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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并强调要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企业作为自然资源的主要使用者和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理应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而内部审计作为公司治理

的手段之一，其审计范围也在随之扩大，并且可以通过审查与评价环境责任的

履行情况，来降低企业的违规风险和违规成本，并提出改进的建议，推动企业

可持续发展。但是由于我国还未建立完善的环境审计体系，内部审计缺乏相关

审计依据，并不能充分发挥其在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中的作用。 

本文在总结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理论和成果的基础上，对内部审计促进企业

环境责任履行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从风险预警、资源整合、问责管理和环境

法规执行情况四个方面来阐述内部审计在环境责任履行中的作用机理，将明确

环境责任内部审计目标、严格遵循审计依据、优化环境责任审计方法、精准把

握环境责任内部审计内容以及充分运用审计结果作为内部审计促进企业履行环

境责任的实现路径。最后以 T 集团为例，描述了 T 集团目前环境责任和内部审

计的现状，并找出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优化对策。通过运用文献

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案例企业进行研究，使其能够

进一步完善环境责任内部审计的制度和体系，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为类

似的企业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环境责任  内部审计  社会责任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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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 and silver mountains", and stressed that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s     

the main user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important subje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ar correspond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As one of the mean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scope of 

internal audit has also been expande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can be reviewed and evaluated to reduce    

the risk and cost of non-compliance,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However, because  China has not yet established a sound environmental 

audit system, internal audit lacks relevant audit basis and cannot give full 

play to its role in the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theories and 

achievement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internal audit to promote the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explains the role mechanism of internal audit in the    

performance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from four aspects: risk early 

warning,resource integration, accountability management and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T 集团内部审计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路径的研究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ccurately grasp the content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ternal audit, and make full use of audit      

results as a way   for internal audit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Finally, taking Group T as an example,  the 

current status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internal audit of   Group 

T is described,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are identified and 

further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Through the use of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case analysis metho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combined to study the case enterprises, so that they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system and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ternal audit,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similar enterprises.  

 

Keywords：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ternal  audit;  Social            

 responsibility;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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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资源已然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与此同时，

生态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破坏，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而我国也面临着同样的

困境，在早期我们的发展模式是“先污染，后治理”，但逐渐发现恢复治理的

速度远远赶不上污染的速度，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我国政府

也由此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来促进经济与生态二者之间的平衡发展，

更好的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消耗的主体，对环境也造成了很大的影

响，这是因为大多数的企业过于重视在经济效益方面的提升，缺乏对生态环境

的保护，导致我国的环境问题愈发严重，加剧了社会的矛盾。近年来，我国政

府通过各种方式来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也逐渐增

强，对企业所要承担的环境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机构、股东以及投资

者等也十分重视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因此企业更好的履行其相应的环境责任

也成为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企业在承

担环境责任方面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在 2014 年修订完善的环境保护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提出企业应该防止、减少对环境所造成的

污染以及对生态的破坏，并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的环境损害承担相应的责

任。随后《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森林

法》等针对环境保护的单行法相继出台，通过健全立法程序进一步推动企业环

境责任的履行。 

近年来我国在生态保护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效，但是环境问题仍然不容乐

观，在 2021 年中，我国生态环境部共下达了 13.28 万份环境行政处罚判决书，

大多都是与排放废水、固体废弃物及废气事件有关，由此可见部分企业并未充

分积极地履行相应的环境责任。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体系并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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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则是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意识较弱，并且尚未在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

环境责任监管体系，使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仍会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甚至会

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寻求发展，因此对企业自身的环境行为进行全面系统的监

督评价是必不可少的。 

内部审计作为企业治理中的重要工具，通过评估经营活动的合法合规性、

效率效果性以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等来提高组织价值，因此对企业承担的环境

责任进行内部审计势在必行。内部审计机构通过检查企业环境保护政策的落实

情况，经营过程中的环境行为是否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管理体系是否

健全，来监督评价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情况，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的环境成本，

加强企业“绿色发展”的理念，建立健全的环境管理体系，更好的完成环境保

护的目标，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将结合 T 公司内部审计的实际情况，

剖析其在环境责任履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由于环境污染严重，已经影响到公民的正常生活，我国政府提出了生态文

明建设的思想，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而企业

作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成员，理应承担相关的环保责任。对企业来说积极主动

地履行环境责任远达不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企业需要的是高效充分的环境责

任履行方式，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环境与经济二者的协调发展，而内部审计作

为企业管理中的增值工具，可以为企业高效履行环境责任提供一定的保障，但

我国对环境审计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内部审计人员在对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

进行审计时，缺乏充分完善的审计依据，影响了审计结果的质量。本文先是对

内部审计促进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研究，进一步得出内部审计

促进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实现路径，希望能为环境责任内部审计的发展提供新

的思路和想法。同时还通过对 T 集团环境责任的履行和内部审计现状进行分析，

针对现存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希望为其它类似的企业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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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意义 

近年来由于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也开

始成为评价一个企业好坏的标准，如果企业未按照环境法规来开展经营管理活

动，则会受到政府的处罚、投资方的撤资和市场占有率降低等后果。由此可见，

将环保理念融入到企业管理中来，已经成为必然的结果，而环境责任内部审计

则可以为其提供助力支撑，内部审计通过监督检查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

来评价其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来更好的推动企业环境责任

的履行，提高企业的组织价值，加快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 研究内容 

文章通过以下六部分来对内部审计推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路径展开研究： 

第一部分：绪论。在本章节中首先是对研究背景与意义进行阐述，然后对

环境责任、内部审计以及内部审计在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方面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展开分析，最后介绍了文章运用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的研究内容。 

第二部分：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在本章中主要是对环境责任的概念和内

容、内部审计定义、职能和作用进行了介绍，又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利益

相关者理论和企业声誉理论，为文章的后续内容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内部审计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理论分析。首先对内部审计

在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中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从风险预警、资源整合、问

责管理和环境法规执行四个方面来讨论内部审计在环境责任履行中的作用机理，

最后讨论其实现的路径。 

第四部分：T集团案例分析。首先介绍了 T集团的基本情况，然后分别描述

了企业环境责任和内部审计的履行现状，通过对现状进行分析来找出存在的问

题。 

第五部分：提出改进的建议。通过结合理论分析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

可实施性的优化措施。 

第六部分：结论。本部分基于前文的分析得出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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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本文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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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搜集国内外有关环境责任和内部审计的相关文献，并按照不同的研究内容

进行分类，展开阅读，在此过程中提取与本文写作有关联的内容展开深入分析，

为文章写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还对有关环保法规和国内外环境标准体

系等进行研究，丰富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为后文优化建议的提出提供一定的帮

助。 

（2）案例分析法 

以 T 集团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描述其环境责任和内部审计的现状来发

现其存在的问题，对问题展开深层次的分析，提出优化对策，并且由于 T 集团

属于重污染型企业，也是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不锈钢生产企业，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可以为其它类似的企业提供参考。 

1.3 文献综述 

1.3.1 国外研究现状 

（1）环境责任的相关研究 

第一，环境责任内涵的研究，20世纪 60年代环境责任这一概念在西方国家

兴起，并且与企业社会责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环境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

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维度，对于“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类型的企业在其履

行社会责任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 Elkington(1998)提出的“三重底

线”理论中，认为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应做到社会、经济以及

环境这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而且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均属于企业

社会责任的范畴。Enderle(2002)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

环境这三大方面。后来由于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环境保护也开始得到广泛

关注，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话题。ChangDS 等(2016)认为，在当前竞争激烈的

市场环境中，企业必须主动承担环境责任，这不仅是企业为实现目标需要采取

的手段，也是企业的一项义务。对于环境责任的概念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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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VanBuren(1995)认为，企业环境责任是指企业

在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能主动积极地解决相应问题，更好地履行环境责任，降低

环境成本，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运营和发展。Punte 等(2006)认为，提高企业

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是环境责任的重要内容之一。Williamson 等(2006)认为，

企业环境责任是指企业在不影响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将环境问题与企业的生产

经营活动结合起来，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CollinsG(2013)认为，企业环

境责任的概念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要增强其环境保护的意识，遵循法律法

规，做到合法合理的经营，并且要加大对环保资金的投入，同时还要加强节能

减排工作的落实，最大程度地避免对环境造成的污染。Qin 等(2019)认为，企

业环境责任就是牺牲部分经济利益来换取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ThomasA(2020)

认为，企业环境责任是指在追求经济发展和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还要注重对生

态环境的保护，不能因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对环境造成破坏。 

第二，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中，Qin 等(2019)认为，利益

相关者是影响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重要因素，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机构、股东、

投资者、社会公众以及员工等，并提出利益相关者施加的压力越大，企业就会

更加积极地履行环境责任。有学者则是从内部因素这一角度展开讨论，认为企

业的财务状况、公司治理、所有权结构等因素都会影响环境责任的履行。Han

和 Zheng(2016)认为，在中国国有制的企业会比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组织更

加积极充分地履行环境责任。Weber(2014)认为，国际化的大公司会实施更多的

环境保护行为，加强对环境管理体系的建设，目的是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提高

企业的经济利益。 

还有部分学者则是从外部因素这一角度进行了研究，Priyadarshini 和

Gupta(2003)认为，政府的监管能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为了

降低合规成本，企业会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加其合规性。Muhammad(2014)

