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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实现迅猛发展。经济高速增

长的背后，是我国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能源结构的不合理，开展环境保护和治

理活动迫在眉睫。2020 年我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双碳”

目标，即经济发展应当以绿色低碳发展为基础，实现 2030 年“碳达峰”和 2060

年“碳中和”。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对环境成本会计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

解决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能助力企业响应“双碳”目标。

本文以宝钢股份为案例企业，分析了该企业在“双碳”目标下应如何确认与

计量环境成本。首先，总结了有关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的相关文献，为研究宝钢

股份的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介绍了宝钢股份环境成本的

现状，强调了环境成本的不全面确认和不准确计量的问题；然后运用生命周期法

将宝钢股份的环境成本分类为：资源损耗成本、环境降级成本、环境防治成本和

内部损失成本，再对宝钢股份环境成本的确认标准、方式和流程进行了分析，并

且依据宝钢股份 2021 年的相关数据对其环境成本进行计算，计算发现：未被披

露的资源损耗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同样占环境成本的相当大一部分；最后基于

“双碳”目标推进环境成本会计走向实践，对宝钢股份在环境成本的确认和计量

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企业应当重视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环境成本，为“双碳”

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

经研究分析得出的结论有：（1)环境成本的确认必须是企业发生的与环境相

关的交易和事件会导致相关经济利益流出，且可以被有效计量或估量。（2）企

业应当关注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这对企业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有一定的

帮助。（3）环境成本会计的研究对于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作用是积极的，

完善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体系对我国企业的健康发展也是必要的。

关键词：宝钢股份 “双碳”目标 环境成本 确认与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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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China's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2020, at

the 75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China clearly

proposed the "double carbon" target, i.e.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based on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to achieve This mean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based on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peak carbon" by 2030 and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In the context of the "double carbon" goal,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cost accounting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cost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can largely help enterprises to respond to the "double carbon" goal.

In this paper, we take Baosteel as a case study and analyse how to

recognise and measure environmental costs under the "double carbon"

target. Firstly, it summaris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costs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tudy of Baosteel's environmental cost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secondly, it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aosteel's environmental

costs and highlights the problems of incomplete recognition and

inaccurate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costs; then it applies the life

cycle approach to classify environmental costs: resource depletion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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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costs, environment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sts and internal loss costs. It then analyses the recognition criteria,

methods and processes of Baosteel's environmental costs, and calculates

the environmental costs of Baosteel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Baosteel in 2021. Finally, based on the "double carbon" objective, we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Baosteel in the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costs, and enterpris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costs incurred in their business activities,

so as to add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ouble carbon" objectiv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have been reached: (1) Environmental

costs must be recognised when transactions and events occurring in an

enterprise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 result in an outflow of

economic benefits and can be measured or estimated effectively. (2)

Enterprises should focus on resource consumption costs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costs, which can help them to achiev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3)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cost

accounting is positive for China to achieve the goal of "double carb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cost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Keywords: Baosteel； "double carbon" target； environmental costs；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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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本章在背景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围绕环境成本回顾了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阐述了研究内容、方法和研究框架。

1.1 研究背景

近几年来，我国工业发展迅猛。根据中国报告大厅网讯，我国目前已经成为

世界工业生产大国，生产能力和主要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据统计，2013年

到 202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6.1%，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增长水

平。与此同时，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退化，我们必须优先保护

我们的自然环境，以保障今世和后代的健康和福祉。目前我国 500多条主要河流

中，将近 80%以上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工业废水污染，流经全国的 40多个大城

市河流有 90%以上受到污染，对我国居民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这些数据

触目惊心，如果继续使生态环境这么恶化下去，我们对环境破坏所要付出的代价

将会让我们无法承担，所以开展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活动迫在眉睫。

2020 年 9 月 22 日我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提出 2030 年“碳达

峰”与 2060 年“碳中和”的目标，并在 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全面落实“双碳”目标的《意见》。《意见》指出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我

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应当以能源低碳绿色发展为基础，走绿色低碳的高

质量发展道路，确保能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企业

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作为贯彻理念，同时加大环保投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是对“双碳”目标的生动概括，也是对企业如何实现绿

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重点耗能行业应当深度调整产业结构，构建绿色低碳高效

能源体系。

企业在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忽视了环境保护问题，各种污染物的

排放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而钢铁行业作为高污染行业，其在生产环节中产生了

大量的污染物质，这对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块巨大的绊脚石。在钢铁企

业不能有任何违法违规新增产能的情况下，推广绿色低碳技术和加强环境管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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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或将成为钢铁行业的首要目标。作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新的会计课题，环

境会计能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有效将企业环境污染问题内部化，从而提高企业的

环境管理水平。由于目前环境会计体系尚未纳入到会计准则，导致企业现行环境

成本的确认与计量模式变得复杂且未得到解决，与资源相关的环境成本几乎被忽

略，只有将货币计量的一小部分纳入了成本核算系统。理论的缺失导致实践困难

重重，这使得我国企业的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方面存在大量的问题。

综上所述，有效地对我国钢铁行业的环境成本进行确认与计量，不但可以解

决企业低估环境成本的问题，还可以使企业管理者获得准确的环境成本信息，从

而在此过程中找到降低环境成本的方法，改善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达到绿色低

碳的发展要求，优化能源的利用效率。对环境成本的全面确认与计量已经成为环

境会计实践和理论框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和响应“双碳”

目标的重要影响因素。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近年来，钢铁行业经历了快速发展，钢铁产量逐年增加。钢铁行业对我国社

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然而，钢铁生产过程中也造成了严重的

环境污染，对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目前，加大对钢铁企业生产经营过

程中的环境成本控制力度，对于提高环保意识、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双碳”目

标至关重要。本研究采用生命周期法对宝钢股份产品的生命周期进行分析，探索

钢铁行业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的标准化方法。通过运用生命周期法，本研究旨在

对钢铁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影响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并提出改善环境绩效的建

议。使用正确的方法来确认与计量环境成本，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其运营的

真实成本，并促进钢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目标如下：

（1）探究生命周期法下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体系。

（2）为宝钢股份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3）证明改善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体系是企业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

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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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大力的发展，这导致众多重工业行业对环境造成

了严重的破坏，规范和约束高污染行业对环境的破坏行为迫在眉睫，对环境会计

的研究有助于企业降低产能，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而环境会计作为七十年代

出现的一个新的会计课题，可以查明企业如何对待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但是环

境会计的正式建立还有待于得到社会上的认可。环境成本作为环境会计的会计要

素，对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进行研究有助于完善环境会计的核算体系，同时对

推动环境会计核算理论走向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钢铁行业属于重污染行业，而本文以宝钢股份为案例研究环境成本的确认与

计量问题，有助于深化对环境成本会计核算这一领域的研究，为环境成本走向实

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2）实践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同时，加速了资源消耗

量，可持续发展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必要的方向。环境会计是为了充分利用现有

资源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出来的，解决环境会计的问题，是为了我国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做铺垫。本文以环境成本的研究为指导，对钢铁企业环境成本的确认

与计量进行探讨，一方面可以为钢铁企业的商业决策提供全面信息，这些信息反

过来可以提高钢铁企业的环保意识，促进企业采用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的做法。另

一方面通过管理能源消耗和降低环境成本，钢铁企业可以为实现“双碳”目标做

出贡献。这项研究是企业迈向更可持续的未来的关键一步，可以帮助指导钢铁行

业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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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1.3.1 “双碳”目标

“双碳”目标指的是实现 2030 年“碳达峰”与 2060 年“碳中和”的目标，

党中央表明了其对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地球生态健康的承诺，这一决定是实现更可

持续的未来的关键一步，也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应对环境污染的庄严承诺。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迅猛，已然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徐政等（2021）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能源结构不合理，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将会发挥独特作用。生态的问题就是

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自然发展的冲突。欧阳志远（2021）认为人类要想长久生存与

发展，就要避免生态系统出现问题，必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少碳排放。随着

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全面实施。庄贵阳

（2021）认为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对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进行一场深入的改

革，上到中央层面，下到地方企业都需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到生态文明建设

中，把绿色低碳经济提升到新的高度。气候变化、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紧密相连，

相互影响。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生态保护、环境管理和资源利用之间的协同

作用，需要对这些系统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丛晓男和王丽

娟，2022）。从总体来看，我国提出“双碳”目标是必要的，但同时面临的困难

和挑战也是可想而知的。

“双碳”目标的提出是对我国能源行业的一次巨大考验，能源变革和技术革

新是当下能源行业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李娜等（2021）提出在我国实现“双碳”

目标的背景下，未来能源行业在这其中机遇与挑战并存，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

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关键。能源转型的目标是构建绿色、安全、低碳、

高效的能源系统。黄震等（2022）认为能源转型需要有政策的引领、技术的推动、

市场的促进和体制机制的完善，强力推进节能战略是减少消耗、降低排放的重要

手段。能源行业的转型和发展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因素。然而，无论

采取主动还是被动应对，挑战和机遇并存，有效管理挑战和抓住机遇是成功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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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必须制定一个全面的、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以有效指导能源行业的转型和发

展（汪梦诗等，2022）。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我国企业实现 ESG 管理，企业是能源消耗主体，也是

