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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及制约因素分析 

—基于四川省上市公司的证据 

刘金彬 

【摘 要】社会需求是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根本动因。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不能满足利

益相关方经济决策的客观需要。剖析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制约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可为完善我国环境会计

信息披露制度和促进上市公司环境会计披露指明方向。扩大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的社会需求，加强环境会计理论

研究与信息披露实践探索，完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是促进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实现披露目标的

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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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激发了人们对企业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与政府监管有效性的讨论。上

市公司作为社会经济组织的典型代表，备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揭示其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履行情

况及其财务影响，为利益相关方评价其责任履行情况并进行经济决策提供依据，是解决我国当前严峻环境问题的必然要求。然

而，因环境会计及其信息披露自身的复杂性、社会文明程度差异、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规制的差异性及有效性等方面的原因，环

境会计及其信息披露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加强环境会计及其信息披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为完善我国上

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提供智力支持，促进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成为当前环境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肩负的

紧迫而艰巨的使命。 

二、文献综述 

1． 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依据与动因 

关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依据与动因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可持续发展理论、受托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
［1］

信号传递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
［2］

利益相关者理论、
［3］

决策有用论与信息租金理论、
［4］

外部压力、道德约束论与社会形象论
［5，

6］
及经营合法性或正当性论

［7］
等。另外，乔引花等( 2009) 通过信号发送模型发现，企业会因贝叶斯法则效应而充分披露环境

会计信息;
［8］

林俐 ( 2014) 认为，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驱动力是来自政府的压力;
［9］

何晶晶( 2011) 认为，社会

需求是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根本动因。
［10］

 

2． 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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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利 ( 1999) 及笔者均认为，环境会计的基本目标是对外提供有用的环境会计信息———反映其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并

为信息使用者科学决策服务。
［11］

朱小平等 ( 2012) 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目标分为基本目标和高级目标。其中，基本目标为向

信息使用者提供其考查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情况并进行决策相关的环境会计信息; 高级目标为帮助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和环境效

益。
［12］

 

3． 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 

孟凡利 ( 1999) 认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应包括环境问题的财务影响和环境绩效信息两部分。
［13］

笔者在 2013 提

出，在当前尚未破解环境会计核算瓶颈的情况下，上市公司至少应披露环境成本、环境负债等能可靠计量的环境会计信息，待

其他环境会计要素核算瓶颈突破后，再逐步充实环境会计信息。 

4． 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机制 

笔者认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机制包括披露机制和监管机制。其中，披露机制有自愿披露机制与强制披露机制两种，

监管机制有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两种。乔引花等( 2009) 提出，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适宜采用自愿披露机制。
［14］

林俐 ( 2014) 

等学者认为，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宜采用强制披露机制。
［15］ 

5． 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1) 企业内部因素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李晚金等 ( 2008) 、蒋麟凤 ( 2010) 、王亚男等 ( 2013)等研究

发现，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股权分散度、法人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董事会的规模与独立性、独立董事规模及股票期权计

划等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
［16～18］

而 Ingram ＆ Frazier ( 1980 ) 、 Freedman＆Jagg ( 1982 )、 蒋麟凤( 2010) 等

的研究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19～21］

李朝芳( 2012) 研究发现经历了组织机构变迁的企业更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环境会计信息。
［22］

张淑惠等 ( 2011) 、王小红与宋玉( 2014) 等研究发现，公司运营能力、成长能力、竞争优势、国际化程度、聘请高公信

力鉴证机构鉴证会计信息等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23，24］

 

(2) 企业外部因素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李朝芳 (2012) 、冷冰军 (2015) 等研究发现，行业性质与社会关注度、环保法律制度的实施、政府监管水平与执法程度

及企业所处地区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
［25，26］

而王璐 (2014) 、杨国英等 (2014) 等的研究结论却与此相反。
［27，28］

肖华等 (2008) 、王亚男等 (2013) 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受环境事件的影响，并与未来被卷入相似事故的可能性

