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从年份、行业和内容三个方面对我国重污染行业844家上市公司2004 ~ 2013年财务年报中披露的环境

绩效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整体披露水平逐年提高，截至2013年底已有94.42%的样本公司年报中包含了环境绩效信

息；但行业间差异较大，轻工业企业中除酿造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的公司披露比例皆在 80%以上，而重工业企业中只有

23.08%的公司进行了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同时上市公司偏好披露定性信息，即使披露定量信息也以积极性内容为主，披露

能源资源消耗信息的比例不足2%，披露政府环保补助信息的公司在2013年占到60.78%。对此，国家相关部门迫切需要加

快完善环境绩效信息披露体系，加强环保监管，以达到保护环境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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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现状分析
——基于 2004 ~ 2013 年度财务报告

一、引言

政府从 21世纪初开始陆续出台规范企业环境绩效信息

披露的文件。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先后颁布《关于对申请上

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

知》、《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

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2010年环保部印发《环境

保护公共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试行）》、《上市公司环

境信息披露指南》（以下简称《指南》）；2011年环保部又发布

《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HJ617-2011）；2014年环保部出

台《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但目前企业（包括重

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仍没有被强制要求披露环境绩效信

息，在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下，部分上市公司未在年报中披

露环境绩效信息的情况还没有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国内

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现状进行研究，周一虹（2006）统计了

我国沪市 827家上市公司 2004年年报中有关环境信息的内

容，发现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比例总体较

低，主要是强制性披露，而非自愿性披露。田翠香（2010）对北

京市110家A股上市公司2006 ~ 2008年年报中的环境信息披

露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大部分公司选择在年报的董事会

报告和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环境信息。何丽梅等（2011）通过

对我国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环境绩效信息披

露现状进行研究，发现企业更倾向于披露积极信息。沈洪涛

等（2010）分别从数量、质量和内容方面评价分析重污染行业

上市公司2006 ~ 2008年年报中披露的环境信息，认为披露水

平与行业、年份密切相关，环境信息披露存在重数量、轻质

量现象。胡曲应（2010）研究了环保部2009年开展环保督查工

作后的63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共221份年报，结果表明其

披露的环境信息在指标选取、项目的披露口径与格式及一贯

性方面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张长江等（2012）分析了长三角

地区石化、塑胶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环境绩效信

息披露情况，发现其形式和内容方面均有质量上的提高，且

披露数量也在增加，但地区间、市场间和公司间披露水平差

异显著。

学者研究环境绩效信息选取的样本在数量、地区、年份

方面覆盖面较窄，因此研究结论较局限，为增强结论的说服

力、全面准确探索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环

境信息情况，根据《指南》本文整理出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

司名录，以名录中所有 A 股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其 2004 ~

201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环境绩效信息从数量、质量和内容

三个方面进行考查，找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为完善重污

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信息披露体系提出建议。

二、样本选取和研究内容

（一）样本选取

依据环保部《指南》我国重污染行业分为16类，分别是火

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建材、采矿、化工、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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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酿造、造纸、发酵、纺织和制革。本文对所有行业上市公