碳排放主体。从会计和财务的角度来看，“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企业采取碳减

排的相关措施，但这过程中可能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所以需要降低碳减排过

程中产生的相关成本（张先治和石芯瑜，2021）。胡蓉等（2022）认为研究环境

成本的核算有利于企业环境管理决策，并且可以使企业更高效地去利用自然资

源，从而让国家快速实现“双碳”目标。能源行业以最高效的能源利用和最少的

环境成本去实现最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这是实现低碳经济的一种重要的经济模

式（郑晓青，2011）。

1.3.2 环境成本的定义和分类

环境成本的提出源自于环境会计这一概念。20 世纪 70 年代，以 F.A.Beams

撰写的《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 J.T.Malin 的《污染的会计问题》为

代表，揭开了人们开始探索环境会计的序幕（朱学义，1999）。环境成本是环境

会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环境成本的定义和分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有效

确认和计量这些成本至关重要。对环境成本进行适当的定义和分类，可以为利益

相关者做出合理的商业决策、改善环境管理实践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

依据。

（1）环境成本的定义

在定义环境成本方面，联合国统计局和美国环境管理委员会于 1993 年发布

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被公认为是一个权威的来源。根据这一定义，环

境成本是指企业因消耗自然资源而产生的成本，以及降低环境质量、环境修复、

环境管理等方面的成本。这个定义将环境成本归为企业因环境问题而必须承担的

成本，这样的定义使人们对环境成本的性质及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有了清晰的认

识。经济学家 A.Robson 和 WJ.Turnot（1994）认为，环境成本是指企业在经营

活动中发生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成本，由于环境污染、破坏或退化而产生的成本，

和由于遵守环境法规和标准而产生的成本。这一概念用损失的概念来定义环境成

本，并超越了环境方面，包括非环境方面，实质上强调的是工业活动与环境保护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c%a0%e5%85%88%e6%b2%bb&scode=000036839350&acode=000036839350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7%9f%b3%e8%8a%af%e7%91%9c&scode=000021896518&acode=00002189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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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从二十世纪开始，中外学者们都开始了对环境成本的定义问题的研

究探讨。Gluch（2000）认为环境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与环境保护

和管理有关的成本，这包括预防、控制和减轻污染的成本，以及改善生产过程中

整体环境条件的成本。在生产过程中，所有企业都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不利影

响，与这些影响相关的成本被称为环境成本，可分为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

本（Jasch，2003）。国内学者周守华和陶春华（2012）认为从成本的内部控制

和管理来看，环境成本可以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具体的内部环境信息，有利于管理

者做出决策，从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但是环境成本在其发

展初期并没有发挥它原本的作用，关于环境成本的具体信息并没有披露。虽然早

期环境成本的研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企业为治理环境污染需要付出的代

价，但其真正目的还是为了企业提高利润，并不是改善环境问题

（Mylonakis&Tahinakis，2006）。企业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去应用环

境成本信息，从管理会计的角度来看，徐玖平和蒋洪强（2003）认为环境成本是

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因为进行了某些经济活动，从而造成的资源消耗、

生态资源降级以及因为环境污染而采取防治措施的一系列成本。柯树林和艾林慧

（2021）提出环境成本是一项商品在生产活动中，由于产生了环境污染而使环境

服务功能质量下降的代价，与解决一种商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其生产和所有

相关活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关的总成本。

（2）环境成本的分类

对于环境成本的分类问题，日本环境经济学家国部克彦（1998）认为，环境

成本由环境污染补偿成本、环境治理成本、环境损失成本、环境保护发展成本和

环境保护维持成本组成。王立彦（1998）将环境成本分为三类：环境成本可以根

据不同的空间尺度、时间尺度和功能进行分类，这种分类能够全面了解环境成本

的不同层面，有助于确定环境保护和管理的关键领域。而潘煜双和魏巍（2013）

采用价值链的角度来研究环境成本，重点分析制造企业的环境成本控制，包括以

下内容：与环境资源损耗相关的成本、与环境破坏相关的成本、与环境预防相关

的成本、与环境恢复和处理相关的成本、与环境教育和管理相关的成本以及不确

定性成本。对于企业的环境成本，谢东明和王平（2013）认为企业总环境成本为

控制成本和损害成本二者之和，其中控制成本主要是企业为达环保标准而采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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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措施所发生的环保设施投资成本和自然资源恢复成本，属于事前成本；而损害

成本是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耗减成本，属于发生后的处理成本。

国内外学者们对环境成本的定义和分类众说风云，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个

明确的定义。

1.3.3 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技术委员会 207 发布了一套环

境管理系统标准，称为 ISO 14000，要求各国企业在成本核算中优先考虑生态环

境因素。由于环境会计理论还处于初步时期，所以对于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方

法还尚未有定论。我国多数企业并没有单独确认环境成本，也没有统一的确认计

量规范，导致企业间严重缺乏可比性。

（1）环境成本的确认

关于环境成本的确认，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资本化和费用化的问题上。

Ewelina Olba-Ziety（2020）提出当环境、社会、企业经济活动对实体产生无法

进行完全补偿的影响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成本。肖序和毛洪涛（2000）认为环境

成本的确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企业为遵守现有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规定的环境

标准而产生的成本，另一种是国家实施环境保护手段时企业所支出的一部分费

用。在这种层面上来看，环境成本的确认被动地取决于国家为保护环境所制定的

法规。许容和姜星明（2000）指出企业由于生产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耗费的成

本应当费用化，而对于环境突发事件，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应当资本化处理。石

中美（2000）进一步指出如果环境成本可以提高企业所拥有的其他资产的能力、

减少或防止今后经营活动所造成的污染、直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则应当将其资本

化，否则，它们应该在当期的利润或损失中支出。对于企业环境成本的确认，判

别能否成为环境成本应考虑以下标准：交易或事件是否与环境保护活动有关；是

否导致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出；以及环境成本是否能以资产的耗损、资产的流出或

负债的增加来可靠地衡量（林万祥和肖序，2002）。

（2）环境成本的计量

关于环境成本的计量，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1997）曾运用完全

成本会计法进行计量，并且有一些公司在实践中使用了此方法，而且其在管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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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体系中引入了污染预防成本的计算。国内学者蒋卫东（2002）介绍了荷兰政府

建筑物的环境成本计量方法，其使用了一种叫“环境影响计分法”的方法，通过

这一方法提供的环境成本信息，可以有助于在决策时考虑建筑材料的环境影响。

为了企业更容易发现产生环境成本的作业，并从中找降低环境成本方法，达到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的目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作业成本法（徐瑜青和王燕祥，2003）。

张利、蔡诚功等（2022）同样认为作业成本法是核算环境成本的首选方法，其可

以将难以计量的环境成本用相对有效的方式分配在各产品之中。用生命周期法界

定和分析环境成本问题，可以让各个阶段的环境成本都得到正确的分配（周一虹，

2005）。而鞠秋云（2011）认为环境成本会计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特别是在由于

不确定因素而无法精确计量某些对象的情况下，可以运用理性估计和判断的模糊

计量方法。环境成本究其源头，无非是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与自然环境发生交

互的产物。基于“以人为本”的思想，余海宗等（2014）构建了成本计量的“齿

轮模型”，它包含了与环境相关的外部成本的扩展，将对人类福祉的不利影响作

为环境成本包含在内，这种创新的方法使企业能够更客观地量化其经济活动对环

境造成的危害，并承担其环境责任。

环境成本的确认和计量带来了许多技术上的挑战，使其按照传统的会计准则

进行披露变得不切实际。武晓芬和马占丽（2005）认为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

规、建立相应的环境成本报告体系、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和履行环保责任的积极

作用可以有效建立和完善环境成本会计。

1.3.4 文献述评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简要评述如下：

（1）“双碳”目标触及会计领域

“双碳”目标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对于企业，为积极响应“双碳”目标

和保全自己的利益，应当在节能减排的同时降低其一部分环境成本。能源性企业

在当下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过度生产会造成能源短缺，而且会对自然环境造

成严重的破坏，所以企业正确且及时地披露环境成本信息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对

社会和自然的负责。企业在未来需要更加注重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为企业谋求

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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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成本的定义尚未有定论

深入学习国内外学者们对环境成本的研究成果，发现他们均在环境成本的重

要性这方面达成一致。对于环境成本的定义问题，普遍认为是指企业因为关于环

境的社会责任而采取相关措施的成本，以及在生产活动中为达经营目的支付的跟

环境相关的费用。环境成本的分类是基于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具体来说，环境成

本可以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成本，并根据其空间范围分为内部成本和外部成

本。就其用途而言，环境成本可进一步划分为环境资源消耗成本、环境处理成本、

环境恢复成本和环境机会成本。本文将环境成本分类为：资源损耗成本、环境降

级成本、内部损失成本和环境防治成本。

（3）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方法并未统一

在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研究上面，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较少，导致并未出