等呈正相关关系。
［29，30］ 

综合上述，不难发现，不同学者即使采用实证研究等相同的研究方法也没能得出一致的结论，甚至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笔者认为，研究方法不是症结所在，观察问题的视角可能更为关键。因此，需要在后序的研究中对研究方法、研究方向与研究

视角等进行反思与创新，综合运用实证研究、归纳与演绎等多种方法探究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制约因素及其机理，切

中要害，并对症下药破解制约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难题，以促进我国 “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环

境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制约因素分析 

1． 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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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 

《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报告 ( 2014 年) 》显示: 2014 年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情况总体较 2013 年

度有所提高，进入发展阶段。其中，发布相关环境信息报告的公司数量占总数的 27. 10% ( 较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 ，披露

水平总体处于二星级水平，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国家级重点监控企业发布相关环境信息报告数量增幅较快，披露水平高于平均

水平 ( 2013 年比平均水平低了近 5 个百分点) ; 发布环境报告的公司环境责任信息评价水平最高，整体处于三星级水平，上

市公司对环境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与评级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内容的准确性、可比性和可读性仍

有待进一步提高; 环境信息经第三方审验比例较上年有所提高，但仍显不足 ( 宗雯，2016) 。
［31］

 

(2) 四川省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 

为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及其制约因素，笔者所在课题组开展了对四川省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情

况的调查研究。截止 2015 年底，四川省共有上市公司 91 家 ( 重污染行业 43 家，其他行业 48 家) 。我们主要通过样本公

司在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公布的 2014 年度财务报告、环境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报告和公司网站等途径收集其环境会

计信息。 

其一，四川省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取得的成绩。①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较高 ( 占 83. 52% ) ; ②部分样本

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较高。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 76 家公司中，有 56. 58% 的公司披露了 3 项以上的环境会计要素信

息，相对于其他企业 17. 1%
［32］

或 18. 52% 的披露比例，样本公司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比较高 ( 见表 1) 。 

 

其二，四川省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①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有 50. 55% 的公司没有披露或仅

披露了 1 ～ 2 项环境会计要素信息 ( 我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大型公司必然涉及排污费、环保设施建设与维护费、应缴

税费等至少涉及 3 项及以上环境会计要素信息) ( 见表 2) 。②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不高 ( 主要表现在披露内容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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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不公允、不规范 3 个方面) 。其中，有近 50% 的公司没有披露或较少披露环境会计信息; 多数企业存在选择性披露现象; 

所有样本公司都没有独立披露环境会计信息，而是在报表附注中零散的披露。③披露水平与质量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统计结果显示，重污染行业公司同时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与环境绩效信息的比例高达 95. 35% ，比非重污染公司高出近 27 个百

分点，重污染行业公司披露了 3 项以上环境会计信息的比例高达 62. 79% ，比非重污染公司高出近 30 个百分点，行业差异

显著。④不同环境会计要素相关信息披露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统计结果显示，样本公司中环境负债的披露比例最高为 71. 43% ，

环境损益的披露比例最低仅为 43. 96% ，两者差异明显。⑤多数公司没有按照规定的标准与要求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目前，规

范我国上市公司编报环境会计信息的标准主要有 《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等。但仅有 20. 

88% 的公司编报了环境报告、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水平较低，可以说是有 “法”不依。 

 

从整体上看，样本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是喜忧参半，既有取得的成绩，也有存在的问题。柴静认为，问题的呈现就

是希望，而且认识问题的深度决定解决问题的速度。
［33］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深刻剖析样本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取得成绩与存

在的问题，尤其要探究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制约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以对症下药，找到破解当前困境、促进我国

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良策。 

2． 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制约因素分析 

(1) 发展观念局限和社会需求不足是制约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根本因素 

习近平同志指出: “保护生态环境，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34］

在当前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观念已深入人心的背景

下，上市公司不充分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只能说明其承担生态环境保护并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责任缺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