司进行如下筛选：①剔除从深交所、上交所、巨潮资讯网站上

无法获取年报的上市公司；②剔除年报资料不全的公司。最

终选取 84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其中 2013年上市公司

843家，另外2家是太行水泥和莱钢股份，分别于2011和2012

年终止上市，但为了保证样本覆盖全面，仍将其纳入研究范

围。对2004 ~ 2013年共6705份年度报告中有关环境绩效信息

进行了搜集、整理和分析。

（二）研究内容

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环境绩效信息披露主要集中于董

事会报告和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

董事会报告部分披露的信息从性质上可分为定性信息

和定量信息，定性信息包括公司总体环保情况、环保技术、环

保计划、环保风险、环保制度与措施、环保宣教、违规违法说

明等；定量信息分为能源、资源减排量与综合利用率，三废减

排量以及环保投资等。

项目注释部分的环境绩效信息则是包含在对具体会计

科目，如在建工程、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预计负债、管理费

用等的数据说明中。

为更加系统、科学地整理年报中披露的环境绩效信息，

本文根据《指南》中规定的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应当定期

或临时披露的信息大类，对环境绩效信息内容进行整理，如

表1、表2所示。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年份分析

表3上半部分描述了2004 ~ 2013年年报中披露了环境绩

效信息的公司数量。总体而言，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环

境绩效信息的年报份数逐年增长，但不同年份增幅差异较

大，显著增长的年份分别有 2006年和 2010年。2006年，上市

公司披露数量从 141 家激增至 336 家，占当年公司总数的

60.76%，涨幅为 138.30%。2007 ~ 2009年，伴随着上市公司总

数平稳增加，已披露公司数量占比也逐步上涨。到2010年，有

657家公司披露环境绩效信息，较上年度增长了35.74%。2011

~ 2013年披露公司数量增速放缓。截至2013年已有94.42%的

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了环境绩效信息。这种年

报披露数量的变化与国家法规政策的发布有着密切联系，

2006年财政部发布了新版会计准则，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5

号——生物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报表项目

货币资金

其他应收款

预付账款

在建工程

长期应收款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
资产/负债

应交税费

其他应交款

预提费用

其他应付款

预计负债

长期应付款

管理费用

政府补助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其他非流动资产

营业税金及附加

其他流动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专项储备

营业外收入/支出

专项应付款

披露内容

闭矿生态复原准备金

代垫水电费

环保技改项目/节能工程/噪音治理工程等

治污/减排/环保技改工程

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

绿化工程/环保工程

节能环保投资/购置环保设备预计可抵免/资源
综合利用抵免所得税/增值税返还

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

矿产资源补偿费

水电费/排污费

排污费/环保局/水电费/绿化费

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植被恢复费/弃置费用

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

水电费/排污费/安全环保费/矿产资源补偿费/
绿化费

排污费返还/技改资金/环保治理资金/环保奖励

排污费/绿化费/水电费/资源补偿费/

退植被恢复费/粉煤灰环保资助费/水电费/收环
保局治理费/处理废钢收入

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预交排污费、矿产资
源补偿费/水土流失防治费

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

环保治理基金/预提水电费

节能专项资金/矿产资源保护项目补助经费/环
保补助

矿山安全费/维简费

环保补助/节能减排奖励

环保治理专项资金

表 2 财务报告项目注释披露的环境绩效信息

定性信息

定量信息

环境管理体系

公司环保情况/节能减排效果（总体概括）

环保荣誉称号

环保目标/计划

环保技术/设备/项目

环保风险/对策

环保制度与
措施

环保培训与宣教

环保违规违法说明

水资源消耗量/节约量

能源消耗量/节约量

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率

废水排放量/减排量

废气排放量/减排量

烟尘、粉尘排放量/综合利用率

其他环保绩效指标

环保投资情况

环保风险/对策

独立环保部门

环保内部控制/环境事故应急预案

能源、资源节约措施/减排降污措施

表 1 董事会报告披露的环境绩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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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27号——石油天然气开采》等涉及环境绩