现一种公认的合理方法。对于环境成本的确认，目前费用化和资本化的问题仍然

是一个难题。而计量方法众多：作业成本法、生命周期法、完全成本法等，都有

其优势和缺点。本文采用了生命周期法来研究钢铁企业的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问

题，希望能为该领域做出一点贡献。

（4）对本文的启示

“双碳”目标下，ESG 管理、碳会计、环境成本核算等问题，作为新鲜的课

题而受到普遍的关注，本文也是如此。这说明环境问题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

注，研究再多，也要企业应用到实务中，这才是有效的进步。在“双碳”的背景

下，环境成本的内涵和外延会有怎样的变化？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会受到怎样

的影响？企业应当如何重视环境成本？这都是本文后续研究的方向。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1.4.1 研究内容

本文运用生命周期法对企业的环境成本进行确认与计量，并以宝钢股份为实

际案例对研究成果进行检验，同时为钢铁企业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的环境成本

确认与计量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和完善措施。

本文共分为六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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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绪论。首先对文章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进行阐述，其次研究

了“双碳”目标和环境成本相关文献的内容，介绍了截至目前学者对环境成本的

研究经验，探究环境成本的起源、背景、研究现状和不足。最后对文章的研究内

容、研究方法以及技术路线进行了列举。

第二部分：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对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涉及到的相关概念

进行解读，并罗列了研究所设计到的相关理论基础，给后续的研究和分析搭建了

理论平台。

第三部分：宝钢股份环境成本现状。概述了我国钢铁行业的发展现状，重点

介绍了宝钢股份当前的环境成本状况，为后续提出问题奠定了基础，从其环境成

本的确认不全面和计量不准确方面提出对宝钢股份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研究的

必要性。

第四部分：宝钢股份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的分析。首先评估了宝钢股份的产

品生命周期，然后分析了该公司用于确认环境成本的标准、方法和流程，最后介

绍环境成本计量的单位、属性和方法，对宝钢股份的环境成本进行计算。

第五部分：“双碳”目标下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的对策和建议。为企业应当

完善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体系提出建议，分析“双碳”目标将推进环境成本会计

走向实践，最后总结出“双碳”目标下环境成本的未来发展。

第六部分：研究结论及展望。首先对前文进行概况和总结，然后寻找本文在

分析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而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1.4.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以重污染企业中较为典型的宝钢股份为例，在对宝钢

股份的环境成本现状进行分析后，运用生命周期法对宝钢股份环境成本进行确认

与计量研究，为钢铁企业响应“双碳”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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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框架

图 1.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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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本章介绍了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的相关概念的内涵和界定，并且总结了本文

研究所需要的理论，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

2.1 相关概念

2.1.1 环境成本

环境成本指的是企业应当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其商品进行生产运输经营时，

预防可能会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和改善已被污染的生态环境现状所要付出的全部

费用。在本文中，钢铁企业的环境成本包含了在钢铁产品的开采、冶炼和加工过

程中产生的所有与环境相关的负面经济影响，目的是促进可持续、绿色和低碳的

发展。

由于环境问题很复杂，因此学者们对环境成本的外延并没有达成共识。根据

目标群体的不同，环境成本的内容也会有所不同。环境成本根据时间跨度可分为

三类，即过去的环境成本（事前支出）、当前的环境成本（事后支出）和未来的

环境成本（负面和事后支出）。其中，未来的环境成本由于其潜在的性质和可能

对环境造成的重大损害而需要特别注意。环境成本也可以根据其空间范围划分为

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内部环境成本指的是企业因自愿承担环境责任而

做出的环境绩效。而外部环境成本指的是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负面外部因

素，这些外部因素不是由企业自己承担的，而是强加给社会的。随着环境污染问

题对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也开始逐渐重视环境保护这一话题，由此可见，

外部环境成本的内部化趋势将会在未来凸显出来。

本文针对钢铁企业的生产特征，将环境成本划分为四个方面，其中包括资源

消耗成本、环境降级成本、环境防治成本和内部损失成本。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双碳”目标下宝钢股份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研究

13

2.1.2 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

会计的确认与计量指的是确认某项目应否作为会计对象要素正式加以记录，

并进一步确定已记录和加工的数据资料是否应全部列入会计报表，以及如何列入

会计报表的过程。会计确认的功能主要包括：（1）确定在会计系统中记录一个

经济事件是否合适；（2）确定记录该事件的相关会计要素；（3）何时进入。

会计的计量包括计量标准和计量属性，会计上一般采用货币为主要的计量标

准，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五种计量属性。在

环境会计中，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是至关重要的内容，为了准确反映企业生产

和经营中与环境有关的项目，在列入会计报表之前，必须对这些项目进行仔细识

别和适当计量。

2.1.3 生命周期法

生命周期成本法植根于生命周期思想的发展，是由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越来

越大而出现的。这种方法以生命周期评价法（LCA）为基础，而生命周期法下的

环境成本旨在量化产品整个生命周期所产生的所有环境成本，其基本概念是，环

境成本必须根据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来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通过采用这种

方法，企业可以全面了解其产品在每个生命阶段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环

境成本信息使企业能够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降低资源耗损和环境退化的成本，

加强环境污染控制，从而提高企业运营的效率。从本质上讲，基于产品生命周期

的环境成本的确认和计量，可以详细了解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的价值，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实施有效措施的机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最大

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2.2 理论基础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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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出版物《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

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一概念旨在促进满足当前需求的发展，同时保障子

孙后代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以公平、可持续和共同性为核心原则。1992 年在

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几份重要文件，包括《21 世纪

议程》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一步推进了可持续发展议程，使其成为一个

具有国际意义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力求将经济效益、生态和谐、社会公平融入人类发展，最终目的

是实现人类全面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源自于环境保护问题，但目前必须将环

境问题和人类的发展问题结合起来，才能达到人类经济发展的全面性战略。可持

续发展理念包含三个方面：经济、生态和社会，在这三个维度下，环境成本会计

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会计，其可以为企业提供较为全面的环境会计信息，能够有

效整合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使企业做出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经济决策。

2.2.2 外部性理论

作为环境成本会计的一个重要理论，外部性的概念在经济学文献中仍然难以

捉摸。1890 年，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了外部性概念，其嫡传

弟子庇谷通过福利经济学的视角，利用现代经济方法对外部性进行了全面的研

究。这项工作建立在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概念之上，并引入了“外部不经济”

的概念来反映外部性的负面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外部性的研究已经发展到

强调企业和居民对其他企业和居民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强调外部性对单个企业的

影响。

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将外部效应内部化，并利用市场机制来控制外

部不经济性。将生产对外部社会的影响纳入生产者的经济行为是至关重要的，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必须进行环境成本核算，量化其经营而产生的环境和社会

成本，使他们能够通过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来解决其业务对环境的外部影响。

环境成本会计可以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促进外部环境成本的内

部化，并为改善企业生态足迹的战略决策提供宝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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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是现代经济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由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乔

治·阿克罗夫、迈克尔·斯彭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 1970 年代首次研究所

发现，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一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在市场交易中，

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各方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与拥有更多信息的人相比，拥有较少

信息的人处于不利地位。然而，拥有足够信息的各方可以通过与信息较少的各方

分享这些信息而获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可能会妨碍市场的效率和流动性，这对

于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来说是应该得避免的。

在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方面，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企业的环境成本

没有得到准确的确认与计量，只有企业经营者对其环境绩效有清晰的认识，使得

投资者难以评估其环境贡献。这可能导致投资者只能根据自己所看到的该企业的

环境绩效来做出投资决定。如此一来，市场可能会对那些在环境保护方面投资而

回报很少的企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企业应该以信息对称的方式确认与计量其

环境成本，以改善市场的环境绩效，使投资者可以有效评估被投资企业的环境绩

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6%E7%91%9F%E5%A4%AB%C2%B7%E6%96%AF%E8%92%82%E6%A0%BC%E5%88%A9%E8%8C%A8/427778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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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宝钢股份环境成本现状

钢铁行业作为重污染行业，选择钢铁企业为案例企业研究环境成本是具有代

表性的。本章首先介绍了我国钢铁行业的发展现状；其次以宝钢股份为案例企业，

分析了宝钢股份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的现状；最后提出了确认与计量方面的问

题。

3.1 我国钢铁行业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增长，钢铁行业在这过程中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1996

年至今我国的钢铁产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一，历经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从 2013 年

来我国钢铁产量一直保持 10 亿吨以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钢铁工业经历了“一

次重大转变”、“两个黄金发展期”、“三次基本建设高潮”和“一段曲折的发

展道路”。在这些转变之后，我国的钢铁工业规模迅速扩大，2001-2008 年间，

钢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 20%，占全球钢产量的比重从 17.8%提高到 38.2%，彻底

结束了我国钢铁材料供给不足的历史。图 3.1 为我国钢铁行业产品产量在 2016

年-2021 年的情况。

图 3.1 2016-2021 年中国钢铁行业产品产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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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铁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进入 2022 年来，中国

钢铁行业持续低迷状态，供需两端均呈现低位运行，导致刚才和原材料价格连续

下行。同时钢铁行业在开采冶炼过程中，大量消耗煤、焦炭等原料，不仅造成了

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还产生了很多的污染物，各种废水、有害气体和废渣的排放

对我国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每年钢铁行业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约为我国各

