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源环境审计若干基本概念辨析

【摘要】本文根据在中国知网的文献检索结果，辨析了环境审计、资源环境审计、自然资源资产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等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进而研究了这些概念演化的内在规律，以及资源环境审计与资源环境

治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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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资源环境审计起始于 20世纪 70年代，美国、英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政府环境审计都发展得很快，许多国

家已经有较成熟的资源环境审计指南。我国于 20世纪 90年

代初才开始这方面的研究，自从国家审计署在1998年设立农

业与资源环保审计司之后，审计实践项目和研究成果逐年增

多。从实践方面看，审计的领域从生态环境审计逐步拓展到

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环境（如2009年开展“三河三湖一海”

水污染防治审计）、大气污染、工程建设环保审计；学术探讨

也逐步从资源环境审计的本质、职能扩展到研究假设、动因、

逻辑起点、理论体系、审计方法、审计模式等方面。从对资源

环境审计的职能和本质的认识上看，我国已经形成了“管理

工具论”、“监督论”、“监督鉴证评价论”、“免疫系统论”、“国

家治理论”等观点。从资源环境审计的发展历程来看，资源环

境审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环境审计研究。根据在中国知网（CNKI）文献检索的

结果，1991 ~ 2015年篇名严格包含“环境审计”（不计篇名包

含“资源环境审计”）的论文共计1184篇，都是围绕着环境审

计的定义、动因、逻辑起点、基本问题、理论结构，以及环境绩

效审计的方法等理论问题进行规范性研究，基本上没有进行

案例研究或实证研究的论文。

2. 资源环境审计研究。根据CNKI上的检索结果，1998 ~

2015年篇名严格包含“资源环境审计”的文章有 153篇；2009

年以后逐渐增加，平均每年 23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我国资

源环境审计的定义、对象、定位、成效、问题和对策，也有关于

资源环境的价值评估、评价体系和审计方法的研究。研究对

象和方法逐步趋于具体，概念和定位也更加清晰。

3.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研究。自从 2013年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

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以来，根据CNKI上的检索

结果，篇名包含“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文章有10篇，篇名包

含“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有61篇，短时间内研究范围就

覆盖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目标、本质、主体、内容、对

象、范围、方式方法等方面，研究内容主要是如何在实践中开

展该项审计工作的问题。如：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目标

是什么，谁来审，审谁，审什么，怎么审？

4.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根据CNKI上的检索结

果，2014 ~ 2015年共计发表篇名包含“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的文章 60篇，探讨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目标和定位、编

制路径、负债确认、货币计量、格式等问题。但是对于如何编

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仍然有很多问题等待解决，主要的困

难在于货币计量、负债确认和信息获取。

有关资源环境审计曾经出现过环境审计、资源环境审

计、自然资源资产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等若干概念，这些概念有何区别与联系？其发展演

变的内在逻辑为何？解开这些疑问，对于深化资源环境审计

理论研究和审计实践都是很有必要的。

二、环境、资源环境及其相关审计的概念

1.“环境”与“资源”的概念。根据百度上对“环境”的定

义，与某一中心事物有关的周围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

环境科学研究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即人类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环境具有多种层次、多种结构。《辞海》中将“环境”一词

解释为“围绕着人类的外部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社会和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可见环境是相对于中心事物而

言的。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来看，在人类生活的地球上，人

是主体，是中心；自然是客体，是对人类有用的环境。所以，以

人类为中心，其周围自然存在的各种事物就是人类生存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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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包括各种资源、空间、媒介以及人类的创造物，这可以理

解为广义的环境；狭义的环境是人类的生存空间和媒介，如

空气、水等。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将“中心”定义为生物资源，那么

环绕生物的周围事物就是生物的生存环境，包括生物生存所

需要的食物资源、竞争者、天敌、生存的空间和媒介，如海水

相对于海洋动植物是环境，污染了海水等于污染了生物生存

的环境，因为污染的海水会影响海洋动植物的生长。资源就

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按照《辞海》中的解释，

“资源”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资产的来源，一般指天然的

财源；二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拥有的人力物力等物质要素的

总称，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类。资源可以提供人类

生产生活需要的能量动力、空间（场地）、材料、设施等，资源

也属于广义的环境，是人和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空间、媒介、

生活资料等的来源，如综合多种要素的土地资源、森林资源、

草原资源、湖泊资源、湿地资源、海洋资源、大气资源等都是

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属于广义的环境。如果将某种单一资源

作为中心，那么围绕该种资源的周围要素或者其他资源也属

于该种资源的环境。事实上，单一资源往往不能单独存在，而

是存在于某种综合资源或者空间、媒介之中，如矿产资源分

别存在于矿山、地下、岛屿、海底环境中；水资源可能存在于

大气、海洋、冰川、河流、土地和山林中等。综合资源是单一资

源的综合体，是单一资源存在的环境。

2. 概念辨析。广义的资源和广义的环境是一个问题的两

个方面，具体的资源和具体的环境也是由于人们看待事物的

角度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概念。角度不同不仅是因为选取的中

心点和参照系不同，而且还体现了同一事物的质和量的问

题，资源一般从量衡量，环境一般考察质。任何资源的开采都

会影响其周围的环境，进而影响生物的生存环境，也包括人

类的生存环境；相对于人类来说，所有资源都构成了环境的

一部分，任何环境也都会影响存在于其中的资源，尤其是敏

感度高的生物资源和人类。因此，可以从质和量的角度区分

资源与环境的概念。如水资源一般是从量的角度判断资源是

丰富还是贫乏；而水环境一般是从质的角度判断水环境是优

质、正常达标还是严重污染。当然这种区分也是相对的，实际

考察时，资源也看质，环境也看量。

因此，在本质上资源环境审计都是对人类生存所需要的

资源的审计，也是环境审计，二者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中心

点、参照系以及质与量的考察角度不同。因此，将环境审计全

称为资源环境审计更加科学严谨。

三、自然资源、自然资源资产及自然资源资产审计

1. 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资产。如果以人类为中心，资源

与环境从总体上看是同一概念，都可以分为自然资源（环境）

和社会资源（环境）。自然资源又叫自然资源环境或者自然环

境，《辞海》中把自然资源定义为“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指出：“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条件下，能够