了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 ( 2014) 》 的结论: 中国企业 300 强的社会责任发展水平 “起步低、发展快、水平仍较低”。
［35］

追根溯源，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企业的经济人观念和环境成本的外部性特征，导致绝大多数企业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与环

境会计信息披露责任的意愿不强; 二是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社会需求不足。欧美等国家比较盛行的绿色投资或道德投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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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我国尚未形成，与企业生存发展休戚相关的投资者、顾客等对环境会计信息的需求不足，导致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环境会计

信息的动力不足。因此，笔者认为，正是上述原因致使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缺失，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环

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与披露质量在被强制要求披露的重污染行业公司与自愿披露的其他公司之间在存在显著差异。 

(2) 理论研究滞后是制约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基本因素 

实践表明，环境会计理论研究滞后是环境会计确认、计量等核算瓶颈的根本原因，更是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无米之炊”、

我国环境会计准则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指南等质量标准及第三方鉴证的缺失的罪魁祸首，致使环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相关性

难以保证。
［36］

因此，我国环境会计理论研究滞后是制约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基本因素。 

(3) 法律制度建设滞后是制约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关键因素 

由于我国社会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不强，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我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

披露的法律制度建设长期没有得到应用重视。如我国直到 2008 年 5 月才实施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 试行) 》，要求重污染

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会计信息，而对其他公司则没有强制披露要求。我国大多数企业出于理性与经济性考虑，不会自愿增加

成本并主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
［37］

大多数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主要是出于对环境法规的遵守和执行。
［38］

同时，我国法律

制度建设滞后，一方面没有给予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足够的压力，另一方面没能为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提供规范和标

准，增加其披露成本的同时，也未为企业和社会提供统一的衡量标准并规范上市公司的披露行为。因此，我国法律制度建设滞

后是制约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关键因素。 

(4) 能力建设不足成为制约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 

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能力建设不足主要表现为 4 个方面: 一是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人员数量与能力不足，导致

其环境会计信息提供能力不足; 二是政府环保监管部门从业人员素质与物质条件保障不足而导致监管执法能力不足;三是上市

公司投资者、客户等利益相关方识别并利用环境会计信息进行经济决策的能力不足; 四是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等独立第三方开展

环境会计信息鉴证的能力不足。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能力建设不足，制约了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水

平与披露质量。 

(5) 披露机制不完善是制约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外部因素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机制包括披露机制与监管机制。其中，披露机制有自愿披露机制和强制披露机制两种。我国采用的是强

制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的披露机制----法律制度强制要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会计信息，而对其他公司采取鼓励披露的

自愿披露机制。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整体发展水平偏低，
［39］

自愿披露机制成为部分企业逃避披露责任的借口。环境会计信

息披露的监管机制包括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两方面。截止目前，我国既没有制定并实施完善的财税、金融政策优惠等相关的激

励机制，也没有制定与执行严厉的环保监管与违法处罚规制，更没有第三方独立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鉴证的社会监管机

制。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机制的缺陷，难以调动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也难以形成对不依

法披露环境会计信息违法行为的威慑力与高压态势，严重地制约了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6) 国际先进研究成果与成功实践经验借鉴的不足是制约我国环境会计及其信息披露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对国际先进研究成果与成功经验的借鉴不足主要表现为: 第一，缺乏对国际先进研究成果与成功经验系统学习与消化

吸收。我国学者对国际先进研究成果与成功经验的介绍较多，但缺乏对其进行系统地归纳与挖掘，消化吸收不足，创新甚少; 第

二，缺乏国际先进研究成果与成功经验的中国化。环境会计及其信息披露的发展及其实践应用，往往受所在国家、地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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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受到所在国家、地区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而我国在社会文化

与政治制度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许多在西方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方法与制度，往往不适于我国。因此，当前

这种囫囵吞枣式的学习、借鉴，制约了我国环境会计及其信息披露理论发展及其实践应用。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1． 研究结论 

