行① 。国外对环境绩效审计的认识采取了

更加广阔的视角，促使他们在环境绩效审计实践上不断突破。2004 年 INCOSAI

发布的《环境审计与常规性审计》(Environmental Audit and Regularity Auditing)

中，列示出环境绩效审计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政府执行环境法规情况的审计；

二是对政府环境项目的经济效益进行的审计；三是对政府其他项目的环境影响进

行审计；四是对环境管理系统的审计；五是对计划的环境政策和环境项目进行评

估②。 

4. 环境绩效审计准则 

通过对环境绩效审计定义和内容的回顾，我们了解到国际组织对环境绩效审

计的发展功不可没，尤其是在环境制度、指南及标准的规范和指导上，这使得职

业界积累的经验能够很好的应用到环境绩效审计实践中。国外关于环境绩效审计

标准主要有以下一些： 

1992 年英国标准协会制定了全球第一个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BS7750。1993 年

欧盟发布了另一套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环境管理及审核体系（EMAS）。与此

同时，世界企业持续发展委员会的环境专家正试图在清洁生产审计的基础上，找

到一个系统的方法来保证环境的持续改进，在该委员会的推动下，1995 年 6 月

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按照 ISO9000

质量标准和质量保证体系（QMS）以及 ISO10000“质量审计”的思想制定了

ISO14000 标准。为面临不同环境问题或要求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提供进行

环境绩效评价的较为可行的综合框架，并为指标的获取和加工计算提供了指南③。

其中， 重要的一个审查组织环境因素的工具就是 1999 年颁布的 ISO14031 环

境绩效评估标准，它实质上是一项“指导纲要”，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评

估指标进行修改。 

INTOSAI 在 1995 年第 15 界会议上专门讨论了环境审计。之后又分别发表

了《在国际环境协议审计方面合作的指南》和《从环境视角进行审计活动指南》，

被认为是对政府环境审计准则比较成熟的阐述，并且已经涉及到了绩效评价的内

                                             
① 高审计机关亚洲组织环境审计委员会. 高审计机关亚洲组织环境审计指南草案[J].审计研究资料，

2001：2. 
② INTOSAI Working Group on Environmental Auditing，Environmental Audit and Regularity Auditing，2004. 
③ 万玻.关于环境绩效审计若干问题的思考[J].特区经济，20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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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1999 年 11 月，INTOSAI 环境审计工作小组制定了《有关环境工作效益审计

指南》，环境审计开始从合法、合规性审计转向绩效审计，环境绩效审计自此走

向规范化道路①。 

1.2.2 国内文献回顾 

1. 环境绩效审计的定义 

关于环境绩效审计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看法。王德升、杨树滋（1997）

认为内部环境审计②是一种管理手段，它能积极地促进企业各项环境管理活动，

客观地检查企业环境政策的遵守情况，系统地评价企业有关环境保护的组织机

构、管理系统及程序方法③。然而绩效评价必须要遵循一定的标准，陈正兴（2001），

吴立群、王恩山（2005）认为环境绩效审计是对照一定的标准评定环境管理的现

状和潜力的一种审计活动④。即环境绩效审计是由独立审计机构或审计人员，依

照一定的标准，对被审单位或项目的环境管理活动进行综合系统的审查、分析，

对改善环境管理、提高环境管理绩效提出建议，评价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

生态循环和发展潜力的合理性、有效性，并对其效果与效率表示意见的行为⑤。

张文华和钱凤（2002）仅仅指出了环境绩效审计的总体目标是对政府部门的环境

管理责任和企业应承担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责任及他们的工作绩效进行审计⑥。

目前还没有学者从环境绩效审计动因的角度给出定义。 

2. 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 

明确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是开展环境绩效审计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但目前我

国学者对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是各有主张。李学柔、秦荣生（2002）从审计主体

的角度认为环境绩效审计包括政府环境政策绩效审计、政府环境项目效益审计和

企业环境绩效审计三部分⑦。刘力云(2005)将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细分为：评价

环境管理系统的充分性和有效性；确认企业在建设和生产经营活动中是否在保护

环境、防止和治理污染方面做出了努力，环保政策和措施是否有效；环保部门工

                                             
① 王如燕，丁日佳.环境绩效审计研究成果评价[J].中国物流与采购，2007（20）：16. 
② 环境审计 早出现在内部审计领域，北美、欧洲的许多企业内部审计部门都把环境审计作为一项重要的

审计内容列入审计，而笔者认为环境绩效审计正是环境审计的一个新的分支。 
③ 王德升，杨树滋.借鉴国际经验研究环境审计[J].审计研究，1997，（2）：9. 
④
 吴立群,王恩山.环境绩效审计有关问题初探[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05：24. 