认为，政府在出台一系列环保政策的同时也加大了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力度，

企业在外部压力下会更倾向于承担环境责任，并按照要求对环境信息进行披露。

Staccione 等(2019)和 Shah 等(2020)认为，由于社会媒介的关注，企业会主动

履行环境责任，并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通过媒体报道，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

象，从而增加企业的声誉，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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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影响的研究，在经济影响方面，Song 等(2017)

认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不一定能够在当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但是会在下

一期的经济绩效中有明显的提升。Sudha(2020)认为，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

之间呈现着正向关系，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可以提高其经济效益。但 Wu(2013)则

认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呈负相关的关系，而且企业披露的环

境信息越多，企业所暴露的不足就越多，经济绩效也会随之下降。 

在非经济影响方面，Walker 等(2014)认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不仅可以减

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其生产效率，也遵守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保证了经营管理

活动的合规性，避免因为受到环保处罚而增加其合规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企业的声誉。Liu 等(2021)认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

多的信息，有利益企业股票的流动，对企业的长期估值有正向的影响。Palmer

等(1995)认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受到环境处罚，在此过程

中企业势必要投入一定的资金，成本的增加会降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积极性。 

（2）内部审计的研究 

第一，对内部审计内涵的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的转变，在这过程中受托责任的产生促进了内部审计的出现与发展。在 1941 年

IIA 颁布的《内部审计职责说明书》中将内部审计视为一种独立的管理活动，

主要负责审查财务、出纳和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其它业务，当时内部审计的

发展并不成熟。1971 年，IIA 对内部审计的定义进行修改，内部审计开始从财

务审计向经营性审计转变，认为内部审计可以通过对衡量评价企业的经营管理

活动来提供一定的服务。  

2013 年 IIA 修印了《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框架》，认为内部审计应该站

在客观独立的角度，运用一系列规范的方法对企业内部的各类经营管理活动进

行审查与评价，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组织价值，帮助其实现制定的战略目标。 

第二，内部审计职能的研究，Burnaby 等(2011)认为，内部审计的职能应

该是将企业的文化与企业环境、企业创新、理解企业价值增值、改革企业的决

心这四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一定的影响。 William 

Kinney(2014)认为，内部审计的职能范围应该向咨询服务方面进行延伸。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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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ning 等(2017)认为，内部审计的职责既包括确保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合法

合规，还应体现在增加企业价值和增值这些方面。 

第三，有关内部审计作用的研究，Campbell(2006)认为，内部审计部门是

公司组织治理中的重要一员，有机会发挥更具战略性的作用，更好地定位其公

司在市场中的地位，以利用合规方面的重大投资，为股东和管理层提供真正的

价值。Daniela Petrascu 等(2012)认为，内部审计部门所提供的审计报告可以

为管理层在做出判断决策时提供有利信息，使其所作的决策更具科学性和合理

性。Allegrini.M 等(2013)认为，企业实施内部审计可以为其节约生产经营成

本，创造更多的利润，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更加有利。Dessalegn 等(2017)认为，

内部审计可以为企业的正常经营管理提供一定的保障，使得企业的组织结构更

加合理。 

（3）关于内部审计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方面的研究 

RonBlack(1993)认为，规模较大的公司通常会由内部审计机构来对环境行

为进行审计，主要包括财务、合规和绩效这三方面的内容。Sawyer 等(2003)认

为，内部审计需要参与到环境责任的活动中，在企业是否遵循环境法律法规以

及各种环保政策方面提供一定的帮助。Ackers(2008b)认为，在可持续发展的背

景下，内部审计的审核流程需要包括社会、环境和经济这三方面，并建立审计

的事后纠正措施和结果跟踪程序。这些程序应指明内部审计人员所提建议的责

任和机制，以便纠正所有发现的不足之处。MaryF 等(2015)认为，内部审计可

以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与政府所出台的环境政策与标准

进行比较。Ahmed Hussein(2016)认为，内部审计机构的职责范围包括对企业环

境组织管理活动进行系统全面客观的评价与鉴证。Fedele 和 Schor(2021)认为，

内部审计应拥有大部分必要的技能和经验来调查组织在环境管理方面的行为，

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更快更好的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1.3.2 国内研究现状 

（1）环境责任的相关研究 

第一，环境责任内涵的研究，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选择牺牲生态环境来

换取经济的发展，因此对环境责任的研究起步较晚，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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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开始对环境责任进行单独的研究。有学者指出企业环境责任是社会责任的一

部分，卢代富(2002)认为，企业应重视环境责任的履行，不能以牺牲环境资源

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而这也正是社会责任体系中的一部分。曲波(2013)

认为，企业环境责任是组成社会责任的重要部分，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

还要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张弛等(2020)认为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一

个维度，环境责任的概念就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清洁生产和预防污染的部分。

王德发等(2020)指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是承担社会责任不可或缺的条件，有利

于提高企业的自我价值。胡俊南(2021)在对重污染企业是否履行环境责任的研

究中指出，环境责任是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在环境保护方面所承担的社会责

任。 

还有学者从环境资源配置和法律的角度对环境责任的内涵进行了研究。魏

静(2009)提出，企业环境责任本质上是为了满足社会要求而改变其追求盈利的

单一目标。关阳(2012)认为，企业在履行环境责任时应该关注资源消耗与污染

物排放两方面的内容，遵守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政策法规，促进经济与环保之间

的协调发展。王宗婉等(2021)提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是指根据自身的发展条

件，为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行动。赵旭东(2021)

提出，企业环境责任是由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构成的，法律责任指企业在发展

过程负有遵守相关环境法律法规的义务，生产经营行为会受到法律的约束，如

果出现违反行为，则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道德责任是指虽然企业的行为会受到

相应的制约，但是企业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有一定的选择自由，若发生污染环

境的行为，会得到社会公众的讨论与谴责，损害企业的声誉，进而影响其经济

效益的提升。 

第二，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内部因素方面，张正勇等

(2013)和刘艳霞等(2020)提出，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的年龄、自信程度与环境责

任之间有着很大的关系，管理人员年龄越大，其责任感越强，越有意愿承担生

态环境保护的责任，但是管理人员越自信，就越是不能客观准确地评估企业所

面临的经营风险，会进一步抑制其环保投资。黄珺等(2012)和王丹等(2014)指

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与环境责任履行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董事会规模、管理

层的持股比例以及股权集中度都能增加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积极性。姜雨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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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认为，当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以及员工对履行环境责任的期望和要求越

高时，企业就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去承担环境责任。王云(2018)通过研究得出，

女性董事会正向影响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环境

水平。张琦等(2019)认为，企业高管在政府的履职经历能够提高履行环境责任

的积极性，增加企业在绿色环保方面的投入资金。曾国安(2021)等通过研究我

国重污染行业中的 172 家上市公司表明，企业环境责任的表现与财务表现呈正

相关关系，利润率和资产回报率越高其环境责任的表现越好。 

还有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外部因素展开研究，从政府监管角度来看，罗

开艳等(2020)认为，政府机构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有着示范带动的效应。包群

等(2013)对在 1990 年以来各地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了统计，并分析了其

对节能减排的作用，研究指出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立法数量并不能降低对当地环

境的污染水平，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监

管力度。梁平汉等(2014)认为，当一个地区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及官员的任职期

限趋于稳定状态时，容易出现官员与企业之间相互勾结的现象，从而导致环境

立法难以落实执行。姜英兵等(2019)和谢东明(2020)认为，政府越是严格落实

环境规制，企业所增加的环保支出就越多。李青原等(2020)提出，政府收取排

污费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技术的创新能力。赵阳等(2021)通过分析环保督察

的试点企业得出，我国的环保督察制度能够迫使企业主动合理地配置自然资源，

并运用清洁技术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提高企业的环境治理水平。但是也有学

者持不同的看法，崔广慧和姜英兵(2019)认为，新《环境保护法》的颁布并未

提高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积极性，但在政府严格的监管力度下其面临的环保压

力过大，由于没有充足的环保投入资金，企业只能被迫缩减生产规模进而降低

其经济利益。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赵阳等(2019)通过研究指出，投资者的关注与企业

环境治理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并能够提高企业对环境信息的披露程度。陈波等

(2019)指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环保行业也开

始具有长期的投资价值，并且部分投资者愿意购买低于平均收益的环保类的股

票及债券等，对绿色企业起着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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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体监督的角度来看，徐莉萍等(2018)提出，在媒体的关注下，企业为

追求合法性的声誉会努力守住环境责任的底线，为实现前瞻型的环境战略做出

更多的努力，进而提高环境绩效。潘孝珍等(2019)认为，媒体报道也是监督企

业环保行为的重要途径，可以推动企业和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及时治理。 

从社会公众的角度来看，赵黎明等(2018)认为，公众参与到环保活动中来，

能够减少政府在环保方面所投入的成本，使得环保政策更加科学合理。史丹等

(2019)认为，社会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能够正向影响环境的治理水平。

李欣等(2022)提出社会公众在环境方面的诉求能够极大地促进企业污染物排放

的治理效果。 

第三，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影响的研究，从经济角度来看，朱清香等(2020)

认为，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与财务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刘颖然等(2020)通过对 A 股上市公司实证分析得出，企业环境责任能够直