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呈披露水平逐年提高、披露内容逐年丰富的趋势。同时，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受到发展观念局限和社会需求不足、理论研究与法律制度建设滞后、能力建设不足、披露机制不完善、国际先进研究成果与成

功实践经验借鉴不足等因素制约，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还存在披露总体状况较差，环境会计信息因缺乏理论指导与第三

方鉴证而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利益相关方决策需求等问题。 

2． 对策建议 

为扭转我国当前面临的严峻环境形势，2013 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用制度保护生

态环境”和 “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加强社会监督”等措施。
［40］

目前，如何借助国家 “四个全面” 战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

契机，通过完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法律制度，规范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行为，提高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发挥环境会

计信息在经济决策中的基础作用，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环境会计及其信息披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为此，笔者提出如下

对策建议: 

(1) 增强环保意识，增加对环境会计信息的社会需求 

如前文所述，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根本动因缘于利益相关方的社会需求。我国增强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增加对上市公

司环境会计信息的需求主要有以下两个途径: 一是通过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壮大上市公司投资者群体，扩大投资者，尤其是

道德投资者或绿色投资者、消费者等上市公司利益相关方对其环境会计信息的需求; 二是通过完善环保立法及环保法制教育、

对典型环境事件进行责任追究与媒体曝光等途径，增强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和生存环境危机感，引导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利益相关

方对企业环境活动及信息披露的关注，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面、立体的企业环境活动监督与环境会计信息需求网络，督促

企业将环境管理纳入企业管理系统，在节能减排等方面做出努力，并通过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来 “取信于民”。环境会计信息社

会需求的增加，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必将成为大势所趋。 

(2) 加强环境会计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探索，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提供指导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完善的披露制度，我国环境会计及其信息披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尚处于较

低水平。因此，我国在开展环境会计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探索方面，需要积极引进和吸收国际先进研究成果与其成功实践经验，

并紧密结合国情实现环境会计理论研究及其信息披露实践的中国化，成为撬动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支点，加强对

披露实践的指导，降低披露成本，促进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与质量的提高。 

(3) 完善法律制度，为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提供制度保障完善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在明确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

露责任主体地位的同时，更为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提供规范与质量标准，并降低其披露成本。完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法

律制度，我国可在吸收国际先进成果，借鉴成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为上

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提供制度保障，实现有法可依，并提高披露水平与披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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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机制 

为实现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目标，需要建立并完善以下机制: 

第一，建立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强制披露机制。环境问题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特征，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具有

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性，极易引发企业管理当局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甚至企业与政府之间及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寻租问题。
［41］

目前，我国社会环保意识不强且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完善，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机制还不成熟。因此，为确保上市公司环

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水平与披露质量，我国需要建立强制披露机制。 

第二，建立基于内生动力激励的披露机制。企业主动、全面并真实地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是提高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最

有效保障。因此，今后要充分利用好财税优惠等激励机制，通过激活企业内生动力，自觉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从根本上解决环

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与披露质量不高的问题。 

第三，基于声誉的经理人市场激励与约束机制。亚当·斯密 ( 1763) 认为，声誉是一种能保证契约顺利实施的重要机制，
［42］

而且是成本更低且比法律更有效的长效机制。
［43］

因此，今后应建立基于声誉评价的经理人市场激励与约束机制，引导上市公司

管理者自觉约束信息披露行为，保证披露质量。第四，建立基于法律的事后惩罚机制。继续发挥我国新环保法加大环境违法处

罚力度及环境违法民事赔偿与责任追究终身制惩罚机制作用，建立起包括环境违法约谈与信息通报制度在内的基于法律约束的

事后惩罚机制，督促上市公司自我约束披露行为，保证披露质量。 

(5) 建立并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审计鉴证制度 

建立并完善由政府审计机关和会计师事务所等独立第三方环境审计鉴证制度，通过审计鉴证机构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的合理性、合法性、全面性及真实性进行审查与鉴定，以提高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与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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