效信息；2010年环保部出台《指南》，这些规章制度对上市公

司年报披露绩效信息或多或少起到了规范作用。

（二）行业分析

根据环保部2008年印发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

管理名录》，16类重污染行业中属于重工业的包括纺织、采

矿、煤炭、化工、水泥、火电、钢铁、电解铝、石化、制药、冶金、

制革和建材，造纸、酿造和发酵则属于轻工业。由表3可知，发

酵、造纸的披露比重大于 80%，占整个轻工业企业的三分之

二；相反，重工业中约四分之三行业披露比重低于80%，但其

中大部分行业披露比重在70%以上。电解铝行业披露比重最

高，达到 90.91%，说明该行业公司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情况较

好。披露比重最低的为酿造行业，2004 ~ 2013年只有 64.25%

的企业披露了环境绩效信息，且多是定性信息，不便于投资

者决策。轻工业企业对生态环境破坏程度略低于重工业企

业，因此更愿意披露全面详细的环境绩效信息。

（三）披露内容分析

董事会报告部分披露次数最多的是公司总体环保情况，

共有 1846份年报披露了该内容，占年报总数的 27.53%；其余

披露内容集中于环保技术、环保风险、环保内部控制、减排降

污措施和违规违法说明，这些指标披露次数皆在500次以上。

然而，水资源消耗与节约量、三废排放与减排量、烟尘与粉尘

排放量等定量信息披露比重不到 2%。报表注释部分有关

环境绩效信息的内容基本为定量信息，主要披露与会计科目

有关的期初余额、期末余额、本年摊销、累计摊销等数据。本

文根据其中部分环境绩效信息指标披露次数及比重制作了

表4，并进行了分析解读。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行业

发酵

纺织

钢铁

化工

火电

石化

冶金

造纸

制革

制药

电解铝

建材

煤炭

酿造

水泥

采矿

披露数量（家）

114

141

336

374

398

484

657

745

792

796

披露数量（家）

204

431

223

1098

329

48

264

199

32

720

60

255

316

230

192

235

公司总数（家）

523

524

553

584

612

652

756

815

843

843

公司总数（家）

233

599

305

1569

507

64

346

244

42

1120

66

341

363

358

229

319

比重（%）

21.80

26.91

60.76

64.04

65.03

74.23

86.90

91.41

93.95

94.42

比重（%）

87.55

71.95

73.11

69.98

64.89

75

76.30

81.56

76.19

64.29

90.91

74.78

87.05

64.25

83.84

73.67

表 3 各年、各行业年报披露环境绩效信息公司所占比重

注：行业分类不区分年度，只要在 2004 ~ 2013年间的任
一年度披露了环境绩效信息就认为是已披露公司。

一、董事会报告部分

公司环保情况/节能减排效果（总体概括）

环保技术/设备/项目

环保风险/对策

环保内部控制/环境事故应急预案

能源、资源节约措施/减排降污措施

环保违规违法说明

水资源消耗量/节约量

能源消耗量/节约量

废水排放量/减排量

废气排放量/减排量

烟尘/粉尘排放量/综合利用率

其他环保绩效指标

环保投资情况

二、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

在建工程

长期待摊费用

应交税费

其他应交款

预提费用

其他应付款

预计负债

管理费用

政府补助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营业税金及附加

其他流动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营业外收入/支出

专项应付款

披露次数

1846

991

792

687

565

558

45

101

80

99

46

131

317

披露次数

763

324

891

79

230

131

97

1494

2358

909

600

246

649

1356

178

比重（%）

27.53

14.78

11.81

10.25

8.43

8.32

0.67

1.51

1.19

1.48

0.69

1.95

4.73

比重（%）

11.38

4.83

13.29

1.18

3.43

1.95

1.45

22.28

35.17

13.56

8.95

3.68

9.68

20.22

2.65

表 4 环境绩效信息具体项目及所涉及
会计科目的披露次数及比重

注：关于表中第二部分的统计标准，只要样本公司财务
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的情况说明中涉及本表所列会计科
目及其对应披露内容（参见表2）就记作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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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源、资源排放量与减排量。2004 ~ 2013年披露能源、

水资源消耗量与节约量的年报分别为101份和45份，有99份

年报涉及废水、废气排放与具体减排数量，总体披露比重不

足2%。《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等

规章制度明确规定了不同种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部

分行业最高允许排放量等，但从统计情况来看，只有少数公

司按照标准排放污染物。这说明国家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必

须加大执法力度。

2. 弃置费用。弃置费用反映了企业承担环境保护和生态

恢复义务的支出情况。《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7号——石油天然气开采》都涉及弃置

费用。样本公司逐渐开始披露弃置费用的期初、期末数，在建

工程、预计负债、固定资产等会计科目的项目注释部分可能

提及弃置费用，披露的具体内容包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

物未来处置费用、公司承担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等义务所

确定的支出、油气资产弃置支出和计提的矿山环境恢复保证

金等。2013年有 20家公司（占比 2.38%）披露了弃置费用，涵

盖的行业包括纺织、钢铁、化工、火电、煤炭和采矿，这些都属

于重工业。

3. 税收优惠。年报的“公司主要会计政策”部分包括对税

收优惠的单独说明，与环境绩效有关的优惠政策有《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线企业取得的赠款免