接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并且这种关系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单令彬等(2021)认

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可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促

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吴思思(2015)认为，企业

的环境责任与财务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王欣等(2010)提出，企业的环

境责任对财务绩效无任何影响，二者之间无相关关系。 

在非经济的角度中，黎文靖等(2015)认为，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有利于吸引

投资者的注意，获得资金等的支持。曾珍香等(2017)认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

能够为企业树立正面的形象，提高企业声誉。熊国保等(2020)提出，从长远来

看，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可以得到相关利益者的认可与支持，提高企业的绿色创

新能力。 

（2）内部审计的相关研究 

第一，内部审计内涵的研究，我国内部审计师协会将国外有关内部审计的

理论研究与国内的实际发展状况相结合，在 2013 年修订的审计准则中，将内部

审计定义为是一项可以为企业增加价值并完善企业治理的独立、客观的确认和

咨询活动。崔明深(2018)认为内部审计可以通过监督和评价企业经营管理和风

险管理的活动来为企业提供相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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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内部审计职能的研究，在有关内部审计职能的研究中，敬文举(2011)

认为，内部审计需要将企业所存在的问题向董事会和管理层报告，因此内部审

计职能在监督评价的基础上，还要向风险管理及公司经营战略等方面延伸。陆

辉(2018)认为，内部审计职能已经开始由管理控制向治理转变。张庆龙等(2020)

认为，在信息建设化的背景下，企业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面临的问题也逐渐

增多，内部审计的工作范围也随之拓宽，审计职能也从价值守护者向价值增加

者转变。 

第三，内部审计作用的研究，刘彦雪(2017)认为，企业进行内部审计能够

改善信息的不对称性，优化公司内部的治理环境。奚建宏(2019)提出，内部审

计要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评价与监督，因此可以降低企业出现风险的几

率。 

（3）关于内部审计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方面的研究 

陈正兴(2001)提出，环境审计主体应由政府机关、社会机构和内部审计机

构组成。在环境内部审计的过程中，内部审计人员要对环境管理组织机构、体

系及程序进行监督评价，看其环境政策的执行情况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帮助企

业实现经营管理的目标。 

孙岩等(2005)认为，企业内部审计机构通过将企业环境行为与政府机构规

定的环境法规来进行比较，审查评价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是否符合规定，

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的发展。 

毛洪涛(2009)在对环境审计目标的研究中提出，内部环境审计的目标侧重

于监督评价企业环境行为的合法合规性，以及环境管理体系是否健全有效。 

李晓星等(2018)认为，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企业为谋求长远发展需要

将环境审计融入到管理经营活动中来，并定期出具环境审计报告。 

李聪怡等(2020)指出，内部审计部门在对企业履行的环境责任进行监督评

价时，能够发现其在环境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建议。 

潘兴蔚(2020)提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之一，在环保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企业也应该建立健全的环保体系，将环保理念融入到日常的经营活动中

来，因此对环境责任进行内部审计是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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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璎波(2020)认为，对环境责任进行内部审计对企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提

供对环保活动的鉴证评价服务，发现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明确各层级的责任，

有助环境管理系统的完善。 

1.3.3 文献述评 

在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有关环境责任和内部审计的研究较多，

且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大都相同，都认为环境责任是社会责任的一个维度，影响

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因素包括政府机构、投资者以及公司股东等一切内外部的

利益相关者，并且认为内部审计作为有效的管理工具，可以通过发挥其职能作

用来增加组织的价值，减少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出现的风险。而涉及到内部

审计在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方面的研究较少，与国外相比，我国对环境审计的研

究起步较晚，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还集中在政府审计上，导致内部审计在环境

责任履行中存在职能定位不准确、审计内容比较单一以及缺少审计依据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环境责任内部审计的效率和审计结果的质量，因此如何

解决上述问题已成为目前研究的重点。 

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对当下的研究现状和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首先说明

了内部审计在环境责任履行当中的必要性，以此来提高企业的重视程度，其次

在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这两方面进行了讨论，为内部审计如何在环境责任中发

挥其职能作用提出建议，更好的推动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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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环境责任 

（1）环境责任的内涵 

企业的环境责任通常会被认为是社会责任中的一部分，在企业的经营管理

过程中，若是对环境污染进行预防治理就会被认为是在履行环境责任。企业在

实现经济利益增长的过程中，还需要严格遵守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制定的一系

列规定，积极主动地实施环境保护的措施，节约使用企业拥有的资源，降低各

项污染物的排放，对破坏和污染的部分进行保护与治理，所以说，企业履行环

境责任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其实是要达到环境、社会与经济这三者之间的协调

发展。 

（2）企业环境责任的内容 

企业的环境责任主要包括预防和治理这两个方面。在预防方面，企业管理

层应该对环境责任加以重视，并将其纳入到战略管理当中来，同时还要在内部

开展有关的宣传活动，加强企业员工的环保意识，尽可能地遵守环境法规，避

免环境污染问题的发生，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应该使用标准的环保设备和绿色

的包装材料，将生产绿色产品作为其阶段性的目标，减少环境污染的排放和环

境资源的消耗。在治理方面，若发生环境污染事件，企业应该在第一时间采取

紧急的应对措施，最大程度地恢复环境本来的样貌，对短时间内无法恢复的部

分予以补偿，并将此次污染事件及时对外进行披露。 

2.1.2 内部审计 

（1）内部审计的含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由于经营权和

所有权的分离审计随之产生，内部审计也成为企业治理的重要手段。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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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和环境中内部审计的含义也有所不同，总体来讲内部审计是组织内部

的一项独立的管理活动，由审计人员运用一定的审计程序和方法对企业运营中

的各项业务进行审查和评价，以此来提高组织的经营效率并实现其组织目标。 

（2）内部审计的范围 

内部审计涵盖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的各个方面，主要是对财务收支活动、企

业的经济效益以及管理人员的经济责任等内容进行审计，并且要将内部审计贯

穿于经营管理活动的事前、事中和事后，不应只对企业的内部控制、管理活动

和风险管理等进行评价，还要据此给出相应的建议，以此来促进企业的发展。 

（3）内部审计的职能 

内部审计的职能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目的是为了在不

同发展阶段依旧能够提升企业的价值，以下将其职能划分为四个方面来进行讨

论。 

监督职能，主要是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等

进行审查，看其是否真实并且合法合规，从而使得受托经济责任能够得到更好

的履行，是内部审计最基础的职能。随着经济活动复杂性的提高，企业内部审

计的监督机制也应随之改变并逐步完善，进一步提高企业价值。 

评价鉴证职能，评价职能是指内部审计机构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以及内部

控制等的完整性进行判断，并确定其是否符合相应的标准以及达到预期的目标，

随后提出改进的建议。鉴证职能要求内部审计机构独立客观的对企业经营活动

和相关财务以及非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性进行鉴定，并将结论呈现在书面报告

上。 

咨询职能是指审计人员针对在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凭

借其自身的专业胜任能力来提出改进的建议，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决策的依据，

提升企业的价值。 

协调服务职能，协调职能是指内部审计机构对内负责将企业的发展战略、

计划及各部门的职责分工进行协调，对外与其他监管机构沟通协调，内外结合

提高监管的效率和效果。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内部审计机构不再是单纯的

向上层汇报结果，向各部门传达管理层分配的任务，而是在通过审查评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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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帮助管理层做出更加科学的决策，制定更加可行的方

案，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4）内部审计的作用 

由于内部审计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因此其在事前、事中、事后

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内部审计部门对企业的各项经营管理活动进行评价和监

督，看其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有关章程，并且需要找出所存在的问题，

及时提醒并加以纠正，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同时还要对各项计划方案的落实

情况进行监督，改进工作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尽可能的减少企业在经营过程

中所产生的各项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内部审计部门还会对企业的资产进行定

期与不定期的盘查，以保证资产的完整性，更好地维护企业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因此内部审计机构独立客观地评价与鉴证，能为企业的发展起到积极地促进作

用。 

2.2 理论基础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是随着环境的日益恶化，我们的正

常生活也受到影响，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也随之被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指在满

足当代人正常生活的基础上，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还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企业是推动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关键主体，企业运用自然资源来为其创造经

济利益，但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尤其是像钢铁企业这类重污

染行业，企业的生产过程也需要向绿色环保的方向转变，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达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进一步提高企业的价值，所以说可持续发展理论

是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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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推翻了股东利益至上的观点，认为企业在发展的过程要考

虑多方主体的利益，包括股东、债权人、政府、消费者以及社会公众等，这些

利益相关者直接或者间接地对企业的管理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有的直接参与

企业的生产经营或为企业承担相应的风险，有的则是对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督管

理，因此企业要想更好的发展，就要满足多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且从新的

角度为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

企业在环境方面的问题也受到极大的关注，如果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及时

披露环境信息，使利益相关者更加了解企业的状况，就会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

好的关系，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从而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以及

