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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方式能为银行从这一巨大市场获得丰厚的利润。

基于以上结论，在集群供应链网络融资过程中：

（1）银行和物流企业要加强到对中小企业的审查、核

实。一方面，物流企业要准确判断企业经营运行状态、未

来的发展情况、参与融资的水平、偿还能力和信誉级别，

为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贷款业务提供依据。另一方面，银行

等金融机构要准确了解、核实物流企业的专业化水平、信

用、客服满意度等信息，据此来认定物流企业与中小企业

间的纽带关系是否良好，服务质量是否过关，业务行为是

否可信，以提高融资安全系数。

（2）参与融资的各方均需签订协议（合同）以规范各

方的行为。首先，银行和物流企业之间应签订合作协议，

规定双方在融资过程中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应享受的保

护和权利；其次，银行与融资企业签订融资贷款合同，规

范融资企业行为，降低银行融资风险。再者，企业与物流

企业之间也应签订协议，规定双方行为必须公开、合法、

正当。除此之外，还应阐明违反协议应当承担的经济责任

和法律后果。

（4）建立监管体系。集群供应链网络内企业共同成立

一个类似于管理委员会架构的组织，其组成可具体协商，

成立后由其负责制定一个具体的评价指标系统并定期开

展对供应链网络内企业的评价与考核。通过大家的共同

参与来形成内部约束力量，抑制企业的违约风险。

（5）建立一套完善的风险应对机制。融资参与企业根

据已开展的业务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预估，之后提出

风险发生时的具体应对措施，提前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注】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编号：

71171152）和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

13g071）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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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视角下的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核算

马 兰 田永姣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煤炭企业现行环境成本核算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环境成本补偿不足，没有进行单独核算，不符合收入

与费用配比原则。本文认为应该重新界定环境成本的构成，制定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方面的会计准则，将

环境成本设为一级科目，并且编制环境成本表。

【关键词】煤炭企业 环境成本 资源有偿使用 生态补偿

一、引言

“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自然

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

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

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环境谁付费原则……”，这是中共十

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第 53条所规定的内容。同时，该文件进

一步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

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

制度。”

煤炭产业是我国重要的基础产业，给人们带来了很

大的便利，但是在它开采过程中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

题,如破坏土地资源使生态环境恶化、破坏地下水资源、导

致危害大气环境等。在当今人们对环境保护高度重视的

背景下，将煤炭企业经营活动中所应承担的环境成本纳

入企业成本核算体系，不仅有利于煤炭企业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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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也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以及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

目前，煤炭企业的环境成本核算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一方面不符合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原则；另一方面没有单

独核算环境成本，且对环境成本的补偿不足。本文以西山

煤电和大同煤业两家大型煤炭企业为例，在对煤炭企业

环境成本核算现状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其存在的主

要问题，力求从具体操作层面和制度两个方面对环境成

本的核算提出改进建议。

二、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核算现状调查

本文以上榜 2013年财富世界 500强的煤炭企业为范

围，选取“西山煤电”、“大同煤业”作为调查对象。现将“西

山煤电”、“大同煤业”两家企业与环境成本的相关信息资

料摘录分析如下：

1.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西山煤电）。

报表资料一：西山煤电 2012年年报中与环境成本有

关的合并财务报表附注（单位：元，下同）。

应交税费说明：所在地税务机关同意各分公司、各厂

之间应纳税所得额相互调剂的，应说明税款计算过程。

专项储备情况说明：专项储备金额包括母公司专

项储备和子公司专项储备中母公司按持股比例享有的

份额。安全费本期费用性支出为 837 757 143.11 元，资

本性支出为 450 215 686.67元；维简费本期费用性支出

170 521 474.70元，本期资本性支出 1 602 255.21元；环境

恢复基金本期费用性支出141 070 530.77元，资本性支出

57 868 926.50元。

从表 1 ~ 表 4报表资料中可以得知，西山煤电有关环

境成本的会计信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相关税费、专项储

备和管理费用。①相关税费指的是资源税和河道管理

费，资源税本期发生额为 106 500 768.64元，河道管理费

本期发生额为 0元。②专项储备包括安全费、维简费、转

产基金和环境恢复基金，这四个方面的年初合计余额为

1 201 515 059.79元，因本期增加1 694 265 577.33元，本期

减少1 659 036 016.96元，期末合计余额为1 236 744 620.16
元。③管理费用包括排污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绿化费和