类污染物总排放量的 14%。在这样的状况下，钢铁行业必将出现新的发展趋势。

“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节能环保和绿色发展成为钢铁企业的竞争力，未来钢

铁企业的盈利能力、产能扩展能力、发展能力都将取决于绿色低碳发展能力。

3.2 宝钢股份环境成本概况

3.2.1 宝钢股份简介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宝钢股份”，是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的核心企业，2000 年 12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代码：600019）。自 2000

年以来，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宝钢股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实力基础和丰富的资

本积累。公司致力于“做钢铁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者、做未来钢铁的引领者”的

企业使命。宝钢股份努力成为开拓者，争创一流地位，勇于自我否定，积极变革

创新，与最强的对手竞争，从行业的跟随者过渡到引领者。

表 3.1 宝钢股份历史发展

时间点 发展进程

1978 年 12 月 宝钢工程动工

1985 年 9 月 宝钢一号高炉点火投运

2000 年 2 月 宝山钢铁股份有效公司创立

2000 年 12 月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SH600019）

2015 年 9 月 湛江一号高炉点火

2017 年 2 月 宝钢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武钢股份

资料来源：宝钢股份 2021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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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股份的主营业务是钢铁生产，专业生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碳钢薄

板、厚板、钢管和其他钢铁产品。这些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石油化工、

机械制造和能源运输等各个行业。电工钢作为钢铁技术含量最高的品种钢，2021

年，宝钢股份的硅钢总产量为 384 万吨，其中取向硅钢 94 万吨，占世界的 27%；

无取向硅钢 290 万吨，占世界的 16%。宝钢股份生产的主要钢铁产品在 2021 年

的总产量为 4633 万吨，图 3.2 为宝钢股份 2018 年-2021 年主要产品的生产量。

图 3.2 2018 年-2021 年宝钢股份主要产品生产量（万吨）

宝钢股份是中国冶金系统第一家通过 ISO－14001 环境认证体系的企业，因

此本文选用宝钢股份为案例企业进行研究。宝钢建立了严格的内部控制标准，不

断改进生产工艺，优化能源结构，减少能源消耗，在整个业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

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秉承环境经营理念，在节能环保、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

展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推进“三治四化”（废气超低排，废水零排放，固废

不出厂；洁化，绿化，美化，文化），加快建设绿色城市钢厂。

宝钢股份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道路，旨在减少环境污染和碳排放，引领钢

铁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宝钢承诺 2023 年实现碳达峰，并承诺力争在 2050 年提

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上述目标，宝钢将继续推进“绿色制造”和“制造绿色”，

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冶金创新工程，开展钢铁前瞻性、颠覆性、突破性技术的研究

和开发。宝钢将探索和掌握绿色低碳冶金的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未来钢铁技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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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优势，并开展钢铁产品全生命周期评估（LCA），评估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情况。

此外，还将开展钢铁产品的绿色设计，提高产品性能，实现产品的可持续使用。

2021 年，宝钢股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重点污染源在线排放

全部达标，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达到同口径历史最好水平。宝山和东山基地

实现了 100%无固体废弃物出厂，长江保护工程进展顺利。此外，宝山基地经过

升级改造，打造花博会“宝钢花园”，梅山基地也成功发展成为国家 3A 级旅游

景区。宝钢股份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体现在其对绿色倡议的关注上，其将继续引

领低碳和绿色生产，为其他企业树立一个榜样。

3.2.2 宝钢股份环境成本构成

目前，宝钢股份没有在环境成本核算体系下单独计算环境成本。根据本文对

环境成本会计的理解，宝钢股份将部分环境成本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进行了披

露，包括环保费用化投入、环保资本化项目投入、财年内面临的环保罚款。表

3.2 是宝钢股份 2021 年的环境绩效。

表 3.2 环境绩效表

环境绩效 单位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环保费用化投入 亿元 63.9 62.4 69.4

环保资本化项目投入 亿元 43.3 35.4 52.2

环境污染事件数 件 4 3 3

财年内面临的环保罚款 万元 69.5 138.8 117.43

资料来源：宝钢股份 2021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目前宝钢股份环保费用化投入主要包括：

（1）环保设备折旧费，这些费用主要存在于宝钢股份的固定资产中，企业

一般采取年限平均法或加速折旧法进行计提折旧。

（2）环境监测费用，企业为了监测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废气排放，而制定了

环境监测机构和设施，其机构的日常费用开支和环境检测设施维修检查费用统一

计入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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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污费，当企业生产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超过国家制定标准，需要缴

纳一部分费用，该部分费用计入营业外支出。

（4）绿化费，企业对厂区进行绿化而发生的费用。

（5）环保宣传费，该部分费用用于企业组织员工开展环保教育培训。

宝钢股份环境成本资本化的项目包括六个板块，表 3.3 是宝钢股份 2020 年

环保资本化项目投入明细。

表 3.3 2020 年环保资本化各板块投资表

环保投资板块 投资金额（亿元）

大气污染治理投入 27.5

污水排放治理投入 1.5

废弃物循环利用投入 5.3

环保研发投入 0.2

维修工程投入 0.4

其他投入 0.5

资料来源：宝钢股份 2020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3.3 宝钢股份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的不足

通过宝钢股份年度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可知，企业当前所披露的仅仅是与

环境相关的绩效，其中包括环保罚款、费用化和资本化投入，而把企业因进行经

济活动需要开采自然资源从而造成的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损失，这部分与环境相关

的成本并没有进行确认和计量。如果企业将这部分环境成本不经处理放置到期间

费用里面，那么产品的总成本将难以计量，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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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年份 投资总额 治理废水 治理废气
治理固态

污染物
治理噪声 治理其他

2016 8190040 1082395 5614702 466733 6236 1019974

2017 6815345 763760 4462628 127419 12862 1448676

2018 6212735 640082 3931104 184249 15181 1442119

2019 6151512 699004 3676995 170729 14168 1590616

2020 4542586 573852 2423725 173064 7405 136454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表 3.4 为我国近几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情况，近年来，我国工业污染控制投

资的减少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一个因素是政府希望将部分环境成本负担转移给企

业。作为重要的重工业企业，企业应该加强对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体系，提供

透明和全面的环境成本信息，并与政府合作，推进环境保护工作。

从目前来看，宝钢股份的环境成本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3.1 环境成本的确认不全面

对于钢铁企业，环境成本的确认应该资本化还是费用化是十分重要的，资本

化或是费用化直接影响企业生产产品的定价高低。目前，我国对环境成本资本化

或费用化没有明确的会计规定。因此，在钢铁行业，环境成本的资本化和费用化

的区分是十分随意的，企业依据自己的需要去进行资本化和费用化的划分，这样

的做法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产生，就是企业的管理者获得的环境成本数据并

不具有真实性和有效性，这会使企业管理者在经营决策中做出错误的判断，难以

实现合理有效的环境成本管理目标。

宝钢股份现行环境成本的确认不全面且不规范，当前宝钢股份仅仅针对一部

分环境绩效进行了确认，其只包括环保罚款、费用化和资本化的环保投入等这些

企业内部钢铁生产的成本，而忽略了外部性成本，这部分成本应当有因开采自然

资源导致环境污染的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这种对环境成本的有限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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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导致企业低估了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与之相关的成本，使得准确表述单个产品

的环境成本信息成为挑战。

3.3.2 环境成本的计量不准确

目前计量钢铁企业环境成本的方法是依靠基于历史成本属性的货币计量。虽

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环境成本可以用货币来准确计量，但其他成本，如因

自然资源耗损和环境污染产生的一系列成本，却很难准确计量。许多企业没有采

用有效的环境成本计量方法，导致对企业的环境成本评估不准确，这反过来又阻

碍了企业管理者的知情决策权力。

宝钢股份环境成本的计量是通过将环保设备折旧费、环境监测费用、排污费、

绿化费和环保宣传费等进行费用化，将一些环保投入项目资本化进行计量体现，

并进行会计处理。企业未对生产活动中发生的环境污染而支出的费用进行计量，

这样无法准确体现企业的环境成本会计信息，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环境成本计量的不准确导致企业环境成本会计的信息不对称，使企业无法正面其

造成的环境污染状况，未来可能会产生舆论压力，给企业未来的经济利益带来不

利影响。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影响企业响应“双碳”目标，对企业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产生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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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宝钢股份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的分析

本章利用生命周期法对宝钢股份进行环境成本分类，通过收集宝钢股份

2021年的相关数据，对其环境成本的确认进行了分析，并计算了相关的环境成

本。

4.1 宝钢股份产品生命周期分析

宝钢股份是国内钢铁企业中开展 LCA 研究工作的先行者。经过对钢铁产品

LCA 不断的研究和开发，宝钢股份已经建立了基于生命周期的钢铁产品绿色设计

和绿色制造方法，以及标准体系、产品碳足迹计算模型和数据库。通过结合整个

价值链的上下游环境绩效分析，宝钢股份将产品生态设计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

次，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应用体系。

4.1.1 宝钢股份产品生命周期流程

根据钢铁企业环境成本的定义和钢铁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成

本，可以确定宝钢等钢铁企业的环境成本是在其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产生的。

在宝钢股份钢铁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煤炭和铁矿石等初级材料都来自于自然资

源。为了减轻这些自然资源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宝钢股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含