征企业所得税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

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再生资源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

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

税政策问题的通知》等。2013年，已有 90家公司（占 10.69%）

享受了这些税收优惠。这说明仍有许多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

不愿意通过环保生产方式来换取税收优惠，也从侧面反映出

国家税收扶持力度仍需提高，企业环保意识有待加强。

4. 政府补助、其他非流动负债和营业外收入。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会计上应当区分是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还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前者计入递延

收益并分期计入损益，后者直接计入当期损益。附注中其他

非流动负债和营业外收入项目详细披露了补助项目的本期

发生额、上期发生额。补助内容涵盖政府环保补助收益、排污

费返还、技改资金、环保治理奖金等。2004 ~ 2013年共计2358

份年报披露了有关环境绩效的补助信息，2004年仅5家公司

（占 0.96%）的年报中涉及环保补助内容，而 2013年有 513份

年报（占 60.78%）披露了政府补助具体期初期末金额，其中

307份年报严格按照现行会计准则对补助进行分类说明。可

见国家对重污染行业公司环保扶持力度之大，上市公司也愿

意以实际行动去争取环保相关的补助，并且遵守会计准则规

范披露环境信息。但仍有 206家企业没有对环保补助信息分

类披露。行业之间差异逐年增大，2013年电解铝行业 7家样

本公司均披露了有关环保的政府补助内容，然而，石化行业

2010 ~ 2013年披露数量没有增加，披露比重仅为28.57%。

5. 排污费。2003年国务院颁布《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

例》，直接向排放环境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征收排污

费。年报附注部分的其他流动负债、支付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管理费用、专项应付款等科目涉及排污费，需要披露期

初、期末余额。2004 ~ 2013年火电、造纸行业上市公司排污费

披露情况较好，披露比例均值分别为 39.45%和 39.34%，主要

原因可能与监管制度有关。火电厂生产过程中排放大量烟

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造纸厂废气污染物有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和烟尘，废水污染物有总磷、氨氮、总氮等。国家发改

委 2006年发布《制浆造纸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

行）》、2007 年发布《火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

行）》，环保部 2008年实施《纸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2012年正式实施《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在国家

制度准则的约束下，火电、造纸行业上市公司排污费缴纳披

露情况较好。另外，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煤炭、电解铝行

业披露比重均在40%以上，尤其煤炭行业达到56.76%。然而，

制药行业样本公司自2006年以来排污费披露情况逐年恶化，

2013年仅有11.03%家企业在年报中公开披露缴纳情况。

6. 矿产资源补偿费。1994年国务院发布《矿产资源补偿

费征收管理规定》，明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其他管辖

海域开采矿产资源，应当依照规定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此

费用缴纳情况存在的行业差异依然较大，重污染行业中采

矿、煤炭、水泥、电解铝和冶金行业的生产需要大量矿产资

源，因此年报中关于此项的披露比例皆在 20%以上，煤炭行

业 2004 ~ 2013年间有 53.17%的企业在年报附注中的应交税

费、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管理费用、应交税费部分详细披

露了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期初及期末余额、暂时性差异、本期

上期发生额。从时间维度来看，以上四个行业在 2004年只有

14.42%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了该内容，到2013年该比例达到

45.03%，增长速度较快。部分样本公司在年报会计政策及计

税依据部分单独披露矿产资源补偿费的计税依据和税率，以

供阅读者估量公司环境污染程度。

显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更加偏好披露模糊定性式的

信息，譬如“总体环保情况”披露在大多数年报中对应的内容

是“我公司××××年通过加大环保投资、引进新技术、新设备

以及技术改造等方式，在提高产品质量、节能减排以及环保

治理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泛泛而谈，没有最大程度地反映

公司真实情况，只是年报编写方敷衍的措辞。此外，如“环境

管理体系”信息披露的持续性较差，上市公司往往只在获取

有环保要求的相关资格认证的第一年详细披露，这将不利于

报表使用者全面了解公司环境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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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分行业列示了政府补助、排污费及矿产资源补偿费