劳动保护费，其中排污费本期发生额为 1 178 627.25元，

矿产资源补偿费本期发生额为162 364 947.44元，绿化费

本期发生额为8 466 431.45元。

另外还有一部分环境成本，如采矿排水支付的水资

源费和提取的安全费、维简费、环境恢复基金在其他会计

科目反映。

2.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同煤业）。

报表资料二：大同煤业 2012年年报中与环境成本有

关的会计信息。

（1）合并财务报表附注。

项 目

资源税

矿产资源补偿费

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

河道管理费

采矿排水水资源费

期末数

7 488 132.80

86 735 266.25

32 159 050.94

3 967 521.23

5 487 366.00

期初数

9 307 888.64

182 578 850.71

33 239 060.85

588 838.67

5 629 128.00

表 1 附注35 应交税费

项 目

安全费

维简费

转产基金

环境恢复
基金

合计

年初余额

288 450 974.8

25 330 714.71

418 471 034

469 262 336.3

1 201 515 059.79

本期增加

1 176 878 491.92

147 755 288.41

123 210 599.00

246 421 198.00

1 694 265 577.33

本期减少

1 287 972 829.78

172 123 729.91

198 939 457.3

1 659 036 016.96

期末余额

177 356 636.96

962 273.21

541 681 633.00

516 744 076.99

1 236 744 620.16

表 2 附注49 专项储备——专项储备情况说明

项 目

资源税

河道管理费

本期发生额

106 500 768.64

上期发生额

105 362 929.92

58 019.42

计缴标准

8元/吨、3.2元/吨

1.00%

项 目

排污费

矿产资源补偿费

绿化费

劳动保护费

本期发生额

1 178 627.25

162 364 947.44

8 466 431.45

上期发生额

4 084 971.00

161 080 775.96

10 325 081.70

164 463.29

项 目

煤矿生产
安全费

煤矿维简费

矿山环境治
理保证金

煤矿转产发
展资金

合计

年初余额

1 154 070 479.62

317 837 518.64

316 887 685.89

379 868 465.05

2 168 664 149.20

本年增加

418 461 701.70

176 445 664.68

258 498 657.80

129 249 328.90

982 655 353.08

本年减少

624 276 715.47

129 985 262.33

106 312 742.48

860 574 720.28

年末余额

948 255 465.85

364 297 920.99

469 073 601.21

509 117 793.95

2 290 744 782.00
表 3 附注56 营业税金及附加

表 4 附注58 管理费用

项 目

资源税

矿产资源补偿费

水资源补偿费

可持续发展基金

采矿排水水资源费

期末数

10 220 028.28

29 799 243.50

15 468 127.50

55 573 078.00

11 122 793.00

期初数

10 718 783.16

42 553 320.41

15 468 127.50

52 862 239.00

32 964 007.00

表 5 附注22 应交税费

表 6 附注32 专项储备

项 目

资源税

本期发生额

120 403 439.20

上期发生额

114 383 852.17

计缴标准

3.2元/吨

表 7 附注37 营业税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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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会报告。

