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环境审计的几个问题探讨

陈汉文 池晓勃

环境审计
,

是一项 由审计部门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环境管理责任进行的鉴证活

动
。

人们对它的称谓不一
,

诸如
:

环境回顾
、

考查
、

调查
、

质量控制
、

环境评估和绿色

审计等
,

对其历史发展
、

理论基础及主要内容等方面的理解也相异
。

本文对此试作探

讨
,

旨在抛砖引玉
。

一
、

环境审计的历史发展

1 96 2 年
,

(寂静的春天 ) 一书的间世
,

使人们醒悟到保持一个充满生机的自然环境

的复杂性
。

从此
,

揭开了人们关注环境问题的序幕
。

作为社会控制机制之一的审计
,

亦

开始密切关注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环境管理责任
。

比如
,

美国审计总署在 19 6 9 年

就对水污染控制项目进行了审计
,

并在审计报告中指出
,

从建设的市政污水处理设施中

所获得的益处没有原先设想的那么大
,

因为许多设施建在排水道上
,

座落在附近的较大

的工业污染和市政污染户仍然将未经处理或未充分处理的废水倒入排水道里
,

拨款项目

的建设大多是在
“

轻率
”

的基础上进行管理
,

很少考虑通过具体的污水处理工厂而即刻

获得利益
,

也没有运用系统的方法来确定公共基金在帮助减少废水污染时用在何地最能

发挥作用
。

在之后的岁月里
,

随着工业化国家经济的极度萧条
,

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进入极度困

顿期
,

人们将注视的焦点放到了紧迫的经济问题上
,

即维持生活水准
、

收支平衡
、

失业

等
。

同时
,

人们对罗马俱乐部报告的悲观论提出质疑
,

认为
,

世界上充满着能源资源
、

加之节能和新能源的开发
,

能源价格下跌
。

此外
,

第主世界国家推行的绿色革命取得成

功
,

饥饿似乎成为过去
。

于是
,

人类增强了对付自然环境和资源耗竭的信心
,

认为环境

问题已经成为过去
。

反映在审计界
,

人们对环境审计的理论研究热情日渐消减
,

对环境

审计的实践探素亦有所回落
。

不过
,

在这一时期
,

人们并未放弃对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

位环境管理责任的关注
。

比如
,

1 97 6 年
,

在英国
, “

公益研究中心
”

就对阿文橡胶公司

进行了审计
,

在长达 10 万多字的报告中
,

批判性地检查了该公司对社会具有影响的各

个领域的活动
,

包括对当地环境的影响
。

当历史进入 80 年代
,

一系列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出现了
:

— 森林被大量砍伐
,

每年有 17 0 0 多万公顷的森林从地球上消失 ;

— 每年有 5 万多个物种灭绝 ;

— 每年有 82 亿吨污染性的二氧化碳被排入大气层
、

6 50 万吨垃圾被倒入海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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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陆地面积的 14/ 已经或正在沙漠化 ;

— 全球酸雨肆虐
,

大片耕地森林被毁
、

无数珍贵的文物古迹受到严重破坏 ;

— 温室效应加剧
、

地球升温
、

海平面上升
,

世界上许多沿海大城市面临被淹的危

险 ;

— 臭氧层耗竭
。

南极上空出现了大如美国国土
,

深如喜马拉雅山的巨大臭氧空

洞
,

这一趋势继续发展将使人类受到太阳紫外线的直接照射
,

后果不堪设想
。

地球告急 !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生态环境恶化的威胁
,

环境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

注的焦点
。

如何解决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的难题
。

环境问题的出现
,

意味着环境管理的开

始
。

于是
,

审计人员迅即加入到了环境管理大行动的行列
。

比如
,

在 1 9 8 1 年
,

美国审

计总署对新泽西含毒废料的处理情况进行了审计
,

并在审计报告中得出了
“

实施计划的

基金使用不当
”

