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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剖析
——以宝钢、武钢、太钢为例

向美英（副教授）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武汉 430074）

【摘要】企业加强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既能促进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行效率，又可以监督企业行为，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我国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存在披露制度不健全、形式不统一、信息量少等问题，本文以三大钢铁

企业为例，将低碳经济的理念运用于环境成本信息披露中，在分析环境成本控制及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宝钢、

武钢、太钢三大钢铁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现状，提出完善我国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环境成本信息

披露框架、加强公众监督等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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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而

我国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未得到应有重视。20 世纪 90 年
代，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ger提出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通过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演变模拟，得

出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倒U型”
状态。正如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的关系是“先污染后治理”。当前我国正处于“倒U型”
的上升并趋于稳定阶段，逐渐深化的环境意识并没有相

应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管制措施的出台，我国环境成

本的外部不经济性十分严重，对于过度使用和破坏环境

资源的现象仍没有有效的计量和披露，环境成本披露类

型和内容均不统一。同时，环境问题是我党和政府工作的

重点，这为完善我国会计计量、记录和会计信息披露的新

法律法规的出台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一、环境成本概述及控制机理

环境成本的定义可以从理论和管理两个层面展开。

理论层面，我国尚未出台环境会计准则，也未对环境成本

的概念进行界定，国际上对环境成本的定义也尚没有统

一标准。管理层面，现有的定义大多没有深入企业管理，

未对环境成本的控制和信息披露起实质性指导作用。

国外最广为认可的环境成本定义是联合国统计署

（UNSD）1993 年提出的，即环境总成本是损害成本和控
制成本之和，其发布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

（SEEA）中指出环境成本由两部分构成：①因为自然资源
数量的消耗和自然资源质量的下降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②进行环境污染预防而投入的各种费用支出、改善环境
而投入的各种费用支出，两部分费用支出均为环境保护

方面的支出。

我国也有不少学者对环境成本进行研究，徐玖平、蒋

洪强（2003）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环境成本控制行
为，认为环境总成本等于损害成本和控制成本之和，将自

然资源耗减成本和污染损失成本归为“损害成本”，自然

资源恢复成本与污染物治理成本归为“控制成本”（如图1
所示）。

谢东明、王平（2013）从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出发进一
步深化了上述模型，认为损害成本属于发生后的处理成

本，主要是指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原材料、能

源等自然资源的耗减成本、废弃物处理成本以及对外部

环境的损害成本；控制成本属于事前成本，主要是指企业

为了达到国家规定的环保标准或减少排污费和罚款的缴

纳，而采取一定的措施所发生的环保设施投资成本和自

然资源恢复成本（如图2所示）。
综上所述，本文初步将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内容分为

以下两类：环境损害成本（资源耗减成本、废弃物处理成

本、外部不经济成本）和环境控制成本（环境保护与预防

成本、环境保护与教育成本、环境恢复与治理成本）。

图 1 控制成本与损害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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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状况

（一）国际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状况

自国际会计理论学界第一次正式提出环境成本信息

披露的问题，各国专家、学者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都做

出了很多努力。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环境管理体
系 ISO14000系列标准目前是较为完整并获得公认的环境
成本信息披露国际标准，它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环境管

理体系、环境审计、环境标志、环境行为评价、生命周期评

价和环境方面的产品标准。

目前国际公认的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形式主要有三

种：财务报表附注、环境会计报表和环境成本报告。

第一，财务报表附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
其《国际会计准则第 1号——财务报表列报》第 91条第 3
款规定：企业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必须提供不在财务报表

