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会计在中国西部开发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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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中国政府对西部开发工作非常重视 ,这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建设。同时 ,不可否认西部开发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论文针对西部环境的现状提出了环境会计在中国西部开发中应用的可行性 ,在中国西部实施环
境会计 ,必将加快中国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的步伐 ,带动全国范围内环境会计的实施。
[关键词 ] 环境会计 ,中国西部开发 ,应用研究

西部大开发 ,面临西部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现实。从会计学的角度分析其恶化的原因及后果 ,对西部大
开发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 　我国西部环境现状分析
目前 ,中国西部工业化进程忽略了人口、经济的增长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 ,使之成为全国生

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 ,黄土高原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这值得在西部开发战略
的实施中认真反思和吸取教训。主要表现在 :

(一)人口的迅速增长。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 ,西部地区曾以人烟稀少 ,文化经济落后而著称。伴随着
西部工业化进程 ,人口增长过快 ,过度垦荒、放牧和生活用木材采伐对森林破坏极为严重。

(二)城市污染问题十分突出
①空气污染。据城市空气质量检测显示 ,在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中西北地区所占比重最大。②

废水污染。黄河目前平均每天要接纳污水约 500 万立方米 ,在素有“塞外江南”的宁夏段 ,氮、氧的平均值和
汞的平均值都严重超标。③固体物污染。乱堆乱放的各种垃圾 ,在雨流的淋滤冲刷作用下 ,垃圾中有毒物质
就会使地表体在上层和地下水运移而造成重污染。此外 ,工业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又直接和间接地对农产
品及动植物形成污染 ,其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三)化肥、农药、塑料、电池等工业产品对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这一问题属于全社会 ,在西部地区同样不可幸免。
(四)乡镇企业群成为另一组新兴污染源
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起步晚 ,基础差 ,绝大多数企业设备简陋、工艺落后、规模小、布局分散 ,几乎没

有保护环境的意识和措施 ,故对其污染的治理十分困难。
总之 ,随着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发展 ,工业污染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值得认真反思 ,以期在西部大开发过程

中引为前车之鉴。

二 　环境会计基本理论
(一)环境会计的产生。环境会计的产生 ,主要源于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 ,自然资源遭到极度开采 ,废弃

物质大量排放 ,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于是 ,一场以保护环境、保护地球为宗旨的环境保护运动由此
兴起。环境会计围绕着自然资源的耗费应如何补偿这一主题 ,力争对环境管理中各个层次的职责履行情况
做出确认、计量和报告 ,在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会计理论对整个会计要素的界定。所以 ,环境会计解决了传统
会计理论所不能解决的社会生态环境问题 ,这无疑是对传统会计的冲击。

(二)环境会计概念。环境会计是指以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环境资源耗费应如何补偿为中心而展开的会
计 ;换言之 ,是指主要以价值形式 ,对环境及其变化进行确认、计量、披露、分析、以及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便为
决策者提供环境信息的一种会计理论和方法。

(三)环境会计的确认和计量
1 环境会计的确认。由于环境因素的参与 ,使得环境会计必须对会计要素进行重新界定 ,从而超越了传

统会计所确认的范围。环境会计的确认是将涉及环境的经济业务作为会计要素加以正式记录并列入会计报
表的过程。

2 环境会计的计量。传统会计的计量是建立在以历史成本作为计价原则 ,经济事项都能用货币计量的
基础之上。而环境会计的计量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的计价上 ,这之中存在着许多无法用货币计量的经济事

是以更多的人赔钱为代价。对待虚拟商品 ,政府既要承认其对社会有利的一面 ,也要警惕有些虚拟商品欺骗
性 ,防止“财富幻觉”带来的欺骗性财富“泡沫”。对金融虚拟商品的发展 ,要恰当地把握金融泡沫的“度”,引
导投资者地投资热情。正如对待彩票 ,在加强政府的监督同时 ,有节制地发展开发一定的虚拟商品 ,有利于
社会发展 ,可以丰富人民的生活。
[参考文献 ] [1 ]张毅 ,李全伦 . 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产权解释.《世界经济》. 2002 年第 9 期。
[2 ]徐滇庆 ,于宗先 , 王金利.《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3 ]张曙光.《人的世界与世界的人 ———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追踪》.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4 ]成思危 ,《虚拟经济论丛》,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3 年。

·55·

《技术经济》　　　　　　　　　　　　　　第 5 期 (总第 209 期) 　　 　　　　　　　　　　　　2005 年



项 ,如 ,臭氧层等。因此 ,财务会计计量方法难以对环境会计诸要素进行计量。这就需要对环境会计的计量
方法特殊处理 ,实行以货币计量为主的多种计量单位并用原则。

(四)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
会计核算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 ,环境会计也不例外 ,财务报表的现状约束了环境会计