铁和含碳的固体废弃物、钢铁循环材料和有机生物质资源。这不仅减少了新资源

的消耗，也减少了对环境和社会的危害。此外，宝钢股份还有效减少了炼铁过程

中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在产品寿命结束后，废钢被回收，这些回收材料也可用于

钢铁生产阶段。具体产品生命周期流程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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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宝钢股份产品生命周期流程

4.1.2 清单分析

（1）资源消耗

钢铁在生产过程中消耗大量的资源，据统计，我国钢铁工业生产一吨钢铁需

要：矿砂 1550kg、煤炭 400kg、电耗 158kw 和水 1.24 3m 等。宝钢股份每年的煤

炭消耗量大约在 3000 万吨，表 4.1 是 2021 年宝钢股份其他原料的投入量。

表 4.1 2021 年宝钢股份原料投入量

指标 单位 数据

铁矿石 万吨 7357

外购废钢 万吨 733

其他辅料（白云石、石灰石） 万吨 1444

资料来源：宝钢股份 2021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2）大气污染

宝钢股份在冶炼钢铁的过程中产生的气体污染物有固体颗粒物、 2CO 、 2SO 、

XNO 等，表 4.2 是 2021 年宝钢股份气体污染物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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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021 年宝钢股份气体污染物排放量

气体污染物 排放量

颗粒物 7047.37 吨

2CO 9080.5 万吨

2SO 9158.29 吨

XNO 25332.38 吨

资料来源：宝钢股份 2021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3）固体废物污染

钢铁冶炼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弃物，包括粉煤灰、工业固废、钢渣、

高炉渣和危险废弃物等。其中一部分固体废弃物可通过一系列处理办法回收其有

价金属提高回收率，对其进行加工实现再利用。

根据宝钢股份披露的 2021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可知，企业在 2021 年产生的一

般废弃物为 38195 吨，产生的危险废弃物为 506748 吨。

（4）水污染

钢铁工业是用水的重要贡献者，占全国工业用水量的 19%，废水排放占全国

工业废水排放量的 11.3%。钢铁工业废水含有多种污染物，包括高浓度的挥发性

酚类、氟化物、石油、悬浮物、砷、铅和其他有害物质。宝钢股份 2021 年废水

排放 5千万立方米，表 4.3 是宝钢股份 2021 年废水污染物的排放量。

表 4.3 2021 年宝钢股份废水污染物排放量

废水污染物 排放量

COD 794.91 吨

氨氮 65.32 吨

资料来源：宝钢股份 2021 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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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宝钢股份环境成本分类

根据钢铁企业环境成本的定义和对其产品进行的全生命周期分析，本文认为

钢铁企业的环境成本应当分类为：

（1）资源损耗成本

资源损耗成本指的是钢铁企业在煤炭和铁矿石开采过程中，由于地表土壤扰

动而导致森林价值耗损的货币成本。这种成本的产生是由于采矿活动带来的物理

和生态变化，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耗损和环境的退化。

（2）环境降级成本

环境降级成本指的是企业因经济活动造成的破坏和污染而导致自然环境服

务减少的货币价值。尽管实施了各种环保措施以达到国家标准，但钢铁企业不可

能完全消除这种对环境的污染，从而达到完全清洁的标准。经过处理的污染物仍

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导致环境质量恶化。此外，这些污染物的处理费用必

须由企业自己承担。不幸的是，一些小型钢铁企业不经任何处理就直接向自然环

境排放污染物，加剧了环境的破坏和相关费用的增加。

（3）环境防治成本

环境防治成本指的是钢铁企业为保护环境，防止当前和未来因生产和经营行

为造成的环境恶化而产生的费用。该成本主要包括：

大气污染治理投入。钢铁冶炼过程中势必会造成大气的污染，企业为防止对

空气造成过度的污染，投入的一部分治理大气污染的支出，这部分支出包括绿化

项目、除尘设备和废气排放优化设备等。

污水排放治理投入。企业为使污水排放达标，投入的一部分成本，包括完善

企业外排污水处理工艺、购买污水处理设备和为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而投资的一些

设备。

废弃物循环利用投入。钢铁企业会为冶炼钢铁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循环

利用处理，例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钢会循环利用再次进行生产提炼，此部分支

出指的是企业对循环利用工艺的投入。

环保研发投入。这部分指的主要是钢铁企业实施先进技术以达到提高环境绩

效和防止退化的目的，为此原因而产生的一部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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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过程投入。指主要涉及用于污染控制的设备和设施的日常维护和运行费

用。

其他防治投入。企业维护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其他相关性支出。

（4）内部损失成本

来自于监管部门因违反环境法规而对企业实施的处罚或罚款。这些违规行为

可能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危害和其他由企业排放污染物引起的环境事件。

4.2 宝钢股份环境成本的确认

4.2.1 环境成本的确认标准

钢铁企业环境成本的确认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与环境相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出。指的是企业为防止生产过程中的污染

和补偿生产造成的生态污染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2）企业发生的与环境相关的交易和事件。这类判定有以下三个方面：此

类交易和事件的责任方在于企业本身、此类交易和事件涉及到环保问题和此类交

易和事件导致企业有经济利益的流出。

（3）企业与环保相关的支出是否可以有效计算或估量。钢铁企业环境成本

的涉及面十分广泛，类似于环境监测费用、环保设备购置费等是可以被完全计量

的。计量钢铁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是一项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由于难以准确

评估真实成本，企业通常采用物理单位进行量化。

此外，企业因经营活动产生的支出是否应该被确认为环境成本，还应该包含

以下四个标准：

（1）可靠性，即钢铁企业应确保与环境成本项目有关的信息得到准确报告，

同时保障所需会计信息的质量。

（2）可计量，环境成本项目的金额可以用特定的方法准确计量。

（3）相关性，钢铁企业出具的环境成本信息可以反映企业的风险状况，可

以为企业经营者做出经济决策提供真实、有效的参考信息。

（4）可定义性，与环境成本的定义标准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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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环境成本的确认方式

本文研究了钢铁企业环境成本资本化的标准，考虑到其生产和经营特点，研

究发现，在以下情况下，环境成本可以符合资本化的要求：

（1）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的资源能够有效缓解其生产活动造成的环境

影响。

（2）企业发生的与环保相关的交易和事项能够构成环境资产，便可以资本

化，通过折旧分摊计入收益期间的成本。

（3）可以提高相关资产的使用时间。

企业的环保设施能够满足以上条件的应予以资本化。而类似于企业的排污

费、维护环境支出的费用等这类支出，由于发生后会导致企业的经济利益流出，

应当予以费用化处理。

4.2.3 环境成本的确认流程

综上所述，钢铁企业环境成本的确认流程具体如下：

第一步，考虑企业发生的交易或事项是否与环境相关，若相关则进行下一步，

否则，将不被确认为环境成本。

第二步，考虑企业与环境相关的交易或事项是否能引起当期经济利益的流

出，若不能却可能引起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出，则预提环境准备金，若能引起当期

经济利益的流出，则进行下一步。

第三步，考虑交易或事项是否满足可靠性、可计量、相关性和可定义性的认

定标准，若能进行下一步。

第四步，考虑是否符合资本化条件，符合资本化条件则确认为环境资产，若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则计入当期损益。

具体流程如图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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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环境成本确认流程图

4.3 宝钢股份环境成本的计量

4.3.1 计量单位和计量属性

环境成本通常以货币形式进行计量，并辅以物理单位和其他计量单位。

会计计量属性，如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被用

来计量这些成本。历史成本是最广泛使用的计量属性，因为可以从过去的交易中

获得成本数据，而且数据具有现实性和准确性。然而，就钢铁企业发生的环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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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言，可能无法获得所有成本的历史交易证据。因此，本研究采用历史成本作

为估算钢铁企业环境成本的主要计量属性，并辅以其他计量属性。

4.3.2 计量方法

依据对环境成本的分类可知，能够被量化的成本包括内部损耗成本、防范维

护成本、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而内部损耗成本和防范维护成本能够从

企业内部获取相应的数据，因此本文就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进行计量。

本文选用的计量方法是市场价值法，环境成本的计量涉及到使用环境负荷数

据，该数据确定了释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以及相关的环境负荷成本，从而能够

有效管理公司的环境影响。具体计量方法如下：

1.资源消耗成本

对于钢铁企业资源开发产过程中产生的资源损耗成本的计量方法，本文在阅

读大量文献后，总结出了以下的计量模型：

)(
1

i

n

i
i ELUELCRDC 



其中资源损耗成本的量值用其英文缩写 RDC 表示，而 UELC 表示当钢铁企业开采

自然资源时，每单位资源的环境价值，而环境负荷量则用 EL 表示。

（1）环境负荷量 EL

生产钢铁产品所需要的原料有：煤炭、铁矿石和其他辅料等，本文将计算占

较大比例的开采煤炭和铁矿石所产生的环境负荷量。

钢铁企业开采煤炭产生的环境负荷量：







DGcoal

1 ,其中 coalG 表示开采一

吨煤炭所产生的环境负荷量， 1 表示每开采一吨煤炭对地表土造成扰动的重量，

且 4
1 101.1  kg，D 指耗煤量， 代表土壤所能容纳污染物的平均容量，

37 m/kg107.1  ，  则代表开采时需要挖掘的土壤层厚度，将其取值为

m3.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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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企业开采铁矿石产生的环境负荷量：