财务绩效，吸引更多投资者的青睐，有助于提升企业的长期价值，使得企业能

够更好的发展。 

2.2.3 企业声誉理论 

企业声誉是指外部人员对企业各项行为和结果的评价与总结，也是判断和

衡量企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性指标，企业声誉的提高可以为其树立良好的形

象，从而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定的优势，例如

销售额的提高或是市场份额的增加，因而企业声誉也可以作为一项无形资产，

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和价值。 

企业积极主动地承担环境责任有助于声誉的提高，而声誉所带来的价值包

涵了多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吸引到更多财务投资和更优秀的人力资本，以及

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并能够提高企业的议价能力，因此企业会更加注重经

营活动的合法合规性，企业声誉理论则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提供了理论的支持，

以促使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应对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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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部审计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理论分析 

3.1 内部审计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必要性分析  

3.1.1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为达到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我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对

企业在环境责任方面的履行提出更高的要求，企业不仅要遵守与环境保护相关

的法律法规，还要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到企业内部管理体系中，如果企业环

境责任履行不到位，则会面临罚款和停业整顿等处罚。但现在大多数企业为避

免处罚，只是一味地通过投入资金来实现环保目的，不进行自我监督与纠正，

导致企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所以说内部审计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情况进行

监督评价已然变得非常重要。 

3.1.2 内部审计的必然分支 

目前我国环境责任审计的主体仍然是国家审计机关，但是审计范围过大，

而政府审计力量不足，势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也无法对所

有企业的环境责任进行全方位的审计，并且内部审计能够更加及时和有针对性

的开展审计工作，因此企业内部审计机构成为环境审计的另一个主体也是必然

的发展。 

3.1.3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体现 

环境资源作为社会资源的一部分，是人类生活赖以生存的条件。企业在赚

取利润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企业在使用环境资

源的过程，还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环境责任。而且如果企业不履行环境责任，将

会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讨论，会给企业带来潜在的损失。

迫于社会压力和潜在的损失，企业不仅要实施环保活动，还应对环境责任进行

审计，监督与评价自身环境管理状况，向社会公众披露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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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信息的需求，进而降低企业的违规风险，更好地承

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3.2 内部审计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作用机理 

企业内部审计通过发挥监督、咨询、评价和协调服务的职能，为企业在风

险预警、资源整合、问责管理和环境法规执行这四个方面提供服务，在此过程

中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建议，来推动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 

3.2.1 风险预警方面 

内部审计通过为风险预警提供评价和咨询服务，来减少企业环境风险发生

的几率。企业的环境风险是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风险这两部分构成的，自然

环境风险来源于企业自身污染行为所造成的相关处罚处分等，社会环境风险源

自法律政策和政治等方面的变化，是企业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环境风险是

难以预测的，企业并不能准确辨别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对利益相关者所造成

的损害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必须要建立环境风

险预警机制，达到环境风险最小化的目的，而内部审计作为提升组织价值的一

种有效管理工具，可以为企业风险预警提供一定的助力。 

首先，内部审计人员会对环境事项中存在的风险源进行识别，充分了解企

业所面临的各项风险，分析风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据此对所识别的风险点进

行风险等级划分，分为企业可以忽略或是可以接受的较低风险、需要在一定期

限内对其进行整改控制的一般风险、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按照要求整改后方可开

展相应工作的较大风险和企业要立刻停工整改不可接受的重大风险。 

其次，根据已经识别的风险点来对企业所设计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进行评

价，审查重要的风险点是否在指标体系中存在，包括但不限于污染物排放达标

率和危险化学物处置合格率，报警阈值的设置是否符合规定的标准，以此来判

断企业环境风险预警模型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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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内部审计人员要客观评价环境风险预警机制在风险防范中发挥的作

用，若效果良好即可继续实施，反之则要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来协助企业完善

风险预警机制。                                          

3.2.2 资源整合方面 

内部审计通过为资源整合提供评价和咨询服务，来促进企业环保效益的提

升。企业环保效益的提升主要是从成本节约、效率效果提高以及环境改善三个

方面进行，但目前我国企业还只停留在环境改善的提升这一阶段，在其余两方

面仍未取得显著效果，主要是因为企业管理层还未意识到资源整合在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性，只是一味地投入资金来达到政府规定的环保要求，而对企业资源

进行有效整合已然成为当下的重要工作。企业资源包括可以为其带来利益的所

有事项，而且内部审计能够在企业的各环节发挥其职能作用，准确充分地了解

企业所拥有的相关资源，为协助企业开展资源整合工作提供服务。 

（1）监督企业资源使用情况 

避免资源浪费和提高资源利用率是实现资源整合的前提，因此内部审计应

对企业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环保资金是企业在环境责任履行

过程中一项重要的资源，内部审计人员要审查资金来源的真实合法性，是否被

合理运用，有无挤占和挪用该项资金的行为，并检查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资源

是否得到充分利用，有无浪费的情况，这都是企业资源整合的前提。 

（2）评价企业资源配置效果 

企业资源的投入不仅要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还应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内部审计人员首先要将企业投入的资源成本进行核算，包括环境治理成本、

处罚成本和其它隐性的成本等内容，再通过特定的审计方法来计算企业资源所

带来的经济效益，将二者之间进行对比，看是否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同时还

要评价资源配置是否提升了企业声誉、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肯定和有无达到节能

减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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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问责管理方面 

内部审计通过为问责管理提供评价和咨询服务，来确保环境责任是否落实

到位，得以充分履行。在环境责任履行过程中，企业各个部门和职工都是责任

的承担者，当某个经营管理环节发生问题后，对该环节上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要

进行责任追究，做出相应处罚。但不可避免的是，在问责过程中仍会出现“蒙

混过关”的事情，此时内部审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内部审计人员通过检查相关文件制度来评价企业问责管理制度是否合理，

对不合理的部分提出改进建议，进一步完善企业的问责管理制度，加强企业的

环境治理水平。并将年度内发生的环境问题进行汇总，与企业做出的相应处罚

一一对照，来评价企业处罚是否合理，有无发生遗漏或是包庇行为，随时监督

各部门和各层级的环境行为，对存在的问题随时整改，还需要对离任领导在任

期间有关环境责任履行的情况进行客观评价来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通过上述

审计工作来切实保障企业环境责任的充分履行。 

3.2.4 环境法规执行方面 

内部审计通过为环境法规执行提供监督、评价和协调服务，来保障企业环

境责任活动的合法合规性。企业在经营活动的中的一切环境行为都会受到环境

法规的约束，如若发生污染环境的事件，不仅会受到政府的责罚，还会影响企

业声誉，降低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心和支持，阻碍企业的经营发展。 

因此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但这也对内部审计

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审计人员应熟知企业需要遵守的各项环境法律法规及政

策制度，来评价企业制定的环境管理制度是否合理有效，污染物排放、废弃物

处置和噪声污染等一系列与环境相关行为是否符合规定，监督企业各项生产经

营活动，及时发现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并督促各部门负责人尽快整改，

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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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内部审计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实现路径 

3.3.1 明确环境责任内部审计目标 

企业内部审计目标是指导审计工作的指南，分为总体审计目标和具体审计

目标，二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具体目标为总体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总体

目标则是与企业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总体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提高组织价值

的基础上，具体目标包括保障财务报表的合法性和公允性，维护资产安全，保

障经营管理活动的合法合规性和效益效率性。但是在我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后，

开始要求企业承担相应的环保责任，这意味着内部审计部门需要对企业环境责

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计，此时内部审计的目标也随之发生变化。 

内部审计部门针对环境问题开展专项审计，其总体目标是为了保证企业能

够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更好的履行环境责任，规避环境管理的风险，使得经济和

生态环境能够协调发展。但在审计过程中需要分别对不同的内容进行审计，因

此具体审计目标也并不相同，环境财务审计的目标是检查企业环境资产、支出

和收益等财务信息的真实性与公允性，来确保环境财务责任得到全面的履行。

环境合规审计的主要目标是监督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的所有环境行为是否与环境

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度相一致，是否存在环境污染的问题，保证经营的合

法合规性。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是审查评价环境管理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环

境成本和效益之间是否合理，对相关负责任人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查，

并提出改进建议。 

3.3.2 严格遵循环境责任内部审计依据 

环境责任内部审计依据是指内审人员在实施环境审计过程中所要参考的各

项准则、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因此严格遵循审计依据能够保障审计工作顺利

展开，并提高审计质量。 

（1）环境审计准则 

由于环境资源的特殊性，原有的部分会计和审计准则已不再适用，我国开

始对环境会计和环境审计进行研究，现阶段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环境会计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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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核算方面，由于与环境相关的经济活动较为复杂，缺乏对会计要素确认和

计量的统一标准，因此我国并未出台明确的与环境责任内部审计相关的准则，

这就要求内部审计人员参照其它审计准则来开展审计工作。 

审计人员可以参照审计准则 1631 号，该部分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审计工作中

对环境事项的考虑，该准则包括对环境事项实施风险评估程序、重大错报风险

审计程序和出具审计报告时的考虑。在审计过程中也可以参考信息披露的格式

准则，该准则要求企业披露环保税的缴纳信息、污染物排放治理相关信息、危

险废物和固体废物产生处置信息、与环保有关的投融资信息、环境违法和应急

信息等内容，来确定与环境责任相关的被审计事项。 

（2）环境法律法规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环保法规来明确企业应

该承担的环境责任。在 2001 年财政部出台的《企业会计制度》中，明确了环保

问题罚款方法和环保方式。2015 年，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提出企业应

该承担污染治理和其它环境问题的责任，规定了国家环境政策和环境保护方针、

原则及措施，成为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基本的指导性法律法规。还颁布了与

大气、水以及固体废物等有关的环保法律，对企业各方面的环境责任进行详细

阐述。 

（3）环境标准 

目前国际通行的环境标准管理体系是由国际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制定的

ISO14000 环境标准管理体系，目的是为了规划指导社会公众在各项活动中的违

法行为，减少污染并节约资源，使得经济得以健康发展。涵盖了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审查、环境标志、产品生产全过程分析等多个领域的焦点问题，适用于建