的结论
。

又如
,

在 1 9 8 9 年
,

加拿大的丹尼斯
·

普瑞斯波尔提出应进行环

境审计
,

主要审查对 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维护情况
。

又如
,

在 1 9 92 年
,

加拿大审计长丹尼斯
·

德萨特斯就谈到
: “

近几年来
,

加拿大审计署被认为是环境审计的

大本营
。

这种观点来自于议会
、

环保组织
,

甚至智囊班子也建议审计署成为联邦政府工

作中的
`

环保看家狗 ”
。

再如
,

在 1 9 9 5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 日
,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

组织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第十五届大会
,

把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审计列为主要议

题
,

要求参加大会的各国最高审计机关就环境审计的重要性和意义
、

各国最高审计机关

在环境审计中的作用和责任以及环境审计中采用的技术和方法撰写论文并在大会召开时

进行讨论
,

会后发布了 《开罗宣言》
。

从上面的历史追溯中
,

我们不难发现
,

环境问题一经提出
,

审计人员就给予了密切

的关注
,

并且
,

随着环境问题的势态发展
,

审计人员一直在思谋对策
,

采取行动
,

运用

审计特有的方式方法
,

对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环境管理责任进行鉴证
,

促进环境的

改善
。

二
、

环境审计的理论墓础

环境审计
,

作为环境管理的现代方法之一
,

从表象上看
,

是应环境问题的严峻性而

出现的
。

从经济学的观点出发
,

管理之所以重要
,

之所以要对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

环境管理责任进行审计
,

原因在于
:

经济再生产过程和资源再生产过程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

经济再生产过程以自然

再生产过程为前提条件
,

而 自然再生产过程又受到经济再生产过程的影响
。

污染物的产

生和自然资源的消耗是经济与环境的结合部
,

环境具有一种对经济活动的承载能力
,

它

决定了在一定条件下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和提供的自然资源
。

如果排入环境污染物的

分布和 自然资源的消耗能与环境能力相协调
,

就能充分地利用环境的 自净能力与自然资

源的再生能力
,

达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

否则
,

就将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

因此
,

为了改善人类的经济福利而同时又不损害在可预见的将来必须依靠的生态系统
,

协调经

济与环境
、

社会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就需对环境进行管理
。

而环境管理责任
,

是由政

府部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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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需要第三者来鉴

证
,

这就是审计部门
。

审计部门对环境管理责任履行情况的鉴证工作
,

便是环境审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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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作为社会控制机制之一的审计
,

是在更高一个层次上承担着环境管理贵任
。

因

此
,

环境审计的直接 目标是对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履行环境管理责任的情况发表意

见
,

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既然促进社会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环境审计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点
,

那么
,

如何

理解可持续发展呢 ? 到 目前为止
,

至少存有以下看法
:

1
、

可持续发展是满足现有一代的需求而不损害将来几代人满足 自己需求的能力
。

这是世界发展和环境委员会 (W CE D ) 的报告 (我们共同的未来》 中所持的观点
。

其实

质是满足基本需求和考虑环境极限间题
。

2
、

可持续发展是维持几代人经济福利
。

皮尔斯 ( P ea
r e e

)
、

马肯达 ( M
a r k a n d y a

)

和 巴 比 ( B ar ib er ) 等认为
,

可持续发展是平衡一代人间公平性和几代人间公平性的间

题
,

后代应该得到由于现代经济行为所造成的环境损害的补偿
。

其实质是经济发展必须
`

限制在环境可承受极限内
,

不能使后一代由于现代的经济过速发展而饱受环境质量下降

的恶果
。

3
、

可持续发展是尽可能地保证人类的生存
。

罗根 ( R oe g en )
、

戴利 ( D己y ) 等认

为
,

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在尽可能长的人类生存时间内
,

保证最多人数的生活
,

达到目标

的途径是零人 口增长和对不可再生资源使用速度和人均消费的控制
。

这一观点的实质是

在人类经济与自然的关系中突出人的中心地位
,

控制人 口与经济的超常增长
。

4
、

可持续发展是维持生产和经济系统的恢复性
。

这是雷德克里夫特 ( R ed d ift ) 和

本森坦 ( B er n st ie n)
’

等人所持的观点
,

他们强调经济发展必然对环境有负影响
,

可持续

发展的目的在于寻求经济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
。

5
、

可持续发展是非经济概念
。

罗宾森 ( oR ih son n) 认为
,

可持续发展除了保护自

然环境的涵义以外
,

还有社会— 政治意义
,

也就是说
,

’