⑤ 陈正兴.环境审计(第 1 版)[M].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27－28. 
⑥ 张文华,钱凤.我国环境审计初探[J].中国青年政治学报.2002：8. 
⑦ 李学柔，秦荣生.国际审计[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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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审查①。吴立群，王恩山（2005）描述的环境绩效

审计涵盖了立法——执行——评价——改进的全过程，包括评价环境法律、政策

和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工作效率审计、环境规划决策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评价和对环境投资项目的绩效审计②。 

3. 环境绩效审计的基本理论问题 

严格地说，我国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绩效审计理论研究是从经济效益审计

的角度开展的，而后才逐渐向环境领域拓展。从统计资料和有关文献可以了解到，

审计理论界侧重于引进和介绍国外环境绩效审计的理论与实务。此后，逐渐转向

对环境绩效审计的定义、职能、范围和方法等基本理论进行较为广阔的研究。因

此，笔者将参照审计学理论的框架将国内学者对环境绩效审计的研究成果和方法

做出以下归纳，主要涉及审计的目标、主体、客体等方面，以便为后文的进一步

分析做好准备。 

（1）环境绩效审计目标。学者们普遍认为环境绩效审计目标可分为总目标

和具体目标，总目标应伴随有一套具体目标，而具体目标因达到目标的计划要求

而定，总目标与国家的环境立法体系、政府绩效审计、企业绩效审计制度以及社

会的环保意识相联系。具体目标又划分为近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环境绩效审计

与咨询服务属于环境审计的中长期目标（包强③，1999）。除此之外，还有进一

步将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分为根本目标、具体目标和分项目标三个层次，其中根

本目标和具体目标与前一个观点基本一致，而分项目标则是对环境管理各步骤的

绩效情况进行审计评价，找出影响环境管理绩效的消极因素，提出建设性的审计

意见，从而促使环境管理工作的高效进行（吴立群、王恩山④ ，2005）。 

（2）环境绩效审计主体。学者们普遍赞成将环境绩效审计主体分为政府、

企业和社会审计组织这三类，但究竟哪一类起主导作用，意见不一。基于环境绩

效审计的分工协作论，内部审计机构和政府审计部门是环境绩效审计的主力军，

社会审计组织是环境绩效审计的后备军，三类审计组织相互分工、相互协作，共

                                             
① 刘力云.浅论环境审计[J].审计研究资料，2005：42. 
② 吴立群，王恩山.环境绩效审计有关问题初探[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05，10. 
③ 包强.论环境审计概念结构[J].审计与经济研究，1999. 
④ 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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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执行环境绩效审计业务（高方露、吴俊峰①，2000）；但环境审计起源于内部

审计，随着内部审计师慢慢地适应环境审计的需要，环境审计师与内部审计师的

角色将合二为一，所以环境审计应以内部审计为主导，而不是将政府审计、社会

审计和内部审计都作为主体，不分主次（王凤、屈咏梅② ，2006）；由于环境绩

效审计已经超越了特定的经济利益目的，加之公众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环境绩效

审计的主体已经从法律约束形成的狭义委托人转变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民间审计

应成为环境绩效审计的主力军（李永臣③，2007）。 

（3）环境绩效审计客体。政府环境管理将侧重于通过发挥环境经济政策资

金配置的功能以实现环境保护各项目标。目前我国环境审计主要以客观存在于政

府、企业组织中已发生或将要发生的环境保护资金收支及相关的经济活动为审计

对象，侧重资金使用的真实、合法性（毛金妹④，2006）。按照职责范围和权限

大小划分的，环境绩效审计的客体主要包括：内部制定环保政策和措施的企业及

具有环境影响的生产过程和经营过程；承担具体管理和监督职能的各级环保部

门；负责环保专项资金投入的财政部门以及其他涉及环境保护的部门（李笑天，

顾建新，陶荣庆⑤，2007）。 

（4）环境绩效审计准则。对于环境绩效审计准则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环境绩效审计内容涵盖广，使用对象多，应该有自己的准则，并

分别从一般准则、外勤工作准则和报告准则三个方面对完善我国环境绩效审计准

则提出建议（辛金国、刑小玲⑥2000，张立民⑦，1997）；而有的学者认为，环境

绩效审计与现行开展的财务审计所依据的准则没有大的差别。只是应在《审计

法》、《独立审计准则》、《国家审计准则》等法律法规中增加环境绩效审计方

面的内容（金基鹏⑧2002，刘力云⑨，1997）。 

                                             
① 高方露，吴俊峰.关于环境审计本质内容的研究[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0：29. 
② 王凤,屈咏梅.关于环境审计主体的再认识[J].安康师专学报，2006（4）：11. 
③ 李永臣.环境审计理论与实务研究[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46－47. 
④ 毛金妹.论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我国环境审计[J].商场现代化，2006（7）：13. 
⑤ 李笑天，顾建新，陶荣庆.绩效审计理念在环保资金审计中的运用[J].苏州审计，2007：15－16. 
⑥ 辛金国，刑小玲.试论环境报告审计[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2（7）. 
⑦ 张立民.审计准则与国际接轨问题再探[J].审计理论与实践，1997（7）. 
⑧ 金基鹏.环境审计研讨会结束时的发言[J].审计研究，2002（6）：26. 
⑨ 刘立云.借鉴国际经验研究环境审计[J].审计研究，1997（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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