筑、运输、维修等多个行业。主要有环境方针、规划、实施与运行、检查与纠

正措施、管理评审五部分构成，在这五部分中又细分了 17 类要素，包括环境目

标指标、环境管理方案、评价体系、机构职责、运行控制、员工培训等内容，

与环境审核相关的标准如表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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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国际环境审核标准 

审核标准 具体内容 

ISO14010环境审核指南—通用原则 要求对环境审计报告进行披露 

ISO1401 环境管理审核—审核程序—环境管理

体系审核 

对具体审核程序做出规定，要求审核人员具

备一定的胜任能力 

ISO14012环境管理审核指南—环境管理审核员 阐述了审计人员应该遵守的职业道德、执业

纪律和相应的审计责任 

 

我国对环境保护提出预防为主的原则，与 ISO14001 体系管理过程的原则一

致，为我国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环境标准体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2015 年

我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我国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在经过多次修改完善后发布了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和使用指南 GB/T 24001-2016，

分别从国家、行业以及地方这三个层级来对标准进行分类，包括环境质量标准、

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基础标准、环境方法标准、环境标准物质标准、和环保

仪器设备标准六个方面，如表 3.2所示。 

 

表 3.2 我国环境审核标准 

标准类别 具体内容 

环境质量标准 规范各类污染源和污染物的最低含量标准及要求 

环境基础标准 规范各类环境制定统一标准 

环境方法标准 
规范相关环境监测、环境污染物采样、环境数据

处理和环境测试，对排入环境中的有害物质或有

害因素做出规定限制 

环境标准物质标准 对标定特定仪器和材料制定的标准做出规定 

环保仪器设备标准 对环保仪器、技术设备进行统一规定 

 

3.3.3 精准把握环境责任内部审计内容 

内部审计人员应充分了解环境责任审计内容，在审计过程中避免遗漏被审

计事项。环境责任内部审计包括环境合规、环境财务、环境绩效和环境风险预

警机制四个方面的内容，如图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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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合规性审计 

环境合规性审计是对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所有环境事项进行检查与评

价。具体有企业项目建设是否是遵循政府规定的“三同时”的原则、产生的固

废以及其它的环境污染物的处理排放是否符合标准、排污费的缴纳是否合理、

企业拥有的能源在储存和使用的过程中是否合法合规、制定的环境目标是否符

合企业自身情况、在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有无及时采取相关措施进行治理以

及治理的效果是否达到要求等内容。 

（2）环境财务审计 

环境财务审计主要是审查对企业在环境方面的财务信息是否真实和准确，

企业专项环保资金的使用是否合理。协助企业建立符合自身发展的会计核算体

系，来为管理层决策提供更为准确的信息。 

（3）环境绩效审计 

环境绩效审计是对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所带来的效益开展的审计。主要包括

企业投入的环保资金是否实现了管理层所设定的目标，有无带来经济利益以及

社会利益的增加，环保设施的运行有无达到预计的效果，企业污染物的排放和

能源的消耗是否减少等内容。 

（4）环境风险预警机制审计 

环境风险预警机制审计主要是对企业预警机制相关流程是否完善，预警机

制内部控制是否有效来进行审计，并检查企业指标体系和污染排放阈值的设计

是否合理，有无达到降低环境行为风险的目的。 

 

 

                           

 

 

 

 

图 3.1环境责任内部审计内容 

 

环境责任内部审计 

环境合规性审计 

环境财务审计 环境绩效审计 

环境风险预警机制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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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优化环境责任内部审计方法 

在以往的审计工作中，内部审计人员主要运用观察、检查、询问、重新执

行和分析程序等方法来收集审计证据，但随着环境责任的出现内部审计范围也

开始扩大，对审计方法的选取产生一定影响，传统的审计方法已不能为审计工

作提供充分保障，内部审计人员需要借助特定审计方法来评价环境责任的履行

情况，环境责任内部审计方法如表 3.3所示。 

 

表 3.3 环境责任内部审计方法 

审计方法 审计内容 

传统审计方法 

检查记录文件、有形资产 

环境管理制度是否存在及合理、环保设

施的运行情况、环境活动的合法合规

性、环保资金筹集和使用 

观察、询问 
各部门环境制度执行情况、污染物排

放、废弃危险物的处置 

重新执行 重新执行环保方法验证结果是否有效 

分析程序 
能源消耗趋势、污染物排放趋势、环保

资金投入与环保绩效的内在关系 

特定审计方法 

 

环境重置成本法 

通过计算恢复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到其

原本状态所要支付的费用，来估算资源

环境变化所影响的经济价值或治理环境

问题需要付出的成本 

环境成本效益分析法 
评估企业投入的环境管理成本是否带来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环境成本效果分析法 
评价环境保护和治理费用是否产生一定

的效果 

防护费用法 
核算环境污染的实际治理成本、环境污

染虚拟治理成本 

调查环境评价法 

评价相关环境设施与环境保护措施是否

达到规定的标准、评价有关环境政策与

制度是否合理以及执行情况是否达到预

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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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充分运用环境责任内部审计成果 

（1）共享环境责任内部审计信息 

审计成果是内部审计工作价值的重要体现，审计成果质量越高，越能推动

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因此对审计成果的合理运用也就成为企业管理活动中的

重要事项。由于与环境相关的事项分布在企业各个活动流程中，所以企业各部

门都是被审计对象，那么为发挥审计成果的最大价值，就必需要有多个部门的

参与和配合。企业可以通过建立环境责任内部审计信息平台，将审计结果、审

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整改措施和整改效果等信息发布到该平台上，便于各部

门随时查看环境责任履行情况，做出及时调整，并依照信息的重要性设定访问

对象的权限，实现审计成果的共享，促进审计成果的转化和运用。 

（2）提供综合性审计分析报告 

内部审计人员在结束审计工作后，要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对审计内容进

行全面描述，指出各部门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不能避重就轻或是为

有关部门或人员开脱责任。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具体的剖析，找出症结所在，

揭示其对公司产生的具体影响，并将影响程度进行分类，提出改进建议，最后

将上述内容形成综合性的审计分析报告，提交给企业管理层，为日后的科学决

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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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 集团案例分析 

4.1 T 集团概况 

4.1.1 T 集团简介 

1998年 T集团在深交所上市，并于 2006年拥有了完整的钢铁生产工艺流程

和全套设备，逐渐成为全球不锈钢行业的领军企业。2021 年公司实现钢铁产量

约 1300 万吨，营业收入达到 1000 多亿元，实现利润总额约 69 亿元。T 集团一

直专注于钢铁领域的研发，建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掌握着 800 多项自主知识

产权和核心技术，所生产的不锈钢以及冷轧硅钢等高效环保产品畅销全球 80 多

个国家及地区，是我国极具影响力的品牌。 

T 集团积极加入到“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中来，将绿色低碳作为企业

长期的发展目标，努力将集团打造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企业，要求在

实现低排放低污染绩效的基础上更好的与城区融合，并且协助政府处理附近居

民区的污水排放工作，为城市提供供暖服务，通过企业内部所有员工的努力，T

集团成为我国首批绿色工厂。 

4.1.2 T 集团环境责任履行现状 

T 集团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各项环保法规，贯彻落实政府提出的能源环保

要求，在公司内部提出“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绿色文化理念，将环境责任

进行分解，具体落实到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位员工身上，认为环境治理和预防同

等重要，并对环境责任的履行结果进行定量和定性的评价，对违反制度的部门

和个人严肃问责，更好地实现企业绿色工艺和绿色产品的目标，推动企业可持

续发展的进程，进一步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本文将从环境管理体系、

环保行动、环保综合绩效和环境信息披露四个方面来分析 T 集团环境责任履行

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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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管理体系 

第一，在组织机构方面，由于 T 集团位于市区内，周边居民众多，为不影

响市民的正常生活，管理层提出要将企业打造成为绿色“都市型”钢厂，并于

2017 年建立了完善的环境保护组织机构，如图 4.1 所示。该组织机构由环境能

源保护委员会领导，主要负责制定环境能源的管理方针、长期目标和总体规划，

审批各部门的年度计划和短期目标，并对各级管理人员的环境能源履行情况进

行检查，剩余的相关工作交由总经理负责，总经理则是将推进环境能源计划有

效实行的工作全权委托给管理者代表。 

在各分公司、子公司和二级单位设立了能源环保部，主要工作是负责制定

该单位的能源环保方案与计划，开展环境能源因素的识别、评价、实施、管理

和更新，检查在建设工程实施过程中环保法规的遵守情况并评价其对环境的影

响，同时还要对“三废”及噪声排放和废弃危险化学品等进行监督管理，推广

新的节能环保技术及方法。各单位则需要负责识别、评价本单位的产品和服务

中的环境能源因素，将公司下达的环境能源指标分解落实到各作业区和岗位中，

确保完成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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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T集团环境管理体系组织机构图 