DGiron

2 ，其中的 ironG 表示每

开采一吨铁矿石所产生的环境负荷量， 2 则表示每开采一吨铁矿石对地表土造

成扰动的重量，且 kg4
2 106 ，D指耗煤量，α代表土壤所能容纳污染物的平

均容量， 37 /107.1 mkg ， 则代表开采时需要挖掘的土壤层厚度，将其取值

为 m3.0 。

（2）单位环境负荷成本 iUELC 的确定

全面计算负面环境影响造成的损害成本需要考虑防护支出和机会成本，现如

今，在鉴于全国各地缺乏统一的污染物环境标准，计算位环境负荷成本 iUELC 是

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使用专门的工具和技术。本研究采用了欧盟开发的

Extern-E 方法来估计污染物的环境负荷单位成本，得出钢铁企业在开采自然资

源过程中产生的每单位资源的环境价值为 2.49 元每平方米。

2.环境降级成本

根据钢铁生产过程中的一般特点，冶炼过程中会产生各种污染物，包括废气

和污水。尽管实施了环保设施并遵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但这些经过处理的废

物仍会造成环境恶化，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计量和量化这些成本具有挑战

性，是计算总环境成本的主要障碍。对于钢铁企业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降

级成本的计量方法，本文在阅读大量文献后，总结出了以下的计量模型：





n

i
ii ELUELCEDC

1
)(

同样，模型（2）中环境降级成本的量值用其英文缩写 EDC 表示，而 UELC 表示当

钢铁企业在生产产品时，环境负荷量的单位成本，而环境负荷量同样用 EL 表示。

（1）环境负荷量 EL 的确定

颗粒物排放量：
A
bBDGdust





1

)1(103 
,其中Gdust表示钢铁产品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的排放量，D指煤炭耗损量，B 指煤的成分，b 表示烟气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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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烟尘所占灰分的百分数，其中煤粉炉的 b值为 75%-85%， 代表除尘设备除尘

的效率，A指的是煤粉充分燃烧的部分占烟尘的百分数，取值 4%-8%。

2SO 排放量： )1(106.1 3
2 SSO SDG  ,其中

2SOG 表示钢铁产品生产过

程中的 2SO 的排放量，D 指煤炭耗损量，S 指煤的全硫分， S 表示 2SO 的脱除效

率，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若没进行任何脱硫操作，则 0S 。

XNO 排放量： )10(1063.1 y
63

XX NONO CVNDG  

）） nny
6 1(10(63.1    CVN

其中
XNOG 表示钢铁产品生产过程中的 XNO 的排放量， 取值为 20%-25%，指燃

料氮到燃料型 XNO 的转化率，N取值为 0.5%-2.5%，指含氮量，
XNOC 为 3m/mg94 ，

指充分燃烧后产生的气态 XNO 的量值， n 指脱氧效率。

2CO 排放量：
12
44)1(103

2
 KOCDG CCCO ,其中

2COG 表示钢铁产品生

产过程中的 2CO 的排放量，D指煤炭消耗量， CC 指含碳量， CO 指碳的氧化率，K

指固定率。

（2）环境价值 iUELC 的确定

表 4.4 为根据 Extern-E 法所估算的环境价值标准。

表 4.4 钢铁企业环境价值标准

单位：元/kg

污染物
XNO 2SO 2CO 废水 炉渣 TSP

环境价值 8.00 6.529 0.021 0.0008 0.10 3.616

资料来源：百度搜集所得

通过应用所开发的成本计量模型，我们可以代入数据，从而计算出钢铁企业

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资源损耗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而总环境成本则在此基础

上计入已被披露的环境防治成本和内部损失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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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宝钢股份环境成本计量的应用

为了说明钢铁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境的影响，宝钢股份的资源损耗成

本归属于原材料的获取阶段，而环境降级成本则与原材料的加工和钢铁产品的生

产有关。由于另外两部分环境成本已在宝钢股份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在本

节中，我们旨在对宝钢股份环境成本中未被披露的两部分进行计算。

1.资源损耗成本的计量

对于宝钢股份而言，资源损耗成本是在原材料获取阶段产生的环境成本，其

在开采煤炭和铁矿石时，会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从而产生环境价值损失。需要注

意的是，目前企业的环境成本计量中不包括资源损耗成本。宝钢股份 2021 年煤

炭消耗量约为 3000 万吨，铁矿石消耗量 7357 万吨，外购废钢 733 万吨，其他辅

料（白云石和石灰石等）1444 万吨。

（1）煤炭开采的环境负荷量：

kg1059.6470
3.0107.1
103000101.1 4

4

44
1 











 DGcoal

煤炭开采的环境价值损失：

77.1611149.21059.6470 4  iicoal ELUCLERDC 万元

（2）铁矿石开采的环境负荷量：

kg1094.86552
3.0107.1
107357106 4

4

44
2 











 DGiron

铁矿石开采的环境价值损失：

82.21551649.21094.86552 4  iiiron ELUCLERDC 万元

因此，宝钢股份 2021 年资源损耗成本合计为煤炭开采的环境价值和铁矿石

开采的环境价值的总和，即：16111.77+215516.82=231628.59 万元。表 4.5 为

宝钢股份资源开采阶段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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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宝钢股份资源开采阶段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值

环境成本 参量 金额（万元）

煤炭开采的环

境价值损失

每一吨煤炭的开采扰动地表土 1.1 吨，土壤的平均容量

为 1.7 吨/立方米；土壤层厚度 0.30 米；环境价值 2.49

万元/公顷。2021 年企业煤炭消耗量约为 3000 万吨。

16111.77

铁矿石开采的

环境价值损失

每一吨铁矿石的开采扰动地表土 6 吨，土壤的平均容量

为 1.7 吨/立方米；土壤层厚度 0.3 米；2021 年企业铁矿

石消耗量为 7357 万吨。

215516.82

合计 231628.59

资料来源：宝钢股份 2021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2.环境降级成本的计量

根据数据的搜集发现，宝钢股份 2021 年产生了大量的废气污染物和固体污

染物。目前，宝钢股份在环境绩效中仍然没有对这部分环境成本进行计量，包括

产品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物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因此，本小节将对宝钢股份

的环境降级成本进行计算。

通过对宝钢股份 2021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阅读，可以寻找到宝钢股份 2021

年污染物排放量，如表 4.6 所示：

表 4.6 宝钢股份 2021 年污染物排放量

废弃物 排放量

废气污染物

颗粒物 7047.37 吨

二氧化硫 9158.29 吨

二氧化碳 9080.5 万吨

氮氧化物 25332.38 吨

固体污染物
危险废弃物 506748 吨

一般废弃物 38195 吨

废水排放 5 千万立方米

资料来源：宝钢股份 2021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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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用了 Extern-E 法设计了钢铁企业所有污染物的环境价值标准，对于

宝钢股份的环境降级成本的计算同样使用了这个环境价值标准。

根据环境降级成本计量模型，环境降级成本为环境价值与污染物排放量相乘

再加总计算，得出宝钢股份在产品生产冶炼加工过程中的环境降级成本为

228933.61 万元，2021 年宝钢股份各类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失价值计算如表

4.7 所示：

表 4.7 环境降级成本计算表

废弃物 排放量
环境价值标准

(元/kg）

经济损失（万

元）
小计（万元）

废气污染物

颗粒物 7047.37 吨 3.616 2548.33

219484.18
二氧化硫 9158.29 吨 6.529 5979.45

二氧化碳 9080.5 万吨 0.021 190690.50

氮氧化物 25332.38 吨 8.00 20265.90

固体污染物
危险废弃物 506748 吨 0.1 5067.48

5449.43
一般废弃物 38195 吨 0.1 381.95

废水排放 5千万立方米 0.0008 4000.00 4000.00

合计 228933.61

资料来源：宝钢股份 2021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2021 年，宝钢股份在固废资源循环利用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其不断改

进生产工艺，用更加环保的技术来响应“双碳”目标的提出，同时也试图为企业

在困境中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因此，2021 年企业环境绩效的资本化投入

52.2 亿元，费用化投入 69.4 亿元，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 4件，财年内面临的环

保罚款 117.43 万元。这两部分环境成本虽然金额庞大，向社会证明了宝钢股份

在环保方面做出的努力，但企业仍然不能忽视包括资源损耗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

在内的另外两部分环境成本。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宝钢股份 2021 年计量的环境成本合计为 231628.59+22

8933.61+522000.00+694117.43=1676679.6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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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宝钢股份 2021 年环境成本构成

