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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量大为

增加，由此产生了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使得全球气候变化出

现异常，已经引起各国的普遍关注，从 1997年的《京都议定

书》，到 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从 2003年英国提出“低碳

经济”概念到欧盟多数国家如英国、丹麦、芬兰、荷兰、挪威、意

大利和瑞典等纷纷引入碳税制度及美国颁布《能源政策法》，

标志着以“低能耗、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经济迅速兴起，逐渐

深入人心，而旨在为低碳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果提供支持和

鉴证的低碳审计也应运而生。

我国于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两型”社会的决策，“两型”社会一方面要求经济社会建立

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要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人

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低碳审计与两型社会建设的目标是相契合的，对低

碳审计模式的探讨完全可以置于“两型”社会的环境下，为“两

型”社会的建设提供有效的路径。

一、低碳审计研究进展及其现状

西方低碳审计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 低碳审计的萌芽阶段（1997 ~ 2003年）。1997年 12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159个缔约方签署《京都议定

书》，2009年 183个国家通过该条约并达成《哥本哈根协议》，

2003年英国提出“低碳经济”概念，这一时期随着世界各国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低碳经济”开始替代传统经济发展

模式，这也是低碳审计形成的前奏。

2. 低碳审计的开创阶段（2004 ~2009年）。“低碳经济”概

念被提出后，英国、丹麦、芬兰、荷兰、挪威、意大利和瑞典等国

纷纷引入碳税制度，美国颁布《能源政策法》，英国环境审计委

员会于 2009年 12月关于政府针对可持续发展、环保与气候

变化等问题采取的低碳措施及其执行情况和相关建议的工

作报告可视为低碳审计的开端。

3. 低碳审计的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2010年英国启动

了减碳承诺方案（CRC），这是一个强制性排放权交易计划，

旨在减少碳排放量，以达到 2050年在 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

80%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这也促进了碳排放计量方法的形

成，相应的低碳审计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产品碳迹审计，即产品

从购进原材料到消费的全过程的累加碳排放量的审计，现有

研究形成了产品生命周期分析法（LCA）、环境投入产出分析

法（EIO）以及综合法（Hybrid-EIO-LCA）。英国碳信托有限公

司开发了一种基于供应链的产品生命周期分析法, 此后英国

有 20家公司参与由政府支持的“低碳行动”,将其产品贴上

“碳标签”，即标明每一种产品自原材料到成品所有供应链上

碳排放的总量。此外，国外学者还积极探讨与低碳行为相关

的碳交易制度研究。但总体看来，对于低碳审计的方法还远未

成熟。

关于低碳审计模式，国内学者王帆（2010）介绍了英国低

碳审计的框架，即包括低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审计、低碳

收支的审计监督与低碳产品的审计认证的审计系统。田伟

（2010）给出了低碳审计的基本思路，认为低碳审计可沿着低

碳生产、低碳技术、新能源开发与环境绩效审计、节能减排审

计、能源审计相结合的方向探索。李兆东、鄢璐（2010）将我国

低碳审计的内容划分为低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审计、低

碳财税资金的审计监督、低碳经济行为和产品的审计认证三

类。姜玲玲（2011）则将低碳审计分为低碳经济政策调研提案

审计、法规及重要政策提案的执行情况审计、低碳经济资金的

绩效审计、低碳技术审计、清洁能源审计、低碳技术审计。

二、我国“两型”社会低碳审计发展模式的构想

1. 我国“两型”社会低碳审计的基本原则与实施思路。基

本原则包括：淤可行性原则，这一模式应包含实施低碳审计所

需的组织机构，一个适当的管理体系，一系列的理论与方

法、技术以及相关人力资源储备。于全面性原则。排碳行为不

仅是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的组织行为，也是个体消费者的

个人行为，因此低碳审计模式应涵盖对不同组织与个人的审

计。盂成本与效益原则。低碳审计的发展应尽可能以现有的政

府审计、独立审计和内部审计构成的审计体系为基础，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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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低碳审计与两型社会建设的目标相契合，我国“两型”社会低碳审计发展模式应符合可行性、全面性、成本与效

益、渐进性的基本原则，由低碳合规性审计、低碳行为的“碳中和”审计、低碳绩效审计组成。本文认为，在“两型”社会推进低

碳审计时应加深对低碳审计及其功能的认识，切实掌握低碳审计的发展特征，加快发展碳核算技术的研发，并培养胜任低

碳审计的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两型”社会 低碳合规性审计 “碳中和”审计 低碳绩效审计