内列报但对于公允地反映报表内容却是必要的附加信

息；第 94条规定：会计报表附注中的披露内容包括或有、
承诺和其他财务方面的披露以及非财务方面的披露。国

际会计准则也没有对此作出强制性披露要求，这些规定

为企业作出了准则上的指引，在不违反会计准则的前提

下对披露内容和格式没有要求，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要进行选择。

第二，环境会计报表。采用环境会计报表形式进行环

境成本信息披露的国家主要有日本和欧洲国家。比如，丹麦

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企业必须同时上交年度财务报告和

环境会计报告，以此来监督企业履行环保责任；日本也同

样要求各行业企业必须公开披露企业的年度环境报告。

第三，环境成本报告。环境成本报告的内容一般包含

环境政策和目标、环保方法与成本、产品管理与设计、环

境管理与参与四部分，其中环保方法与成本部分可以对

成本进行细分报告。

（二）我国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状况

1. 披露信息的积极性不高，披露内容缺乏信息含量。
首先，进行信息披露的积极性不高。2010年 9月 14

日，环境保护部出台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

求意见稿）》（环发［2010］78号）（简称《指南》），其中明确

指出 16类重污染行业必须披露环境信息，但是其非强制
性导致执法出现困难。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企业只有在环

境信息披露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才会主动进行

信息披露，虽然我国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在逐渐增强，但

是尚未对企业形成压力，仅仅迫于《指南》的指导性要求，

企业主动披露其环境成本的积极性不高。

其次，披露的内容缺乏信息含量。笔者通过查阅发

现，大部分企业仅仅阐述了企业环境政策、目标、方法等

宏观性事项，并没有深入到具体环境损害成本和环境控

制成本的披露，如此隔靴搔痒的做法丝毫不能起到环保

的初衷。

2. 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制度不健全，执法有难度。虽
然关于环境会计的讨论早已出现，但由于计量等方面存

在很多困难，我国至今没有出台关于环境会计的法律法

规。近年来我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给予热切关注，出台了相

关政策法规如《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指南》。但尴尬的

是，作为指导性文件的《指南》本身并无法律强制力，而且

《指南》仅给出环境信息披露的参考框架，并没有对信息

的披露做出具体的格式和内容要求，我国现有的相关准

则均存在这个问题。

因此，这对企业环境成本信息的披露没有约束力，也

对执法造成难度，没有制度作为保障，执法部门不能因为

企业披露信息的不完整对其进行惩罚。

3. 企业披露环境成本信息的形式不统一。企业在财
务报告中披露环境成本信息的形式分为单独披露和不单

独披露。单独披露是指单独形成报告披露环境成本信息，

例如以企业环境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披

露等；不单独披露是指将相关信息结合到财务报表的其

他项目中进行融合披露的方式，或者将环境成本信息作

为单独的项目在财务报表中进行披露，例如财务报表附

注披露和财务报表项目披露等。本文从工业企业中选择

具有代表性的造纸业、制药业、钢铁业、采矿业四个行业

的 20家上市公司 201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如表 1分析显
示，通过财务报告形式进行披露的企业占主要部分

（60%），进行单独披露的企业比例最低，3家公司都来自于
钢铁行业，分别是宝钢股份、武钢股份和太钢股份。

三、几大钢铁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状况

（一）选择钢铁行业进行案例分析的原因

首先，根据我国环境保护部网站公布的2013年环境

图 2 战略控制模式下企业环境成本控制机理

举 例

财务报告

报表附注

单独披露

总 计

披露公司数

数目

12

5

3

20

所占比例

60%

25%

15%

100%

表 1 环境成本主要披露形式比例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108· 2015. 27

统计年报，全国工业废气排放量为 669 361亿立方米（标
态），比上年增加5.3%，占全国总排放量的比例非常高。其
中，前三大污染行业排放量占 41个重点调查工业企业二
氧化硫排放总量的68.2%、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86.6%、烟
（粉）尘排放量的70.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在行
业 SO2排放量中排名第二、氮氧化物排放量中排名第三、

烟（粉）尘排放量中排名第三。钢铁行业作为污染非常严

重的工业行业之一，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得到钢产品的同

时产生大量废气、废水、废液、废渣等，对环境造成很大影响。

其次，学者也对环境成本信息的披露动机进行了研

究，主要观点集中于经济动因、政治动因以及社会动因。

Dhaliwal（2009）发现，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动机很大
程度上是为了进行再融资。Hughes（2000）发现非财务绩
效指标（特别是 SO2排放量）与公司价值负相关。Frost
（2007）研究表明，很多公司披露环境信息是迫于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的出台。诸多调查研究表明，企业的行业领域

和经营规模会影响企业进行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一般来说规模大、能耗高、污染严重的企业会