可持续发展是生态与社会—
政治系统和谐发展

。

尽管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理解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

但以下内容是其基本点
:
一

是强调人类经济行为应当与自然发展相协调
,

而不应凭借手中的技术和投资
,

采取耗竭

资源
、

’

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来追求发展 ; 二是强调当代人在追求目前发展有消费
的时候

,

应力求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的机会相平等
,

不能允许当代人一味地
、

片面地

为了追求一时的发展与消费
,

而毫不留情地剥夺后代人本应享有的同等的发展与消费的

机会
,

即实现代际平等
。

可见
,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

经济与环境协

调构成了它的主要内容
,

而环境审计是应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而生
,

是保证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手段
。

三
、

环境审计的主要内容

环境审计的对象是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环境管理责任
,

环境审计的内容则是环

境审计对象的具体化
。

一般来讲
,

我们可以将环境管理贵任具体化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

环保资金的使用情况
。

目前
,

通过世界银行
、

亚洲开发银行
、

全球环境基金和

政府双边合作等渠道引进了一些资金
,

用于环境保护项目
,

有的企业还接受政府财政拨

款
,

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等
,

审计部门应对这些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性及绩效性作出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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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环境审计

刘力云

环境问题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而存在和发展
。

环境审计是现代审计的一

个重要内容
。

在 1 99 5 年在开罗举行的最高审计机关国际会议上
,

它成为各国共同研讨

的主题
。

深入研究环境审计
,

不仅意义重大
,

而且迫在眉睫
。

本文就环境审计的背景基

础等一般间题略陈管见
,

请指正
。

一
、

环境审计的背景基础

1
、

人类同环境的关系

人类同环境的关系可以作两个最基本方面的概括
:

第一
,

人类是环境的产物
,

环境

计
,

通过审计
,

既监督此类资金是否得到合理合法的使用
,

又促进使用效率的提高
。

2
、

环保规章制度的合理性
。

迄今为止所出现的环境问题
,

基本上是由于人类社会

行为的失当造成的
。

而人类的社会行为由政府行为
、

市场行为和公众行为三者组成
,

在

这三者之中
,

政府行为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行为
。

因此
,

政府如何确定以及确定了什么样

的发展 目标
,

政府如何制定以及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去引导和管理市场行为
,

以及

政府用什么样的观念去教育公众和制定公众行为的准则等等就成为环境保护的关键
。

环

境保护规章制度是政府行为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

它们对市场行为和公众行为起着引导

和制约作用
,

同时反过来又规范着政府行为
。

因而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合理与否
,

直接影

响到环境质量的高低
,

体现着环境管理的水平
。

目前
,

我国共有 2 60 多部环境标准
,

审

计部门应对这些规章制度的恰当合理性作出客观的评价
,

提出改进意见
,

修正不足
,

增

强其严密性与科学性
。

3
、

环保政策的执行情况
。

应该说
,

就数量而言
,

目前的
一

环保政策已经不少
,

诸如

保护土地资源的政策
、

推行清洁生产的政策
、

加强能源的持续生产和利用的政策
、

保护

和合理利用资源的政策
、

治理污染的政策等等
。

但是
,

我国环境间题依然十分严重
,

`

比

如水域污染
、

大气污染
、

垃圾围城
、

乡镇企业的污染
、

生态破坏
、

资源短缺等
。

何以致

此
,

原因在于人们缺乏法制意识
,

环保政策在执行过程中
“

走形变样
” ,

执行乏力
。

因

而
,

有必要就环保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
,

促进有关政策的遵守与执行
。

4
、

废弃物处理
、

储放和排放情况
。

废气
、

废水和其他废弃物是环境污染的重要源

头
,

因此
,

应重点检查那些
“

三废
”

严重的企业
,

对废弃物实行系统的鉴定
、

检查和报

告
,

并实施跟踪审计
,

彻底扭转污染状况
。

5
、

特殊环境项 目
,

如审查产品是否对环境有害
、

企业防止污染措施是否有效等
。

(作者单位
:

厦门大学会计系 福建省审计科研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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