59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 窑 援 中旬

再创一个新的系统。榆渐进性原则。低碳审计的理论与方法尚

处于探索阶段，低碳审计的发展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以现

有理论与技术发展为依托，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

如图所示，基于以上基本原则，构建我国“两型”社会低碳

审计模式，可由低碳合规性审计、低碳行为的“碳中和”审计、

低碳绩效审计组成，其中低碳行为审计又可分为个体或家庭

的低碳审计、企业的低碳审计、其他组织的低碳审计。低碳合

规性审计具有多元审计主体，政府部门实施合规性的外部审

计，各类组织的内部审计负责合规性的自查。低碳绩效审计为

审计署及各级审计机关实施的政府审计。而“碳中和”审计则

以独立审计为主，采取认证、鉴定等形式进行。

2援 我国“两型”社会低碳审计的具体内容。

（1）低碳合规性审计。主要审计组织或个人是否遵循了特

定的低碳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程序或规则，是否遵守了相

关合同的低碳要求。低碳合规性审计的执行主体以内部审计

为主，也可通过外包的形式由独立的注册会计师执行，国家政

府部门与事业单位的合规性审计除内部审计外，也可由政府

审计执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审计，以确保各类行为主体低碳经

济行为的落实。

（2）“碳中和”审计。“碳中和”是指中立的（即零）总碳量释

放，排放了多少碳就采取多少抵消的措施，来达到碳排放量的

平衡。“碳中和”审计可以从以下不同的实施主体来构建其审

计体系：

个体或家庭低碳行为审计。个体或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

组成元素，是低碳行为主体中最广泛的部分。这类审计针对个

体或家庭的日常行为来实施，可通过对个体或家庭日常生活

中排碳量的鉴定，以及个体或家庭购买的碳汇额度来审计其

是否达到“碳中和”状态。在低碳审计的初始阶段，个体或家庭

低碳行为审计可以采用自愿“认证”的方式，主要与文明社区

的创建相结合，在逐步发展起来以后，可以与个人或家庭的消

费行为挂钩，如对于持有“碳中和”认证书的个人或家庭在碳

产品的消费上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或者对于排碳量超标者

征收惩罚性碳税。

企业的低碳行为审计。企业的碳排放主要与其产品生产

相关，对于境内企业的低碳行为审计可集中于对其产品的低

碳审计，借鉴西方已实施的技术方法如 LCA、EIO、综合法建

立低碳审计标准和管理制度。对于跨国企业，由于其空间上对

国界的突破，世界各国发展水平的不一致，现阶段其低碳审计

存在较大的难度，从长远发展来看，应探索形成一种国际共识

和制定共同的审计规则，进行低碳审计的国际协调。

其他组织的低碳行为审计。其他组织指企业、家庭以外的

组织，包括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等，与企业所不

同的是，这些组织不生产产品，不存在需要对其产品进行碳核

算的问题，由于它们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存在碳排放的共性特

征，因此归为一类，这些组织的“碳中和”审计，在初始阶段仍

应采取自愿进行鉴证并且由独立审计机构出具审计鉴定书的

发展模式。

（3）政府低碳绩效审计。低碳绩效审计主要是衡量政府部

门的各项“低碳”相关举措的执行效率和效果，以及由此为“两

型”社会建设所带来的贡献。政府低碳绩效审计以政府审计部

门为执行主体，具体指标可嵌入政府绩效审计，对于其结果的

说明也可嵌入绩效审计报告，作为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三、推进低碳审计的政策建议

第一，加深对低碳审计及其功能的认识。可持续发展已成

为全人类的共识，而低碳审计对环境保护有着重要意义。我国

是《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之一，低碳审计的推行既能促进人

们加深对环境保护义务的认识，也可成为一种重要的预警与

监测手段。

第二，低碳审计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应与时代的经

济、文化发展相适应，才会具有可行性。现阶段，低碳审计在我

国还处在起步时期，其发展主要从理念上唤醒各类组织和人

们的认识，通过构建初级的审计体系，采取自愿、鉴证的方式

进行，从推行的区域上来看，首先可在“两型”社会实验区开

展；到发展阶段，各类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始实施，技术和方法

也渐趋成熟，低碳审计专门人才储备充分，则应适当采取强制

方法，在区域上则可扩大范围乃至在全国推进。

第三，加快碳核算技术的研发。碳核算是低碳审计的核心

技术，低碳审计发展模式要得以全面推行，还有赖于个体碳排

量的核算、企业产品的碳核算、组织的碳核算、森林碳汇核算

等技术的开发。

最后，培养胜任低碳审计的复合型人才。低碳审计人才不

仅应掌握审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有审计资格，而且应掌握

各类碳排放、碳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和碳核算技术。

【注】本文受湖南省教育厅软科学项目渊编号院2011ZK-

3012冤尧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野基于环境产权的企业低碳审计

研究冶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渊编号院11AZD030冤的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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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审计模式构建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