更积极主动地披露企业的环境成本信息和环保措施。因

此钢铁企业作为规模大并且污染严重的企业，其为了维

护良好的企业形象，降低融资成本，免于受到国家法律法

规的处罚，有能力也有动力去披露环境成本信息。

在全球倡导低碳经济的视角下，钢铁企业体现的环

境成本特征比较明显，而且钢铁企业涉及的环境成本项

目也比较齐全，对其进行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研究具有

典型性特征，因此本文选取几大钢铁集团作为研究对象。

（二）宝钢股份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情况

1. 宝钢股份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形式。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宝钢股份”）是我国最大、最现代化的钢

铁联合企业。宝钢股份自 2003年开始使用单独报告形式
披露环境成本信息，是我国钢铁企业中最早采用单独环

境报告形式的企业，2005年其将环境报告更改为可持续
发展报告，同时将环境报告中绿色生产模块的三部分（管

理体系、管理绩效、环境成本）改为五部分（管理体系、管理

绩效、环境保护成本、管理方针和组织构架、环境与能源

解决方案），更具体、全面地向公众披露其对环境的影响，

详情见表2。
2. 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情况分析。
（1）原辅料的消耗（表 3）。宝钢股份每年披露对各项

原辅料资源的消耗量，资源的成本构成企业的环境成本

之一，对该项信息的公布能让公众清楚地了解宝钢每年

的资源使用量，一方面可以准确计量公司环境成本，另一

方面通过总量的消耗情况督促企业进行资源利用效率的

优化。

（2）废弃物处理成本。
第一，污染物排放指标（表 4）。宝钢股份公布了近十

年 份

2002年及以前

2003 ~ 2004年

2005 ~ 2014年

环境成本披露形式

财务报表及附注披
露

环境报告

可持续发展报告

披露的项目

主营业务成本（能源及服务、
能源介质）

绿色生产模块（管理体系、管
理绩效、环境成本）

绿色生产模块（管理体系、管
理绩效、环境保护成本、管理
方针和组织构架、环境与能源
解决方案）

表 2 宝钢股份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形式

资源类型

铁矿石成品矿

废钢

煤

天然气

外购电

原水

单位

万吨

万吨

万吨

亿m3

亿度

亿m3

消耗量

2011年

3 144.14

566.78

1 629.53

5.35

70.1

1.15

2012年

3 440

159

1 638.57

2.15

61.5

1.02

2013年

3 898

131.3

1 555.61

2.29

66.6

0.92

2014年

3 310.6

105.1

1 520.54

3.17

62.3

0.91

表 3 宝钢股份原辅料消耗情况

项目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SO2
（吨）

43 135

37 210

33 023

26 583

18 186

15 099

11 751

9 410

8 174

烟粉尘
（吨）

19 425

17 626

13 611

12 417

12 618

12 306

11 035

10 298

9 790

废水
（万吨）

6 049

3 665

3 071

2 287

2 258

2 339

1 712

1 216

1 427

COD
（吨）

3 268

1 836

1 047

747

736

699

636

591

579

油
（吨）

128

80

58

33

28

19

24

17

15

氨氮
（吨）

315

200

111

30

47

48

35

30

30

表 4 近十年宝钢股份各项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一览

项目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SO2
（kg/t-s）

1.99

1.58

1.43

1.11

0.75

0.57

0.51

0.43

0.38

烟粉尘
（kg/t-s）

0.90

0.75

0.59

0.52

0.52

0.46

0.48

0.47

0.45

废水
（t/t-s）

2.79

1.56

1.33

0.96

0.93

0.88

0.74

0.55

0.66

COD
（g/t-s）

150

78

45

31

30

26

28

27

27

油
（g/t-s）

5.93

3.38

2.52

1.38

1.13

1.00

1.00

1.00

1.00

厂区大气
降尘量

（t/km2·月）

16.21

13.10

12.83

12.21

12.32

12.33

11.75

12.08

12.05

表 5 近十年宝钢股份各项污染物排放水平指标一览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2015. 27 ·109·□