信息的充分揭示。在财务报表的基础上 ,进一步调整与完善环境会计报表就显得十分必要。较为可行的办
法是在传统会计报表的基础上 ,增添有关环境会计的核算资料 ,再辅之以报表附注、文字说明等 ,揭示企业基
本的环境会计信息。另外 ,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还可揭示环保措施对目前企业的资本支出和损益的影响以及
对未来的影响[1 ] 。

三 　中国西部实行环境会计可行性分析
环境会计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管理活动 ,在生态环境治理中 ,发挥了多种作用 :筹措治理资金、界定会计

主体、确认国家与治理公司产权、组织治理过程、核算治理工程成本、确定投资效益、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确认
并分配各方利益、核算生态资源流量、存量、核算生态成本、生态效益等 ,并还将在环境治理中进一步发展、完
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所以我认为 ,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 ,环境会计将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 ,人
民富裕、社会文明的西部 ,为再造出保护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屏障 ,做出重大贡献。

(一)环境会计实行的前提条件
环境会计的实行首先是建立起以生态资源、生态效益、生态成本及生态资源变动与经济效益变动的相关

性的评估指标体系和测定模型体系 ,并以此作为环境会计的计量及计量支持系统。例如 :一公顷一定品种、
一定高度、一定直径、一定密度、一定年限的林地对水的涵养力、土的保持力、造氧度、对废气的吸纳力到底能
值多少价值 ,上游的治理程度对下游平均利润的增长的相关性如何等 ,就必须有生态科学家与会计学家、生
态资源评估师、工程师的对话与合作。其次是建立起全国财政补偿体系和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以作为环境会
计的运行支持系统。环境资源是一个社会的公共品 ,理应由国家进行保护、维护。国家维护生态资源的财政
转移支付资金的来源 :一是对生态资源的直接耗费者收取生态资源耗用税 ,二是对生态资源的受益者收取生
态资源维护费等。而对于生态资源所在地农户则要为其创造新的生存手段 ,变靠开采资源谋生为靠建设生
态谋生[2 ] 。

(二)环境会计在西部开发中实施的建议
在中国西部实行环境会计 ,不能照抄照搬国外办法 ,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由简入繁 ,从易到难 ,先从明

确的易于掌握的科目入手 ,即先选择个别产品在部分企业、部门试行。建议环境会计的实施先从绿色食品、
用品入手 ,将环境资源直接用损益法计入成本 ,试行两笔账并行法 ,先以不计算环境资源成本原始账为准 ,以
环境会计账做参考。在取得切实可行的经验后 ,再不断修正完善 ,再逐步推行。

西部开发中对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在上交年度财务报表给上级主管机关的同时 ,还必须附上一
份环境会计报告 ,以监督企业履行环保义务。这份报告通过环境指标反映出该企业对能源、水及原材料的耗
用情况 ,以及在生产过程中 ,企业向大气、水、土壤等排放的污染物的类型和数量。此外还必须另附资料详细
叙述该企业已采取了哪些措施 ,还存在什么问题 ,将如何解决等等。比如可参照国外企业运用指标体系法制
成下表 ,使之构成环境报告的一部分 (如表所示) :

项 目 单 位 2003 年 2004 年 2004 年指标
自然资源的耗用

水 立方米 2191000 2326000 106

能量 十亿焦 1562000 1748000 112

原材料 吨 146541 161456 1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中排放物
废水 立方米 994000 945000

氮 吨 33 42

磷 吨 18 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值得注意的是”自然资源耗用”项目下有”2004 年指标”一栏 ,这一指标的含义是 :在消耗与 2003 年等量
资源的前提下 ,2004 年能生产出的产品量 (设 2003 年为 100) 。显然 ,这个指标可以从总体上反映出企业对
资源的利用是否合理 ,而其余项目如”水中排放物”则可反映出企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此外 ,推行环境会计 ,企业必须披露尽可能多的环境资源信息 ,政府部门必须对企业最低限度的披露做
出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同时 ,我认为环境会计顺利实行 ,必须以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公众行为的有机结合
为前提。

四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矛盾日益尖锐。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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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企业所得税会计与税法的差异及其协调对策
北京机械工业学院 　任立乾

[摘要 ]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调整工作是会计工作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涉及企业会计的工作效率和会计信息
质量。本文根据税法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要求 ,提出在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工作中 ,如何更好地协调两方面的
具体要求。从正确处理遵从税法与执行会计准则的关系 ;做好企业会计的核算及组织工作等方面入手 ,从而
解决好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工作中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 ] 企业所得税 ,企业会计 ,涉税业务 ,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制度 ,税法 ,会计信息质量