通过报表资料二的分析可知，大同煤业主要是通过

应交税费、专项储备、营业税金和附加、管理费用和生产

成本这六个科目对环境成本进行核算。

在已经发生的环境成本中，资源税归到营业税金及

附加科目中，本期发生额为 120 403 439.20元；矿产资源

补偿费的本期发生额为105 487 670.75元，被归类到管理

费用科目；可持续发展基金、采矿排水水资源费被计入生

产成本科目。还有一部分专项储备，如煤矿生产安全费、

煤矿维简费、矿山环境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基金

经提取出来后，划分到生产成本科目。

三、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核算现状分析

1. 煤炭企业的环境成本核算内容与现状。从上面对

“西山煤电”和“大同煤业”的报表资料分析可知，目前，煤

炭企业的环境成本核算主要包括三大类：①各项生产经

营成本支出，包括各种支付的原材料、人工薪酬费用、勘

探费用、电力、折旧费、环境监测费、排污费等；②各项专

项储备资金，如维简费、绿化费、煤矿转产基金、生产安全

费、地下充填费、村庄搬迁费等；③上缴国家的各项税费，

如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可持续发展基金、采矿排水

水资源费等。

除此之外，通过查看一些大型煤炭企业的财务报告，

得知目前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对所支出的环境成本进行统

一归纳，也没有对支付环境成本所产生的环境和社会经

济效益进行披露。

2. 煤炭企业现行环境成本核算主要存在的问题：

（1）没有对环境成本进行单独核算。从上面两个例子

的分析可以看出，煤炭企业在对所发生的与环境相关方

面的费用进行整理时，并没有专

门设立一个科目进行记录。并且

在对排污费、环境恢复保证金、

矿产资源补偿费、绿化费、河道

管理费等一系列环境成本进行

归类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有的

被归为管理费用，有的则被归为

产品成本，有的并没有体现出

来，而是隐藏在其他费用或损失

项目中。

（2）环境成本补偿不足。在

煤炭企业中，同时存在着内部环

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在环境

成本的核算中，企业向相关机构

缴纳了部分内部环境成本，比如

排污费、绿化费、河道管理费等；

同时在其生产过程中，也支出了

一部分的外部环境成本，如环境

恢复治理费用、村庄搬迁费等。但是排污费等是按照相关

机构制定的标准缴纳的，这种标准往往都比较低，对环境

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不足以弥补。

另外，因环境破坏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如资源消耗成

本、生态环境降级成本等，在企业环境成本的核算中基本

上也未予以反映。就如环保部环境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王

金南在报告中指出的：“2003年山西省煤炭工业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的损失折合吨煤损失平均为 64.23元，约占