 

第二，在环境管理制度体系方面，企业提出绿色发展战略后，根据我国的

环境法规，并结合自身情况在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的基础上，编制了环境管

理手册，开始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如表 4.1 所示，并在报告期内得到国家相关

部门的认证。T 集团环境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对环境责任进行细分，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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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配到每一个职责岗位中，促进了各项环境因素的高效运行。在环境管理体

系的运行中，T 集团始终以问题为导向，来检查企业在运行管理中发生的问题，

并对问题开展深层次的分析，以提出具有可实施性的改进措施，来保障企业环

境管理体系的规范运行。 

 

表 4.1 T集团环境管理制度体系 

制度名称 简要说明 

环境保护委员会管理制度 
建立环境保护组织机构，明确各机构的职责与

分工 

环境一体化管理体系手册 
明确环境方针、环境目标，规定环境管理体系

的应用标准 

环境因素识别和评价控制程序 
对环境因素的识别与重要环境因素的评价，各

部门职责分工、监督考核评价制度 

环境与能源监测与测量管理程序 
建立环境与能源监测和测量体系，各部门职责

分工、监督考核评价制度 

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管理程序 
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的识别与处理、各部门职

责分工、监督考核评价制度 

危险化学品管理程序 
危险化学品的处理、各部门职责分工、监督考

核评价制度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程序 
噪声污染的处理、各部门职责分工、监督考核

评价制度 

辐射防护管理程序 
放射性检测与处理、各部门职责分工、监督考

核评价制度 

环境与能源应急准备与响应管理程序 
对潜在的环境、能源事件或紧急情况进行识别

和控制，明确各部门职责 

 

（2）环保行动 

由于 T 集团是一家大型的钢铁生产企业，污染物的排放量较大，并且会对

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企业管理层为改善这一情况，对废气、废水和固废实施

了一系列防治措施，并开始研发和生产绿色产品，来减小对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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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方面，T 集团专门建立了废气循环产业链，

主要是通过在不同生产流程中使用净化工艺来减少大气污染的排放，取得了显

著的效果，具体的防治措施如表 4.2所示 

 

表 4.2大气环保项目实施表 

项目名称 环保措施 

焦炉烟道气脱硫脱硝 焦炉烟气采用干法和低温脱硫的方法，极大减少了烟气颗粒

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排放 

酚 氰 污 水 处 理 封 闭

（VOCs）收集治理 

集团建设了污水处理工程，将产生的污水收集起来，运用活性

炭和生物除臭等一系列装置对污水进行深度的处理，处理后的

污水满足政府规定的标准 

烧结烟气脱硫脱硝制酸 在原有的脱硫装置上，增加了吸附单元，建立了活性炭吸附系

统，降低了烧结机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焦化厂挥发性有机物

（VOCs）收集治理 

集团又建立了治理废气的新流程装置，将产生的各类废气收集

起来进行统一处理 

 

第二，在液态废弃物的防治方面，T 集团运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在减少

水资源的浪费的同时还极大地增加了液态废弃物的利用率，经济效益和环境效

益也得到了显著提高，T集团液态废弃物防治措施如表 4.3所示。 

 

表 4.3 液态废弃物防治措施 

项目名称 防治措施 

轧钢含油废水处理回用 
建立了全新的处理系统，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油废水进行

回收和利用 

工业废水处理系统升级

改造 

采用生物活性炭级别的滤池，通过一系类工艺流程对废水进

行处理 

城市居民生活污水处理 

将当前最先进的技术运用到城市污水处理中来，对市区居民

生活污水进行了无害化的处理，并将处理后的污水运用到企

业的生产活动中 

不锈钢产品结构升级改

造配套水处理项目 

对 A/O的工艺进行了改良，对含酸的废水进行处理，极大减

少了总氮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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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 液态废弃物防治措施 

项目名称 防治措施 

硫酸钠净化回收 
集团建设了回收处理的装置，对在硫酸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废水进行回收处理 

 

第三，在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方面，T 集团在钢铁生产的过程中，会产生

矿渣、钢渣以及尘泥等固体废弃物，为提高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集团对生

产工艺进行了技术创新，开展了多个升级改造项目，如表 4.4 所示。在此基础

上制定了《固废不出厂工作方案》，完善物流信息系统，实现了对生产资源的

充分利用，提高了固废管理信息化的水平。 

 

表 4.4 固废资源化措施表 

项目名称 防治措施 

高炉矿渣超细粉生产线 

建立目前最为先进的、处理能力最大的矿渣超细粉生产线，

提升高炉矿渣的高效利用，并广泛应用于工业和民用建筑材

料领域 

高炉热熔渣制棉 
采用国际先进双热渣熔炼炉生产粒棉，提高了废渣的回收利

用率 

钢渣的综合利用 

建设两条钢渣综合利用生产线，将生产的残余的金属和尾渣

分离开来，金属作为炼钢原料回收利用，尾渣制成化肥原

料，实现了变废为宝的目标 

电厂脱硫石膏的生产 
建立发电机脱硫石膏处理线，并对产生的石膏继续加工，最

后可制成建筑石膏粉和水泥缓释剂 

 

第四，在生产绿色产品方面，T 集团坚持走绿色发展和精品战略的道路，

加大研发力度，制造出一系列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绿色产品，如表 4.5 所示，所

研发的冷轧硅钢等新型的材料由于具有强度高、不易腐蚀、抗磨强度高和绿色

环保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铁路、化工、石油以及电站等行业。生产的双相不

锈钢具有寿命长、强度高、焊接性能强以及绿色环保等众多优点，得到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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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认可，该产品还成功用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桥梁建设项目，为“中国制造”

走出国门贡献了一份力量。 

 

表 4.5绿色产品生产表 

产品名称 应用领域 

水电用高强钢——750MPa 高强磁轭、

磁极钢、高牌号硅钢 

应用于水电站领域，产品的质量已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集团也开始具备全品种巨型水电机组供货能力 

硅钢产品 

应用于汽车领域，此前由于该产品作为汽车核心部

件，对材料制造有着极高的要求，只能依赖国外进

口，因此硅钢产品的成功研发促进了我国新能源汽

车领域的发展 

热交换器用新型不锈钢材料 

应用于化工、石油、船舶、电力、机械等领域，新

型产品的导热系数及强度更高，并且不含贵重金属

镍，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绿色产品 

节能型汽车系列用钢 
应用于汽车制造领域，为汽车的轻量、节能、环保

提供了关键材料支持 

 

（3）环保综合绩效 

T 集团在环境管理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各项环保政策，对环保

实施精细化管理，来保证企业环境责任得到全面充分的履行，重视政府所提出

的环境问题并按要求整改，定期在企业内部开展环境突发事件的演练，加强了

应对风险的能力，在报告期内企业未发生环境突发事件。为改善环境状况，集

团开始在环保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但因为每年环保项目不同其所需资金也有

较大差别，例如在 2020 年，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投入资金高达 7.22 亿元，主要

将其用在改造升级煤气锅炉和汾河再生水的回供等项目上，2021 年公司环境保

护投资及支出金额费用则降至 57183 万。 

在节能方面，企业主要是围绕能源消耗和水资源消耗这两个指标的降低来

展开工作，在年度报告期内，二次能源的回收利用占到了能源总消耗量的

48.5%，同时利用余热余压发电技术输送的电量则占到用电总量的 35.6%，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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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吨钢和吨钢新水两项能源的消耗也呈现下降的趋势，如表

4.6所示，而且其消耗量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 

 

表 4.6 T集团综合能耗、水耗指标情况 

项 目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吨钢综合能耗（ kgce/t ） 545 540 538 535 526 

吨钢新水消耗（ m 3 /t） 3.01 3.05 2.48 2.42 1.93 

数据来源：T集团 2021年社会责任报告 

 

在减排过程中，企业污染物的排放量持续降低，如表 4.7 所示，并保持着

超低排放常态化的运行方式，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表 4.7 T集团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情况 

项 目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吨钢颗粒物排放量

（kg） 
0.33 0.33 0.125 0.072 0.071 

吨钢二氧化硫排放

量（kg） 
0.24 0.24 0.115 0.055 0.051 

吨钢氮氧化物排放

量（kg） 
1.148 1.146 0.485 0.252 0.236 

吨钢化学需氧量排

放量（kg） 
0.0246 0.0246 0.0231 0.022 0.0093 

吨 钢 氨 氮 排 放 量

（kg） 
0.0067 0.0066 0.005 0.0043 0.0007 

数据来源：T集团 2021年社会责任报告 

 

（4）T集团环境责任信息的披露 

为更好地履行环境责任，T 集团从 2009 年开始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其中包

括本年度环境责任履行状况，披露的环境信息有环境管理目标和方针、环境管

理体系的建立情况、具体的环保计划以及所取得的环保成果，对于具体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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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则是合并到企业的年度财务报告中一起披露，包括企业环保资金的投

入，环境保护税、政府对环保项目的补助、由于破坏环境而造成的罚款支出以

及排污费等内容。在中境协发布的环境信息披露评价中显示，T 集团获得四星

级的评价，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但是企业还需要在报告中增加环境财务信息

方面的具体内容，使得环境信息的披露更加的完善。 

4.1.3T 集团内部审计现状 

(1)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与审计制度 

T 集团设立了审计委员会、审计部和各审计科室来负责内部审计工作，审

计机构如图 4.2 所示。审计委员会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在审计部下设四个科室，