年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情况，但是

仅仅显示排放的总量不能让可持

续发展报告使用者清楚了解污染

排放物对环境造成的伤害，企业

没有量化对污染物的处理成本。

第二，危险废弃物处置合规

性（表 6）。针对危险废弃物处置合
规性，宝钢股份公布了危险废弃

物合计数，没有分部门、子公司或

者按废弃物分类进行披露，对处

置合规性仅从处理方法上进行说

明，没有百分比统计，危险废弃物

处理费用支出成本缺失。

（3）外部不经济成本。经济的
发展，对GDP总量的追求导致环
境外部不经济严重，对因为过度

索取自然资源或者产量而产生的

绿化费用、地方政府为进行环保

与治理而向企业摊派的费用和其

他环保支出成本没有进行披露，导致外部不经济成本缺

失。

（4）环境控制成本（表 7）。宝钢股份将环境保护成本
分成费用化项目和资本化项目，披露费用化项目和资本

化项目总额，在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程度上已经领先其他

众多企业。但遗憾的是，可能由于保护企业机密等原因并

未对各项细分成本费用进行披露，因此在环境控制成本

信息披露上还有提升空间。

（5）其他。宝钢股份还披露了能源管理指标、副产资
源综合利用管理指标等，相关指标能很好地显示宝钢公

司在环境保护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突出贡献，增加各

项指标透明度也能取得公众信任，增加企业价值。

（三）武钢股份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情况

1. 武钢股份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形式。武钢股份是由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控股的上市公司（简称“武钢股

份”），是武钢集团的核心钢铁主业。武钢股份2007年及以
前均没有采用单独报告披露环境成本，自 2008年开始采
用社会责任报告形式对企业环境保护情况进行披露，披

露模块和形式均比较固定，详情见表8。

主要危险废弃
物

合
计

处置合规性

宝钢总部

宝钢股份

2011年

废油（桶）、含油废物、含油废
水、油回丝、含铬废液、含铬废
物、含铬污泥、磷化污泥、有机
废物、废脱硫剂、含水萘渣、含
锡废液、废酸碱液、废乳化液、
废灯管、废定影显影液、废催
化剂等

未披露

55 301.92吨

所有危险废弃物均委托有资
质单位处置，并报当地政府环
保管理部门备案，做到所有危
险废弃物安全处置的可追溯

2012年

废油（桶）、含油废物、含油废
水、油回丝、含铬废液、含铬
废物、含铬污泥、磷化污泥、
有机废物、废脱硫剂、含水萘
渣、含锡废液、废酸碱液、废
乳化液、废灯管、废定影显影
液、废催化剂等

11 514.58吨

27 205.42吨

所有危险废弃物均委托有资
质单位处置，并报当地政府
环保管理部门备案，做到所
有危险废弃物安全处置的可
追溯

2013年

废油（桶）、含油废物、含油废
水、油回丝、含铬废液、含铬
废物、含铬污泥、磷化污泥、
有机废物、废脱硫剂、含水萘
渣、含锡废液、废酸碱液、废
乳化液、废灯管、废定影显影
液、废催化剂等

5 906.38吨

未披露

所有危险废弃物报当地政府
环保管理部门备案，做到所
有危险废弃物安全处置的可
追溯

2014年

废油（桶）、含油废物、含油废
水、油回丝、含铬废液、含铬废
物、含铬污泥、磷化污泥、有机
废物、废脱硫剂、含水萘渣、含
锡废液、废酸碱液、废乳化液、
废灯管、废定影显影液、废催
化剂等

10 872.88吨

未披露

均委托具有危废处置资质的
单位进行处置

环境控制成
本分类

费用化项目

资本化项目

环保设施运行与折旧费合计占费用化项目比例

环境控制成本项目

排污费

体系审核费

环境监测费

环保设施运行费

环保设施折旧费

环保人工费

有害物资运输费

绿化费

固废处置费

新、改、扩建项目环保改善投入

环境研发费

其他

新、改、扩建项目环保技改投入

“三同时”配套环保项目投入

2011年

41.74亿元

17.64亿元

80.37%

2012年

28.49亿元

4.23亿元

76.04%

2013年

22.47亿元

4.81 亿元

83.66%

2014年

23.98亿元

8.03亿元

77.7%

表 6 主要危险废弃物处置合规性

表 7 环境控制成本信息披露情况

年 份

2007年及以前

2008 ~ 2014年

环境成本披露形式

财务报表及附注披露

社会责任报告

披露的项目

董事会报告（总体经营情况）

资源与环境模块

表 8 武钢股份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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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情况分析。
（1）废弃物处理成本。和宝钢股份一样，武钢股份只