环境成本项目 金额（万元） 占总环境成本比例

资源损耗成本 231628.59 13.8%

环境降级成本 228933.61 13.6%

环境防治成本 522000.00 31.1%

内部损失成本 694117.43 41.3%

合计 1676679.63 100%

资料来源：根据宝钢股份 2021 年财务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计算整理所得

通过表 4.8 中宝钢股份 2021 年环境成本的构成比例，不难看出：

（1）在环境成本项目中，内部损失成本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环境防治成

本，而资源损耗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所占比重比较接近。其中内部损失成本和环

境防治成本比重较大说明了企业为响应“双碳”目标，做出的一些绿色低碳发展

的努力，和企业为了减少碳排放，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有较大的投入。

（2）宝钢股份目前的会计计量系统不包括资源损耗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

然而，这两项成本在宝钢股份的总环境成本中占了很大的比重，高达 27.4%。这

表明，企业在未来需要更加关注这些成本，国家和整个行业也需要关注。在宝钢

股份的环境降级成本中，占比最大的是生产过程中因废气排放对环境造成影响的

这部分，全球气候变化也正是由于企业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废气而导致的。目

前计入生产成本的环境成本远远低于其真实的损益价值，这是最严重、最明显的

外部化形式。这凸显了对环境成本进行更全面计量的迫切性，尤其是那些目前在

计量过程中缺乏的环境成本。

依照上述计量方法对宝钢股份 2019年与 2020年环境成本进行计算：

表 4.9 宝钢股份 2019 年环境成本构成

环境成本项目 金额（万元） 占总环境成本比例

资源损耗成本 249224.57 15.6%

环境降级成本 281030.23 17.5%

环境防治成本 433000.0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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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9 宝钢股份 2019 年环境成本构成

环境成本项目 金额（万元） 占总环境成本比例

内部损失成本 638500.00 39.9%

合计 1601754.80 100%

资料来源：根据宝钢股份 2019 年财务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计算整理所得

表 4.10 宝钢股份 2020 年环境成本构成

环境成本项目 金额（万元） 占总环境成本比例

资源损耗成本 236739.95 16.3%

环境降级成本 236123.10 16.3%

环境防治成本 353000.00 24.3%

内部损失成本 624000.00 43.1%

合计 1449863.05 100%

资料来源：根据宝钢股份 2020 年财务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计算整理所得

上表 4.9和表 4.10分别对宝钢股份 2019年和 2020年各部分环境成本和总环

境成本进行的计算。可以看出，在环境成本的组成中，内部损失成本仍占最大比

重，2019年和 2020年分别占 39.9%和 43.1%，其次是环境防治成本。尽管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强调环境保护，但环境成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费用化的。资源损耗

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各占环境总成本的类似份额。在 2019年和 2020年，这两部

分分别占环境总成本的 33.1%和 32.6%。然而，这两部分成本目前没有被纳入宝

钢股份的会计计量系统。因此，宝钢股份未来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环境成本管理

机制，尤其要关注资源损耗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国家和整个行业也需要关注这

两个环境成本构成。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宝钢股份的资源损耗成本和环境降

级成本在逐渐减少，这说明宝钢股份在近几年越来越重视减排问题，也是受到了

“双碳”文件的影响，企业在资源消耗和节能减排方面十分重视。宝钢股份在

2020年之后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也加大了力度，这表明了企业正在积极响应我国

的“双碳”目标，同时 2020年总环境成本相比较于 2019年和 2021年的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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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较低，这或许跟企业在 2020年受疫情影响导致的产量下降有关。

总之，宝钢股份作为重污染的钢铁行业，其环境成本数额较大，与此相关的

大量成本无疑将导致生产成本迅速攀升，与此而来的便是盈利能力的下降，这给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所以，本文建议宝钢股份必须对环境成本

有足够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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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双碳”目标下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的对策和建议

本章基于前文的研究，提出了“双碳”目标下环境成本未来发展的几点对策

和建议，环境成本会计走向实践是有必要性的。

5.1 完善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体系

本文以宝钢股份为具体案例研究了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方法，在研究内容

和方法上还存在较多的不足之处。在“双碳”目标这个大背景下，环境成本的研

究显得格外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我国企业可以在未来能够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为

我国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添砖加瓦。而对于环境成本会计的研究，目前来看最

大的难点便是确认与计量，如何确认环境成本，如何确定资本化和费用化的标准，

如何计量环境成本，这都是未来环境成本会计研究的关键之处。所以当下我们需

要更多的学者进入环境成本会计领域，探索合理的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体系，为

环境成本会计走向实践和“双碳”目标如此完成做出贡献。

就目前来看，尽管我国的环境成本会计已经发展了三十年左右，但一些关键

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特别是，环境成本会计还没有建立标准化的定义和分类，且

对环境成本的确认和计量的研究也相对较少。主要的挑战在于，环境成本涉及企

业的内部信息，如生产产品所需的自然资源开采量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排

放量，而这些数据是敏感和保密的，这使得对环境成本的研究具有挑战性。目前，

我国的许多工业行业正经历着生产效率降低的挑战，这些工业行业急需寻求其他

方法来保持竞争力。随着最近“双碳”目标的提出，很明显，绿色和低碳发展才

是我国未来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对环境成本的研究就显得尤为

重要。完善环境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体系是必要的，并且应当切实落实到企业经营

中，这将会使我国企业走上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

在现阶段，建立健全的钢铁企业的环境成本计量机制是至关重要，这种计量

机制的构建有助于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随着我国钢铁工业

的快速发展，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为了有效控制和防止钢铁企业

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就必须应当加强对钢铁企业的环境

成本计量。企业必须改进其生产成本计量，将因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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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损耗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纳入其中，使企业能够全面了解其真实的环境成

本。从更广泛的宏观角度来看，在确保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效的前提下，提

高环境成本在企业成本计量体系中的价值的重要性，完善钢铁企业的环境成本计

量体系是非常必要的。企业获得完整的环境成本会计信息，可以准确掌握内部和

外部的环境成本情况，并对未来的支出进行分析和评估，这将使企业能够制定出

有依据可言的环境保护政策，平衡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确保企业的

生产活动保持在自然生态承载能力之内。此外，还可以为建立我国钢铁行业的环

境成本补偿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5.2 “双碳”目标推动环境成本会计走向实践

从环境成本会计的首次提出到现在，其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在这个过程

中，理论研究方面有较显著的成果，实践却存在着很多困难。“双碳”目标的提

出，将会为环境成本会计从理论走向实践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

（1）“双碳”目标为环境成本的发展提供契机

当前由于环境污染给我们带来了种种问题，使得环境成本会计的发展有了推

动力。目前，我国的环境成本会计核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理论性的，没有

在实际环境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然而，“双碳”目标的提出为从理论研究过渡到

实际执行提供了契机。在绿色低碳发展的背景下，企业需要改变发展方式，调整

能源结构，探索节能减排技术，与此同时，环境成本会计的发展也受到了这些微

妙变化的影响。企业越来越重视低碳经济的发展，这使得环境成本会计理论的研

究受到高度关注，因此，环境成本会计在实践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2）环境成本会计可以记录“双碳”目标对企业的影响

“双碳”目标的引入为现有的环境成本会计理论增加了深度和内涵，使其与

实际应用更加紧密结合。为了响应“双碳”目标，经济运行的变化将反映在会计

实践中，需要采用确认与计量技术来捕捉这些新的发展。鉴于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是低碳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还有其他环境问题，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成本被确认

为环境成本。因此，可以利用环境成本会计来记录“双碳”目标对企业影响所产

生的各种成本，这样可以使环境成本会计框架得到完善。可以推断，环境成本会

计将作为“双碳”目标对企业会计影响的一个重要参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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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双碳”目标是环境成本会计走向实践的助力

由于许多企业认为环境成本会计会导致其发生更多的环境成本和所要承担

的责任的增加，所以对环境成本会计选择了敬而远之的漠然态度，导致目前我国

的环境成本会计的发展依然受到阻碍。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要支付的经济成本

已经非常之大，在这种情况下，当下立刻采取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要付出的代价

相比会小很多，现在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可以被认为是为未来的成本节约提前支付

的一种方式。随着绿色低碳发展成为了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确认与计量

环境成本变得至关重要，在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推动下，核算企业生产活动对

环境产生的影响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成本会计，将很快从理论过渡到实践。

5.3 “双碳”目标下环境成本的未来发展

环境成本会计发展到今天，如何去确认与计量环境成本，如何将理论应用到

实践中，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继续研究的方向。在“双碳”目标下，环境成本将成

为企业经营的重要成本，将对企业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我们要在这个

时点找到正确的方向，以助推我国环境成本会计走向实践和“双碳”目标如期实

现。

5.3.1 重视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的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重视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研究十分有必要。对这部分

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环境成本，促进企业实现“双碳”

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下是一些建议，以帮助企业重视环境成本的确认与

计量研究：

（1）强调研究的现实意义

开展此项研究对企业有一个有利因素，便是有助于企业提升社会形象。环境

成本的确认与计量可以表明企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和形象。通过认真计量环境成本，企业可以建立公开透明的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机

制，向社会公众传递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行动，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品牌价

值。

（2）加大资金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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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上，政府应该鼓励企业采取措施降低环境成本，例如建立绿色供应链

和生态设计，以减少环境成本的发生。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环境税和其他环境管

理政策来激励企业降低环境成本。同时，政府应该建立环境成本计量和披露的制

度，以确保企业公开准确和完整的环境成本信息。另外，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定优

惠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环境友好型生产。例如，对于实行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的