分别负责经营管理审计、离任审计、工程承包责任制审计和专项审计的具体工

作，同时还要在完成审计项目后，提出存在的问题，下达审计整改决定和审计

建议，检查整改效果，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图 4.2 T集团内部审计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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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计制度方面，由于企业业务范围的扩大，内部审计制度也在发生变化，

制定的审计纪律和职业道德规范制度对内部审计人员在专业胜任能力等方面提

出了一定的要求，并且根据所要审计的内容制定了专项审计、离任审计和项目

竣工审计等审计办法，明确了审计的范围和目的，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审计人

员还可以依据审计证据和复核等制度更加高效准确地完成审计工作。 

(2) 审计内容 

T 集团是依据设置的审计科室来划分审计的内容，包括经营管理审计、离

任审计、工程承包责任制审计和专项审计四方面的内容。 

在经营管理审计方面，按照企业年度审计工作计划，通过对各个子（分）

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审计，审查各单位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是否得以有效实施，经

济效益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财务信息是否合法准确，是否建立的有效的内部控

制制度等内容，找出存在的问题，联合各部门实施整改计划，完善企业的经营

管理水平。 

在离任审计方面，根据集团干部任免情况，对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的经济

责任履行情况开展了离任审计，能够客观公正地评价领导干部的工作业绩，规

范其经营思想和行为，减少腐败贪污行为的发生，维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促

进企业廉政建设。 

在专项审计方面，对投资融资、环保管理、全面预算、重大资产处理、信

息系统等重点事项进行专项审计，针对在审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管

理建议，落实跟踪整改情况，提高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在工程承包责任制审计方面，审计对象是企业的工程建设项目，检查评价

项目有无按照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已竣工的项目是否符合管理层的预期，在

建设过程中投入的资金与工程成本之间是否相符，进一步提高企业所建设的项

目质量。 

(3) 环境责任内部审计的情况 

T 集团作为钢铁生产企业，为响应国家“双碳”战略的提出，减少对环境

的污染，企业内部审计机构运用“PDCA”循环模型对环境责任展开审计，促进

企业可持续发展，如图 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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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T集团环境责任内部审计逻辑图 

 

T集团环境责任内部审计具体流程分为四个阶段，如图 4.4所示。 

制定环境责任内部审计计划（P），首先审计部门会先制定环境审计年度审

计计划，在经由管理层审批通过后，召开审计工作会议，合理分配审计任务，

各审计小组开始对企业环境情况进行事前调查，进而编制具体审计计划，包括

环境合规性审计计划、环境财务审计计划和环境绩效审计计划，明确审计对象

和其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提前通知其它部门积极配合此次审计工作。 

执行环境责任内部审计工作（D），内审人员通过运用询问、检查和观察等

方法来对收集与被审计事项相关的审计证据。在环境合规性审计中，主要检查

企业是否建立合理的环保制度，废水废气的排放是否达到规定的标准，废弃物

和危险化学物品有无按照规定进行处理，项目建设是否遵守“三同时”制度，

排污费的缴纳和运用是否合理等内容；环境财务审计主要是检查环保资金专款

专用的情况，看是否出现资金挪用和占用的情况；环境绩效审计主要是对资源

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否减少来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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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检查环境责任内部审计结果（C），审计小组将审计结果与相关制度进

行分析比较，将审计事项分为符合事项、轻微不符事项、重大不符事项、优先

不符事项，在向管理层汇报沟通后，对外界披露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审计人

员还会与各部门负责人就不符事项进行沟通，部门负责人需要提交反馈报告来

汇报问题所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审计部门对改进措施进行检查与纠正。 

开展环境责任内部审计跟踪整改（A），跟踪检查各部门环境问题的整改情

况，确保改进措施得到合理有效运行。 

 

 

制定审计计划（P） 

 

 

 

  执行审计工作（D） 

 

 

                    无                        

沟通检查                         有 

审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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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T集团环境责任内部审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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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T 集团内部审计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4.2.1T 集团内部审计观念落后 

目前我国政府并未强制要求企业必须对环境责任开展内部审计，而是给予

企业一定的自主选择权，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需求来决定是否将环境责任

纳入到内部审计中，但由于环境责任内部审计所要耗费的成本较大，很多企业

直接选择不开展该项审计工作。但 T 集团作为大型钢铁企业，对环境所造成的

污染较为严重，并成为在新的《环保法》开始实施后第一家被当地政府开出按

日计罚罚单的企业，在此次事件后，集团开始投入环保资金用来减少污染物的

排放和对环境的治理，多次被评为“环境友好型企业”。 

为保障企业环境责任的充分履行，T 集团选择对环境责任开展内部审计工

作，但审计观念比较落后，企业管理层和内部审计人员一致认为该项审计的目

的就是为了保证企业环境行为的合法合规，避免受到政府的处罚，除此之外并

不能为企业带来其它的利益，因此并未成立一个单独的环境责任审计科室，而

是将其归到专项审计中来，专项审计科室人员都是财会专业毕业，对环境方面

的知识不够了解，当在审计过程中遇到不会的问题时，会去请教企业内部的技

术人员，这在一定上影响了审计结果的公允性，在审计方法的使用上仍采取观

察、检查和分析程序等传统的审计方法，不能够收集到充分的审计证据。由于

管理层对环境责任内部审计的重视程度不足，并未在组织内部宣传科普该项审

计的重要性，这也使得各部门均未积极充分地配合该项审计工作，影响了内部

审计职能作用的发挥。 

4.2.2 缺乏完善的环境责任内部审计制度 

审计制度是开展审计工作的重要依据，因此企业环境责任内部审计制度越

完善，审计结果的质量就越高，就越能促进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但是目前 T

集团将制度设计的重点集中在环境管理体系方面，用以完善企业环境管理组织

机构和环境标准等内容，来加快节能环保目标的实现。在内部审计制度方面，

主要是《T 集团审计管理制度》、《T 集团工程项目审计管理制度》、《T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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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评价管理制度》，并没有制定专门的环境责任内部审计制度，不利于环境

责任内部审计的开展。 

4.2.3 并未构建环境会计核算体系 

环境会计信息是环境责任内部审计的前提和基础，二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T 集团将环境会计信息列入到企业财务报表中，包括企业环保资金

的投入、政府在环保方面的补助和奖励、环境保护税的金额、排污费和未遵守

环保法规所造成的罚款费用，并未提到对企业在环境资产、负债以及收益方面

的数据，主要原因是 T 集团没有构建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因此无法计量、核算

和确认相关的会计信息，导致企业环境责任内部审计只能流于表面，不能进行

深度地挖掘，也就无法为企业管理层在做决策的过程中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不利于企业环境管理绩效的提升。 

4.2.4 环境责任内部审计范围较窄 

内部审计作为企业组织治理中有效管理工具，能够在实施审计工作时发现

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高组织价值，因此内部审计应该对能够影响企

业发展的事项进行全方位的审计。T 集团环境责任内部审计的内容主要有专项

环保资金是否得到使用、有无发生贪污挪用的行为，企业的各种环境行为是否

符合环境规则、与上一年度相比能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是否降低，缺乏对

环保投资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审计，并且由于环境会计体系的缺乏，

使得对环境会计信息的审计工作无法顺利展开，环境责任审计内容较少，不能

全面客观的评价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 

T 集团内部审计部门主要是对环境合规性进行事后审计，审计的内容是已

经发生的行为是否合法合规，而此项事后审计工作的弊端就是不能在一定的成

本范围内为企业提供最大的价值，因为此时环境污染行为已经发生，企业能做

的就是投入资金来进行环境治理，并不能为企业规避风险，减少成本支出，也

没有从根本上为企业减少环境污染问题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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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未建立环境风险预警机制 

由于我国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企业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

应加入到环保活动中来，但我国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并不完善，会给企业带来较

大的外部风险，例如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并未在环境法规中明确体现，但是却

对环境造成极大的影响，此时企业就会受到政府的处罚。并且国家层面环保体

系不完善直接影响到企业没有足够的依据来建立符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环保体系，

导致企业内部管理存在缺陷，加大了环境风险的发生几率，因此提高企业对环

境风险的防范能力，建立环境风险预警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是 T 集团并未

建立该预警机制，只能依靠内部审计的事后监督职能和环保部门的职业判断来

降低风险。 

4.2.6 审计结果未得到充分利用 

审计结果是内部审计机构联合企业其它部门共同努力所产生的结果，在此

过程中企业投入大量的成本和人力资源，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企业流程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优化改进，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T 集团也意识到审计结果运

用的重要性，因此在审计工作结束后会与发生问题的部门进行沟通，找出原因

所在，提出合理的具有可实施性的整改措施，并继续跟踪问题整改的落实情况，

避免知而不改行为的发生。但是内部审计人员并未对整体的审计结果进行深入

的评价与分析，未能给企业管理层提供决策帮助，在后续整改过程中，因为时

间地点等的限制，审计人员一般都会选择与部门负责人进行沟通与协调，再由

负责人传达给其他员工，不能显著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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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 集团内部审计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路径的优化建议 