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披露（表9），并且只在英文社会责任
报告中披露，晚于中文社会责任报告，但是武钢股份的披

露情况不如宝钢，各年度的数据不齐全，同时并未披露各

年度的废弃物处理成本。

（2）环境控制成本（表10）。武钢股份对环境保护成本
进行分类披露，在分类和详细度上优于宝钢，但是目前为

止笔者并未看到武钢股份 2014年的分类信息，而且往年
信息的具体数据只能在官网找到，并未在文字版的社会

责任报告中披露，因此披露方式还有待改进。

（3）其他。武钢股份没有对其他指标作出详细披露，
尤其是对原辅料的消耗成本没有披露，对自然资源的消

耗是影响环境成本的最主要部分，因此不利于投资者了

解公司的环境成本情况。

（四）太钢股份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情况

1. 太钢股份环境成本披露形式。山西太钢不锈钢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太钢股份”）是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对不锈钢生产经营业务等经营性资产重组后设立的，

现已成为全球最大、工艺技术装备水平最高、品种规格最

全的不锈钢企业。太钢股份环境成本披露也采用了社会

责任报告的形式。太钢股份采用社会责任报告形式披露

的时间比较晚，自 2010年开始披露至今才5年，而且每年
的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环境信息模块都有或多或少的变

动，形式和内容均未形成统一格式，其社会责任报告仍有

待完善，且2010年和2011年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主体为太
钢集团，详情见表11。

2. 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情况分析。
（1）主要原辅料、能源消耗情况（表12、表13）。太钢股

份对每年的原辅料、能源消耗的披露情况良好，数据齐全并

且格式统一。

（2）环境控制成本。太钢股份没有披露关于环境控制
成本的相关信息，不能体现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的努

力和贡献，不利于报告使用者对其环境成本的评估和信

息使用，因此该部分有待完善。

（3）其他。与之前年度相比，太钢股份 2012年的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还增加披露主要副产品综合利用指标，