2004年出省煤炭平均价格的28%，而这部分损失并未纳入

煤炭生产成本”。

（3）不符合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所谓收入与费用配

比原则，就是指一个会计主体不仅要核算与其相关的收

入，还要核算与其相关的费用。而煤炭企业在一个会计期

间只是把相关的经营收入确认入账，与环境相关的费用

并没有完全反映到报表中，就如前文所提到的环境成本

补偿不足，没有核算全部的环境成本，这显然未遵循收入

与费用的配比原则。

四、完善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核算的建议

1. 重新界定煤炭企业的环境成本构成。考虑到在煤

炭企业现行环境成本的核算中，环境成本补偿不足，不能

充分反映煤炭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应承担的社会责

任，应当重新界定环境成本构成的内容。比如，可以增加

项 目

矿产资源补偿费

本期发生额

105 487 670.75

上期发生额

119 210 189.70

表 8 附注39 管理费用

成本项目构成

1、材料

2、职工薪酬

3、电力

4、折旧费

5、综机设备租赁费

6、提取的井巷工程费

7、提取的维简费

8、提取的安全费

9、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

10、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

11、煤矿转产发展基金

12、采矿排水水资源费

13、其他支出

总计

本期金额

1 001 747 589.25

3 315 425 200.99

226 952 097.61

606 955 067.23

95 476 385.00

229 143 324.00

603 572 025.00

648 114 288.30

381 905 540.00

190 952 770.00

114 571 662.00

736 508 945.75

8 151 324 895.13

本期占成本
比例（%）

12.29

40.67

2.78

7.45

1.17

2.81

7.40

7.95

4.69

2.34

1.41

9.04

100.00

上年同期金额

1 115 918 706.66

2 959 130 112.00

227 575 641.71

409 762 340.29

40 509 710.23

89 860 387.50

215 664 930.00

658 303 245.00

591 728 470.00

359 441 550.00

179 720 775.00

107 832 465.00

537 046 490.18

7 492 494 823.57

上年同期占总
成本比例（%）

14.89

39.49

3.04

5.47

1.20

2.88

8.79

7.90

4.80

2.40

1.44

7.17

100.00

本期金额较上年
同期变动（%）

-10.23

12.04

-0.27

48.12

6.25

6.25

-8.31

9.53

6.25

6.25

6.25

37.14

8.79

表 9 成本分析表

资料来源：2012年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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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成本

预防性
环境成本

环境恢复
和治理成
本

生态环境
补偿成本

矿区
环境成本

其他
环境成本

具体构成内容

环境保护
与预防污
染支出

环境教育
和管理成
本

废水处理费

净化空气费

固体废弃物处置费

地下充填费

矿山占用土地复垦费

其他费用

资源有偿
使用成本

生态
补偿成本

外部
环境成本

内部
环境成本

替代与转
产成本

不确定性
环境成本

环保设备
折旧费用

环保设备
更新费用

其他费用

职工教育费

环境管理费

环境监测费

技术研发支出

其他费用

资源税费

其他费用

居民生活质量下降损失

耕地质量下降损失

水资源质量下降损失

其他损失

绿化费

降低粉尘费

隔离噪音费

其他费用

安全工程费用

安全预防费用

停产损失

恢复生产费用

伤亡赔偿费

其他费用

煤炭转产费用

其他费用

生产力降低成本

潜在环境负债成本

其他费用

金额

本期 上期
效益分析

环境效益:
1、二氧化碳排
放削减量
2、二氧化硫排
放削减量
3、氮氧化物排
放削减量
4、废水排放减
少量
5、大气降尘减
少量
6、固体废弃物
排放减少量

经济效益:
1、销售量增长
额
2、营业收入增
长额
3、利润增长额

社会效益:
居民肺癌发病
率和死亡率下
降值
2、矿工伤亡人
数减少值
3、人口流失量
减少值

资源有偿使用成本和生态补偿成本，资源有

偿使用成本是指由于煤炭企业生产耗减、占

用资源导致生态环境系统状态发生变化和他

人失去利用煤炭资源的机会成本；生态补偿

成本是指在煤炭开采过程中，所造成的土地

资源和水资源破坏、耕地质量下降以及居民

身体健康损失等生态环境降级成本。除此之

外，还要完善与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

度相关的会计准则，为重构环境成本作指导。

2. 把环境成本设为一级科目，体现在利

润表中，同时编制环境成本表。为了对支付的

与环境相关的费用进行统一核算与管理，煤

炭企业应把环境成本设为一级会计科目，将

所发生的所有与环境相关的费用都纳入其

中，使它与管理费用、营业费用和财务费用一

起为利润表服务。

此外，煤炭企业还应编制环境成本表，以

确切地反映环境成本各项内容的投入情况和

投入后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效益影响。同时

也有助于各类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对企业投入

环保方面的费用有更多的了解和监督，有助

于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为企业的社会责任

履行提供有说服力的数据。在设计环境成本

表时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本文认为环境成

本表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环境成本的构成内容。环境成本表要

包含所有与环境相关的费用，并且要列出其

详细的金额，以及与上期的对比情况。这样有

助于企业管理者对环境成本进行预测、决策，

制定环境成本计划，监督、分析和考核环境成

本的动态。

（2）环境成本的投入对环境和社会经济

的效益影响。环境成本表应该反映投入的环

境成本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效益影响。企业

对环境成本投入的初衷就是尽量减少对环境

的破坏，以达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充分反映出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是一个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有利于提升企业

的社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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