5.1 加快企业内部审计转型发展 

5.1.1 强化环境责任内部审计意识 

T 集团管理层认为在环境责任内部审计中投入较大的成本，却只能用来证

明企业环境行为是否违规、环保资金是否被挪用和与上期相比污染排放是否减

少，并未提供其它的价值，因此并不重视环境责任内部审计这项工作。内部审

计人员应该将需要审计的内容都罗列出来，深入分析各部分的审计内容能为企

业带来何种利益，并按照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进行划分，

向管理层说明由于环境责任内部审计的价值显现需要较长的周期，因此不可能

立马就为企业带来价值的增加。 

由于我国社会各界对环保的重视，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也成为评价企业好

坏的标准，审计人员可以多搜集一些环境责任内部审计提升企业声誉的案例企

业，来增加可信度。将政府文件和重要领导人讲话中涉及到环境责任内部审计

的部分记录下来，定期向管理层汇报，表明在企业内部开展环境审计是大势所

趋。安排企业管理层和部门负责人定期在内部开展环保宣传活动，让企业员工

意识到企业对环境责任内部审计的重视程度，积极配合审计工作。 

5.1.2 优化企业内部审计人员配置 

 目前 T集团并没有与环境专业相关的审计人员，企业要从招聘和后期培训

考核两个方面来对内部审计人员进行优化配置。在招聘方面，企业要尽量选择

既懂环境知识又懂财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也可以选择对环境方面有着充分了

解和经验的人员，协助审计人员高效完成审计工作。与此同时还要通过聘请专

家等方式对内部审计人员进行专业系统的培训，对环境标准体系、出台的环境

法规和新兴的环境审计方法进行考核，进一步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

力，打造一支高质量的审计队伍，促进企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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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立健全环境责任内部审计制度 

我国的环境审计处于刚起步的阶段，无论是在政府环境审计方面还是在企

业内部的环境审计方面均没有出台相关的审计制度，这也是 T 集团为何没有建

立环境责任内部审计制度的原因。但是国外内部环境审计发展较快，环境审计

制度体系都比较完善，并且我国企业和国外企业在环境责任的内容上有很多相

似的地方，甚至有的国家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要求会更高，那么 T 集团可以

查找国外企业的环境责任内部审计制度，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和我国国情来建

立环境责任内部审计制度，并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进行改进和完善。 

5.3 加快构建环境会计核算体系 

环境资源并不像企业的其它资源一样能够采用同样固定的方法去核算和计

量，并且因为各个行业的环境资源都有所不同，加大了统一核算的难度，我国

至今都未出台与环境会计核算体系有关的政策法规和制度，但是学术界对不同

行业的环境会计进行了诸多的讨论，成果颇为丰富，包括计量方法的使用、会

计科目的设置和环境资产负债表等内容，T 集团可以根据目前已有的学术成果

来建立合理的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在构建环境会计体系过程中，应将环境会计

信息进行单独核算，不能将其与财务信息掺杂在一起，这样能让管理层直观地

了解到与环境相关的各种信息，做出更加科学的决策，在构建时主要从环境会

计要素确认、环境会计计量和环境会计科目的设置来展开。 

结合实际情况，将 T 集团环境会计要素分为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支

出和环境收益，企业可以将其它资产和负债等的处理流程与环境资源的特定方

法相结合，来对环境要素进行确认和计量，例如可以按照初始入账成本来计量

环境固定资产的取得，但是对环境收益的计量就不能采用传统的收入减支出的

方法，可以选择采用生产率法来计算由于环境的变化给企业带来的利益或损失。

在设置会计科目时，可以在环境四要素下设一级科目，在一级科目下设置明细

科目，如表 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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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环境会计科目设置 

环境要素 一级科目 二级科目 

环境资产 

 

固定资产 

 

环保设备 

达到可使用状态的环境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环保专利技术 

矿石开采权 

环境负债 

应付账款 

环境恢复费 

污水处理费 

环境破坏赔偿款 

绿化费 

河道管理费 

固体废物处理费 

应交税费 
环境保护税 

水资源税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政府环保补助 

环境支出 

环境成本 

治理成本 

预防成本 

环境资源的消耗 

环境费用 
管理费用 

保护费用 

环境税金及附加  

环境收益 
环境收入 

废钢使用奖励资金 

工业固体废物低碳循环利用奖励 

低氮改造补贴 

资源节约收益 

 

环境资产的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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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合理拓宽环境责任内部审计范围 

5.4.1 扩展审计内容 

内部审计应该对与环境有关的事项进行全方位的审计，不能够只是局限于

环境规则的合规、环保资金的使用和节能减排的趋势这些方面。要检查企业环

境保护内部控制的建立和运行的情况，对污染治理费用的合理性进行审查，并

且找出企业在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环境问题，对发生的风险进行评估，检查企业

预计环境负债中的金额是否合理，同时还要检查企业的环境资产来保证资产的

完整性，检查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是否符合绿色标准。在绩效审计过程中，还要

对投入资源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提高企业声誉等的社会利益来实施检查，全面

评价企业的环境绩效。在年末审计时，还需要检查企业是否完成了在年初制定

的环境责任目标和计划，并对重要领导干部的环境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 

5.4.2 加强事前和事中审计 

T 集团不应只开展环境责任的事后审计工作，还要对环境责任实施事前和

事中审计，最大化的发挥内部审计在环境责任履行中的预防监督作用。审计人

员应该先对企业制定的各项环保计划和方案进行检查，判断是否合理并提出纠

正措施，评估企业提出的环保项目建设方案，看其是否能够达到管理层要的预

定目标，提前检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流程，识别是否有不合理的部分，提

醒相关部门，及时加以改正。在事中审计时，内部审计人员可以根据环境事项

的重要程度，按月或者按季度来展开，主要的审计内容包括环境行为的合法合

规性，环境财务信息是否真实准确，生产过程与所制定的计划是否相符，投入

的资源是否能够产生一定的效益等。 

5.5 建立环境风险预警机制 

环境风险预警机制可以监控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的全部环境行为，将环

境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建立环境风险预警机制对于重污染企业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T 集团内部审计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路径的研究 

47 

 

来说是很有必要的。T 集团按照政府的要求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监测，并公开

监测结果，还拥有较为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为企业建立环境风险预警机制提

供了保障，与此同时，内部审计机构还应开展环境风险预警机制审计，来确保

所建立的环境风险预警机制能够合理有效地运行。 

在建立环境风险预警机制时，企业应该先识别各类环境事项中存在的风险

源，将政府规定的标准和企业环境管理计划结合起来，选取合适的环境风险预

警指标，然后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来设计准确的环境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之后

选择合适的风险预警模型，由于该模型是通过图像和数值这两部分来模拟预测

企业行为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环

境监测部门就应该及时准确地收集和汇报各项数据，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预警

模型带来的误差，随后将模型的预测结果和设定的临界值进行比较，来辨别环

境行为是否存在风险，若存在风险应及时向企业能源环保部门报告，由能源环

保部制定应对措施，具体的环境风险预警机制如图 5.1所示。 

 

 

 

  

 无 

 

 有  

 

 

 

图 5.1 环境风险预警机制 

 

5.6 高效利用环境责任内部审计结果 

在审计工作结束后，内部审计人员会协同相关部门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整改，然而这并没有高效充分地运用环境责任内部审计结果。T 集团应该在

环境风险预
警指标 

识别企业

风险源 

分析政府标
准、企业计
划 

环境风险

指标体系 
环境风险

预警模型 

临界值

比较 

环境风险 

继续生产

活动 

告知能源

环保部 
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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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建立信息系统平台，将审计的过程和结果上传到平台中，并且根据员工等

级来设置相应的权限，这样可以方便各部门随时查看出现的问题，并将整改结

果提交到该平台上，审计人员也不必花费时间将上述问题向管理层进行汇报，

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同时内部审计人员不应该将目光局限于细小的事情上，而

是要站在企业整体的角度上来进行深度地分析，为企业完善环境管理体系以及

协助管理层做出重大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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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环境污染问题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一大阻碍，已经得到我国政府的高

度重视，环境责任也成为当下讨论的热点问题，而企业作为环境资源的主要使

用者，不仅要承担环境污染治理的责任，还应提高环境责任的履行效果和效率。

近年来，内部审计在企业管理中地位逐步提升，并且对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有着

重要的意义。所以说对环境责任进行内部审计可以帮助企业达成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对企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环境责任内部审计的实施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促进企业在环境责

任方面的充分履行，然而我国对这部分的研究较少，现阶段主要研究成果集中

在了政府环境审计上，并且企业环境责任内部审计的实施内容大部分为合法合

规性审计，多为事后审计，使得审计内容较为单一，而且缺乏完善的审计实施

标准也是阻碍环境责任内部审计推进的主要原因。 

本文在对环境责任内部审计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钢铁行业 T 集团

的案例进行分析，通过发现 T 集团在环境责任内部审计中所存在的问题，来针

对具体的问题提出可行的建议，提高内部环境管理的水平，从而促进企业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但是因为自身能力不足和资料信息不充分等因素，文章在

理论分析部分和提出优化对策部分并不全面，并且只是对 T 集团进行了单个案

例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希望在未来通过更多的研究来完善内部审计促

进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方面的各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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