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

的总称。”大英百科全书中对于自然资源的定义是：“人类可

以利用的自然生成物，以及生成这些成分的环境。”通常所谓

的资源（环境）都是自然资源（环境），并非任何自然物都可以

成为自然资源（环境），自然物成为自然资源必须满足两个基

本条件，即人类的需要和开发利用的能力。自然物和自然资

源的区分是相对的。

资产主要属于会计概念，会计中将资产定义为：由企业

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预期会给企

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因此，自然资源资产除具有自然资

源的一般特点以外，还应具有稀缺性、权属性、收益性（效益

性）、可计量性四个特点。根据以上特性可知，有些自然资源

不属于自然资源资产，如不具有稀缺性的海水资源。虽然稀缺

但是无法确定权属的无国籍自然资源，如贵金属和非金属矿

藏、纯净的泉水和空气等。虽然稀缺且有权属但是不能给拥有

者带来收益（效益）的自然资源也不能归为自然资源资产。如

果把收益（效益）划分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那么

几乎任何自然资源都具有效益性；如果把计量的标准划分为

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一般自然资源都是可以计量的，是

否能用货币计量取决于会计计量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自

然资源资产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稀缺性和权属性。

2.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把自然资源区分为自然资源资产

和自然资源非资产，是为了便于对自然资源资产进行核算和

精细化管理，实行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编制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对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者进行考核和评价。

自然资源演化为自然资源资产，是人类对自然资源认识

的一种深化，也是为了满足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管理需

要。自然资源环境审计演变为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突出了自然

资源的核算意识、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意识。由于我国政府

在自然资源资产开采、使用、管理中具有较大的权力，并承担

了与之相对的受托责任，在实践中自然资源资产审计采用的

是自然资源资产离任责任审计的形式，通过强化党政领导对

自然资源资产的受托责任意识来加强对自然资源资产的管

理，具体又体现在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和审计上。

资源环境审计由审查资源环境政策、资金使用情况、工程实

施质量进入了审查资源环境受托责任和资源环境会计阶段。

“资源环境审计→自然资源资产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审计”的路径展开使得资源环境审

计逐步趋向精细化、具体化。

四、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1. 自然资源资产权能属性。自然资源资产具有权属性、

收益性、稀缺性等特点，权能可以划分为所有权、使用权、收

益权、处分权。为了有效管理自然资源资产，这些权能应配置

给不同的主体，一般来说，终极所有权和管理权是分离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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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的权力同时也是一种受托责任，自然资源资产的受托责

任被称为公共受托责任。在我国，自然资源资产终极所有权

属于全体人民，由国家行使管理权，各级政府分级行使代理

管理权，即承担了自然资源资产的公共受托责任，包括对自

然资源资产的治理行为责任和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治

理结果的报告责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通过编制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来反映各级政府对自然资源资产的治理责任履

行情况。

2.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对

各级党政领导在任期内的自然资源资产公共受托责任履行

情况进行的审计，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嵌入经济责任审计

中一起进行。为了节约审计资源，目前通常的做法是把党政

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与党政领导干部的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结合在一起进行。但

是科学、可靠、有说服力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评价体系需要可以量化的评价指标，量

化指标来自于业务、统计或会计数据，会计数

据主要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是最具有可审

计性、可追溯性的数据。所以，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依赖于自然资源资产会计数据审

计，具体说来就是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

审计。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依赖于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

记录、报告，要以自然资源资产及负债的账户

记录和业务记录为基础，这些又都离不开自

然资源资产会计准则的规范。而且自然资源

资产的产权关系、公共受托责任关系、利益相

关者关系等也都依赖于自然资源资产的确认

和计量的会计准则。

因为缺乏相关准则，现阶段只能对相关

业务、监管部门的监测统计数据进行审计，根

据对责任方的委托责任认定出具审计报告；

如果这些数据也不详实，则只能由审计人员

亲自获取相关自然资源资产的数据，据以编

制审计报告作为对责任方环境治理情况的评

价依据，这可以称为直接报告的审计业务。所

以，自然资源资产会计、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是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基石，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实

现路径，自然资源资产是资源环境审计的可

执行对象。

从理论上分析，审计的基本职能是发现

和提供偏差信息，也就是鉴证职能，其他职能如监督和评价

是委托治理者另外赋予审计的权责。所以，按照鉴证职能的

分类，可以把审计业务划分为基于责任方认定的审计业务和

直接报告的审计业务。

五、结论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顶层设计的产物，“环境审计→资源环境审

计→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审计”的

严谨路径体现了资源环境审计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反映了

审计理论和审计实践改革与探索的不断深化，是审计学科、

会计学科、资源学科、生态环境学科以及资源环境产权保护、

市场管理实践不断推进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未来的研究方向

应该是自然资源资产会计准则的制定。本文相关结论如图 1

所示，如果把以上关系嵌入审计与治理的关系框架中，则可

得到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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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资源环境审计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图 2 资源环境治理与资源环境审计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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