企业，可以给予税收减免、融资支持等优惠措施，以激励企业更积极地参与环保

行动。

（3）与国际接轨

环境会计的理论起源于国外，因此与国际接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国外企业

在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英国 BP 公司的《环

境成本框架》，德国西门子公司的《环境会计报告》等，这些企业的经验可以为

我国企业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示。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能源署等

已经开展了多项有关环境成本的研究和调研，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实践经

验。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环境会计和环境经济统计手册》，国际能源署

的《碳定价指南》等，这些研究和调研可以为我国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提供有

益的参考和借鉴。综上所述，借鉴国外的经验是研究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的重

要途径之一，可以为我国环境会计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支持和借鉴。

5.3.2 制定环境成本会计准则

环境成本会计要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得有相关法律环境的支持，为促进

环境成本会计从理论走向实践和适应形势的发展，国家立法机关应进一步建立健

全适应形势发展的环境法律框架。多年来，我国在建立由法律规范、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与细则三个层次组成的会计规范体系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环境成本

会计经过多年的发展，其理论方面已经趋向于成熟，应当被视为会计体系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也应该有专门的规范体系。环境成本会计应该有其专门的会

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一方面有利于企业环境成本核算更加有依据；另一方面还可

以规范企业对环境成本信息的披露问题。这种专门的环境成本会计规范体系将会

使我国企业得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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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并没有完善环境成本会计的法律约束，环境成本经常被企业混入管

理费用和其他费用中。这种做法导致无法确定环境成本在企业总支出中的比例，

使得企业管理者得不到有效的环境成本管理绩效，同时使得投资者无法对被投资

企业环境成本数据进行评判，特别是在“双碳”目标下。有鉴于此，本研究建议，

应根据“双碳”目标向利益相关者提供环境成本数据。因此，在“双碳”目标的

背景下，制定环境成本会计准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企业更好地理解和

管理环境成本，并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以下是一些建议，以帮助制定环境成本

会计准则：

（1）确定准则的目标和原则。制定环境成本会计准则之前，需要先确定其

目标和原则。例如，该准则的目标可能是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环境成本，同时促

进“双碳”目标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准则的原则可能包括公平、可比、透明和

可验证等。

（2）确定环境成本的确认和计量方法。环境成本的确认包括企业对环境造

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例如污染治理费用、能源消耗成本、碳税等。在确定环境

成本的计计量方法时，需要考虑成本的计量和核算方法，以及如何与财务报表相

结合。

（3）建立环境成本会计框架和分类。指将环境成本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

资源损耗成本、环境降级成本、环境防治成本和内部损失成本等，并确定相应的

计量方法和记录程序。

（4）确定信息披露要求和格式。在制定环境成本会计准则时，需要考虑如

何披露环境成本信息，包括报告周期、信息披露要求、信息格式等。此外，还需

要确定环境成本信息的审计要求和程序。

（5）预测和评估环境成本的影响。在制定环境成本会计准则时，需要预测

和评估其对企业和社会的影响，例如成本增加、环境效益提高等。

综上所述，制定环境成本会计准则需要考虑多个方面，包括确定准则的目标

和原则、确定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方法、建立环境成本会计框架和分类、确定

信息披露要求和格式，以及预测和评估环境成本的影响等。在制定准则的过程中，

应该积极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和交流，以确保准则的实施效果和社会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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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提升企业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会计人员必须掌握环境会计的基本理论和实践。

企业会计人员需要掌握环境会计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以便能够更好地分析企业的

环境影响和成本，并为企业提供环境管理和优化建议。以前，我国的大部分企业

很少关注公司运营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然而，宝钢股份发布的《气候行动报

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企业会计人员可以参与制定碳管理和环境管理的制度和

流程，并帮助企业建立碳排放和环境数据的采集、管理和分析体系，以便更好地

监控和管理企业的碳排放和环境影响。在“双碳”目标下的会计人员必须扩大他

们在碳会计、碳核查和碳监管等各个领域的技能和知识基础，以应对来自各方面

的挑战。这意味着会计人员不再只是处理传统的以资产为基础的财务会计报告，

还需要处理可持续性报告和气候行动报告。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双碳”目标下宝钢股份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研究

45

6 研究结论及展望

本章根据第四章的研究结果，对本研究得到的结论进行回顾和讨论，并提出

了本研究的存在的不足之处和未来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宝钢股份为案例企业，分析了“双碳”目标下企业应当对环境成本

进行确认与计量，这样有助于积极响应我国提出的“双碳”目标和使企业能够实

现绿色低碳发展。对于钢铁企业环境成本的确认，根据确认的标准、方式和流程

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对于钢铁企业环境成本的计量，通过对钢铁产品的生命周

期进行分析，将宝钢股份的环境成本划分为资源损失成本、环境降级成本、环境

防治成本和内部损失成本，在此基础上运用市场价值法对宝钢股份 2019年、2020

年和 2021年总环境成本进行了计量，得出以下结论：

（1）宝钢股份环境成本的确认必须是企业发生的与环境相关的交易和事件

会导致相关经济利益流出，且可以被有效计量或估量，还应该包含四个标准，即

可靠性、可计量、相关性和可定义性。其中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应当资本化，其他

的应当费用化处理。

（2）通过对宝钢股份环境成本的计算可知，内部损失成本和环境防治成本

所占比重较大，分别为 41.3%和 31.1%，而资源损耗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所占比

重相差不大，分别为 13.8%和 13.6%。由此可以得出，钢铁企业在经营活动中虽

然已经很重视环保方面的投入了，但是还是应该关注资源损耗成本和环境降级成

本，这将对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3）通过研究发现，环境成本会计的研究对于我国完成“双碳”目标是积

极的作用。环境成本从理论走向实践需要来自各方的努力，在这其中同样也需要

我国企业的配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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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究不足和展望

6.2.1 研究不足

环境成本的确认和计量研究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课题，全球范围内都在进行

研究。然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比较浅，而钢铁企业本身具有独特的特点。

此外，有限的信息获取渠道也给研究钢铁企业的环境成本确认和计量带来了挑

战，无法做到完全精确和严谨。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推进我们对这一重要

课题的理解。主要的研究不足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环境成本的分类划分不全面。本文仅仅将钢铁企业的环境成本划分

了四类，而钢铁企业在其开采生产后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操作，例如矿区的土地

复垦、冶炼生产后废弃物的循环利用，这些都和环境成本息息相关。

（2）计量方法的局限性。本文选取的计量方法并没有对宝钢股份环境 2021

年的环境成本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进行试验。

（3）数据收集的局限性。钢铁工业是我国一个重要的现代工业，与此同时，

它也是一个污染严重的行业。并且其生产和冶炼过程的数据往往是保密的，以保

护科研成果。此外，不同钢铁企业的生产环境、方法和产品成分的差异会限制研

究数据的普遍性，并可能导致所获得的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这些因素强调

了在解释这一领域的研究结果时需要谨慎，以及继续努力提高数据的质量和可用

性对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性。

（4）研究缺乏深度和广度。“双碳”目标下对环境成本进行研究是必然的，

但本文的研究只是分析了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体系，并没有延伸到其他方面，

缺乏深度和广度。

6.2.2 未来展望

本文选取了宝钢股份为案例企业来研究环境成本的确认和计量，这个选择有

一定的行业局限性，但它代表了向环境成本会计发展迈出的一小步。尽管如此，

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并需要继续努力改进和完善这一方向。对这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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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结果应谨慎解读，该领域的未来研究应以扩大这些初步结果为目标，并解决

存在的一些限制和缺陷：

（1）确定环境成本的定义和分类。本文仅仅对钢铁企业目前未被核算的两

个部分进行了计量，还要其他一部分的环境成本未被考虑在内，因此在今后的研

究过程中，首先应该明晰环境成本的定义，其次再去准确地划分环境成本的分类。

（2）构建适宜的环境成本计量模型。由于作者对环境成本的计量理论研究

不够全面，本文在构建环境成本的计量模型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未来的研究

中应该建立更为科学、合理、严谨的环境成本计量模型。

（3）提高数据的准确性。本文选取了宝钢股份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大部分来源于企业的年度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因此在

一定程度上不够充分准确。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应该以更为准确的数据进行分析，

并且扩大样本数据，使研究结果更加准确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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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与君同舟渡，达岸各自归。三年前，告别了烈日炎炎的武汉，满怀憧憬地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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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谢我的导师邢铭强老师，指导我完成本学位论文，邢老师的教诲让

我从迷茫中找到了方向，对人生有了一个全新的规划，在此谨向邢老师表达我最

诚挚的谢意！同时，我也感谢论文答辩组的各位老师，正是这些宝贵的意见，才

让我有了今天完整的论文。

其次，感谢我的父母，感谢父母二十多年的包容与关怀，是你们的支持才有

了今天的我，长大后才知道能遮风挡雨的不止是房子还有父母，望时光慢慢流逝，

终有一天我会成为你们的骄傲。

最后，我想感谢这一路走来遇到的所有人，他们或是帮助、或是成长、也或

是遗憾，总之，每一个人都是一种领悟，感谢他们教会我的所有。

最后的最后，感谢自己！风雨兼程，下一段旅程即将开始，希望跃入人海，

各有风雨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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