2013、2014年又增加披露污染物排放指标。但是环境保护
成本的缺失造成了环境成本的不完整，不利于报告使用

者对其环境成本的评估和信息使用。

污染物

武钢集团

武钢股份

武钢（青
山本部）

鄂钢

昆钢股份

柳钢

2011年

尚未
披露

2012年

SO2

1.78

1.38

1.43

2.09

1.90

1.14

COD

0.09

0.11

0.11

0.10

0.09

0.06

烟粉尘

0.70

0.55

0.59

1.22

0.93

0.43

2013年

SO2

1.40

1.41

1.45

2.50

1.45

1.00

COD

0.07

0.09

0.09

0.10

0.05

0.05

烟粉尘

0.57

0.50

0.52

1.32

0.66

0.39

2014年

尚未
披露

表 9 2011~2014年污染物吨钢排放量 单位：kg/t

排污费

环保设施运行费

危险废弃物处置费

绿色投资

环保设施检修费

污染治理投资

环评等咨询服务

合 计

2011年

40 40.4

66 319.3

316

5 806.9

—

10 435

330

87 247. 6

2012年

4 218.1

59 231

799.2

—

3 809.58

20 380.1

364.1

88 802.08

2013年

尚未披露

139 089

2014年

尚未

披露

表 10 2011~2013年武钢（青山本部）环境成本 单位：万元

年份

2009年
及以前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 ~
2014年

环境成本披露形式

财务报表及附注披露

社会责任报告

社会责任报告

社会责任报告

社会责任报告

披露的项目

报表附注

环境模块（争当绿色发展的示范
者和引领者、环境管理体系、环境
行动计划、环境绩效）

环境模块（管理方针、绿色发展模
式、绿色发展目标、管理体系、行动
计划的实施、管理绩效、管理规划）

环境模块（宗旨与目标、环境方针、
管理措施、项目实施、环境绩效）

环境模块（环境理念、环境方针、管
理措施、项目实施、环境绩效）

表 11 太钢股份环境成本披露形式

资源类型

铁矿石成品矿

煤

合金

废钢

电

新水

天然气

单位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亿吨

万吨

万GJ

消耗量

2011年

1 040

708

170

84

51

1 783

650

2012年

980

705

201

120

51

1 478

539

2013年

1 018

670

211

142

49

1 306

432

2014年

1 274

792

244

111

58

2 101

463

表 12 主要原辅料消耗情况

项目

吨钢
综合耗
（kgce）

吨钢新
水消耗
（m3）

2008年

564

3.27

2009年

559

2.25

2010年

554

1.91

2011年

542

1.80

2012年

542

1.46

2013年

542

1.45

2014年

541

1.96

表 13 企业能耗、水耗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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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宝钢、武钢和太钢股份的环境成本信息披

露情况比较见表14。

四、完善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建议

目前，我国钢铁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尚处于起步

阶段，其内容和形式均没有统一格式和模板，而且披露并

非强制性，因此报告使用者从报告中得到的信息有限。下

面提出一些建议。

1. 完善披露制度，加大执法力度。环境成本信息是环
境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成本信息的披露离不开健

全的披露制度。毕茜、彭珏、左永彦（2012）在给出环境信
息披露制度定义的基础上，验证了制度对企业环境信息

披露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环境信息披露有关法律法规

的颁布及实施提高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鉴于现存

的相关规范不足以规范企业进行环境成本信息的披露，

本文建议完善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制度。财政部和环保部

等部门应遵循低碳经济法则，尽快制定适合我国国情和

环境的披露准则与制度，使得污染企业在披露相关环境

成本信息时有据可循。

2. 规范报告格式，建立中国模式。首先，针对环境成
本信息的披露，我国应该建立中国模式的规范报告格式，

例如取消在财务报表或者附注中进行披露的形式，同时

固定披露的形式，比如采用环境报表或者环境报告的形

式，如此降低企业的可选择空间有利于提高企业信息披

露的质量。其次，不同的污染行业，可以适用不同的财务

报告或者财务报表模式。建议相关部门提供一个通用的

模板，并按行业提供不同的专用模板。本文提出一个概念

性框架，表15是通用模板、表16是钢铁企业专用模板。
3. 深化环保意识，加强公众监督。第一，全民共树环

保意识。宣传和制度同行，通过公益动画、公益海报、行为

艺术等形式宣传环保意识，将环保意识深深植入人们心

中。第二，加强公众监督。近年来网络的普及让信息飞速

传播，大众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阅读企业公开的环境成

本信息报告，来达到监督企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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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项目
企业

原辅料的消耗数量

原辅料的消耗成本计算

污染物排放数量

污染物、废弃物处理成本

外部不经济的成本费用

环境控制成本

宝钢

√
×

×

√
×

√

武钢

√
×

√
×

×

×

太钢

√
×

√
×

×

×

表 14 宝钢、武钢和太钢股份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情况比较

项 目

一、环境损害成本

资源耗减成本

废弃物处理成本

外部不经济成本

损害成本小计

二、环境控制成本

环境保护与预防成本

环境保护与教育成本

环境恢复与治理成本

控制成本小计

三、环境成本合计

金 额

表 15 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专用模板

项目

一、环境损害成本

（一）资源耗减成本

铁矿石成品矿

废钢

煤

天然气

外购电

原水

（二）废弃物处理成本

排污费

含油废弃物

含重金属废弃物

其他废弃物

有害物资运输费

（三）外部不经济成本

企业内环境复原费用

企业外环境复原费用

损害成本小计

合计：

金额 项目

二、环境控制成本

（一）环境保护与预防成本

预防运营费

预防维持费

新、改、扩建项目环保技改投入

新、改、扩建项目环保改善投入

（二）环境保护与教育成本

体系审核费

环境监测费

环境研发费

职工环境保护教育费

（三）环境恢复与治理成本

绿化费

环保人工费

环保设施运行费

环保设施折旧费

其他

控制成本小计

金额

表 16 钢铁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专用模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