由于会计和税收的目的不同 ,必然造成二者在涉税问题的处理上会有差别 ,从原则上讲 ,会计进行业务
处理必须遵循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 ,而企业履行纳税义务必须遵循税法 ,这样必然会遇到企业会计业务
处理与税法要求不一致的问题 ,而企业在处理所得税的纳税业务时往往要依据会计的相关记录 ,按照税法的
要求进行必要的调整。作为企业会计 ,如何对这些差异进行调整处理 ,就成为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因
为如何做好企业纳税调整工作 ,关系到企业纳税申报是否真实并可验证 ;关系到是否有利于提高会计工作效
率 ;关系到企业接受纳税检查是否能提供有效的资料 ;关系到是否有利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审计工作等。如
何解决好会计与税法在企业所得税中的差异及其如何协调 ,就成为企业会计处理涉税实务工作中值得研究
和探讨的问题 ,本文仅就上述有关问题 ,提出一些个人的粗浅看法。

一、正确处理好遵从税法与执行会计准则的关系
在会计进行纳税调整和申报工作中绝大多数数据均来自会计记录 ,如何进行企业涉税业务的会计处理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选择会计政策 ,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考虑以较低的成本履行纳税义务 ,又要考虑如何
贯彻真实性、重要性和稳健性的会计原则。

1、对非重要的或会计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采取遵从税法原则处理
笔者认为 ,在企业很多涉税业务中有些从性质上讲 ,属于非重要且金额较小的涉税事项或会计制度中没

有明确规定的涉税事项 ,采取遵从税法的要求进行会计处理 ,在一定条件下不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
例如 ,关于会计差错更正 ,会计上将以前会计期间发生的影响损益的非重大会计差错直接记入发现当期

损益 ,而将以前会计期间发生的影响损益的重大会计差错记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 ,然而税法则要求这类
事项不论是否重大均作为该类事项的差错年度的损益 ,并按差错年度的标准计算缴纳所得税。其实这两种
事项并没有本质差别 ,为了提供会计纳税调整工作效率 ,并保持与税法一致 ,应一并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科目进行记录。再如 ,固定资产改良支出是记入固定资产价值 ,还是记入当期费用 ,税法中有明确的判断标
准和摊销标准 ;而会计上只有原则性规定 ,主要依靠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决定是记入固定资产价值 ,还是记
入当期费用。笔者认为 ,会计的这种判断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并且如果与税法要求不一致进行会计处理 ,
会影响多期的纳税调整工作。为此 ,按税法的要求进行会计处理既不违背会计原则 ,又可以避免由此带来的
纳税调整中的很多麻烦。另外 ,对于合同中没有规定受益年限和法律也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无形资产 ,其
摊销年限税法规定不少于 10 年 ,会计规定不应超过 10 年 ;税法规定 ,内资企业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预计残
值率在其原价的 5 %以内 ,由企业自行确定 ,由于情况特殊需要调整残值比例的应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而
会计上对此则没有明确规定 ;对于存货采用后进先出法计价 ,税法规定了“正在使用的存货实物流程应与后
进先出一致”的限制条件 ,而会计上则没有此规定等等。笔者认为 ,上述三种情况如果遵从税法处理会计业
务 ,期末不用进行纳税调整 ,否则就要进行纳税调整 ,特别是涉及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此类业务 ,如果进行
纳税调整 ,不但麻烦而且还会递延以后多个会计期间。针对前述几类事项 ,采取遵从税法原则处理有关的会
计业务 ,既可以减少纳税成本又不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

2、注意应付税款法与纳税影响会计法的选择和应用
我们知道 ,会计在企业所得税处理上有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两种方法 ,这种两种方法从特定角度看 ,

主要是在“时间性差异”对企业税后利润的影响上存在区别。纳税影响会计法又分为“递延法”和“债务法”,在所得
税率不变的情况下二者的处理结果一致 ,但在所得税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二者处理的结果则不完全一致。由于“递
延法”注重利润表 ,“债务法”注重资产负债表 ;在所得税率发生变化时 ,“债务法”需要对递延税款余额进行调整 ,计
算比较麻烦。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对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则没有差别 ,当然对投

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法规 ,强调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然而 ,我
国现有的会计理论和实践活动 ,不能反映监督资源损耗的环境成本 ,不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我认为 ,在中
国西部实施环境会计 ,必将加快中国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的步伐 ,带动全国范围内环境会计的实施。
[参考文献]
[1]向梅芳. 绿色会计报表刍议 ,财经理论与实践. 1998
[2]朱学义.我国环境会计初探 ,会计研究.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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