在 2004、2006、2010、2013年度的披露比例。本文除了选择了

2004年和 2013年一头一尾两个年度外，还列示了 2006年与

2010年两年的统计数据的原因在于：2006年是现行会计准则

开始实施的年度，2010年环保部颁布了《指南》。

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从时间维度来看，

2004 ~ 2013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环境

绩效信息在数量方面显著增长。从最初 2004年只有 7.01%的

公司到2013年已有92.52%的上市公司披露了环境绩效信息。

另外，随着相关法规出台，披露质量也明显提高。②年报中环

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在不同行业间差异较大，轻工业企业整

体披露水平高于重工业企业，如发酵行业87.98%的年报涉及

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然而化工行业披露比重只有53.5%。③在

披露内容方面，上市公司倾向于使用抽象的文字性的定性描

述，大多数年报都在泛泛而谈，没有反映任何具有参考价值

的信息，只是在沿用以前年度的模板。无论定性还是定量信

息大部分都是传递公司正面环保形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

更加偏好披露环保技术、风险、补助、营业外收入的积极方面

信息，负面情况通常被掩盖。

李克强总理曾提过“环保法的执行不是棉花棒，是杀手

锏”。使杀手锏发挥作用的关键两点是：①虽然我国环境保护

方面的法律框架已初步成形，但细化到环境保护方面的会计

准则规范仍未制定发布，这使得上市公司在处理环境绩效方

面的财务信息时缺乏国家统一的具体操作规范。因此，国家

的环保部、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应快马加鞭制定切实可行的企

业环境会计准则以及配套的应用指南。②在有法可依的前提

下，环保执法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执法部门内部要完善问

责机制，对于环保方面的监管、审核等权力的行使要落实责

任到部门。唯有此，才能有效地促进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实

现绿色经营，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绩效信息在数量和内容方

面才能有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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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

纺织

钢铁

化工

火电

石化

冶金

造纸

制革

制药

电解铝

建材

煤炭

酿造

水泥

采矿

2004年

比重1

6.25

0

0

0.95

0

0

0

0

0

2.27

0

0

0

0

0

4.17

比重2

6.25

4.35

0

21.9

32

16.67

21.74

30

0

13.64

0

0

16.67

8.82

19.05

0

比重3

0

0

0

3.81

0

16.67

8.7

0

0

1.14

0

4.76

19.44

0

23.81

4.17

2006年

比重1

11.11

3.85

3.57

2.65

2

0

0

0

0

4.4

0

0

0

0

0

0

比重2

11.11

3.85

0

19.47

44

33.33

25

31.82

0

24.18

16.67

0

25

5.88

23.81

0

比重3

0

0

0

4.42

0

16.67

12.5

0

0

0

0

0

33.33

0

23.81

8.33

2010年

比重1

44.44

41.79

64.71

50

78.43

28.57

59.52

85.19

20

36.72

71.43

50

69.44

35.14

58.33

22.22

比重2

14.81

14.93

32.35

26.06

43.14

28.57

40.48

51.85

40

10.94

42.86

25

36.11

13.51

37.5

16.67

比重3

0

1.49

11.76

6.91

3.92

0

28.57

0

0

0.78

14.29

0

69.44

2.7

50

33.33

2013年

比重1

68.75

61.97

75.76

60.99

83.02

28.57

65.96

82.14

42.86

43.45

100

51.02

81.08

56.41

76

42.5

比重2

18.75

23.94

39.39

21.52

33.96

28.57

38.3

35.71

28.57

11.03

42.86

18.37

56.76

15.38

40

27.5

比重3

0

2.82

18.18

3.14

3.77

0

21.28

0

0

0

28.57

6.12

67.57

2.56

36

60

表 5 样本公司部分指标各行业披露比例 单位：%

注：比重1、比重2、比重3分别对应政府补助、排污费及矿产资源补偿费信息在各行业年报中的披露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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