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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呈现出良好发展

态势，极大地促进了强国战略的落实及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但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

的环境问题。一方面能源消耗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

能源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也在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既要绿水

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应坚持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并重。因此，加强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发展已

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1]。

交通运输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发展模式往往受到全国经济发展模式大环境的影

响。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发展规划的通知》[2]以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

发〈加快推进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发展指导意见〉

的通知》[3]的基本要求，运输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

走以提升系统协调能力为主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以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这就需要建立安全、高

效、经济、协调、绿色、低碳的运输体系，实现资源、环

境、交通的和谐统一，推行绿色安全发展模式[3]。在

运输企业低碳化发展过程中，对其进行合理、科学的

财务评价是其低碳化转型发展的助推器，也是运输

企业实现战略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财务支撑。

这对于企业开展低碳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都将起到

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带动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的协调发展。

从目前运输企业财务评价的实践来看，企业对

节能减排、低碳政策执行、技术创新、新能源使用、低

碳发展所带来的长期环境和社会绩效问题的反映不

够充分，其财务评价仍然是以传统财务评价为主，无

法全面反映企业的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的有机统

一，以及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的协调发展。鉴于此，

本文以低碳经济为背景，对运输企业现有的财务评

价指标进行优化调整，引入反映运输企业低碳发展

的低碳业绩和低碳能力的指标，以期为运输企业适

应低碳经济发展需要提供内在的财务支撑。

二、运输企业财务评价指标的低碳经济要求

“低碳经济”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从制度安

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减少碳排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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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环保共享共生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近年来，国家深化交通运输体制改革，运输行业

进入了建设发展的新阶段。然而，在交通运输行业较

快发展的同时，其能源消耗也保持了较高增速。2014
年我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能耗为 36336.43万
亿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耗总量的8.53%，2015年的能

耗为 38318万亿吨标准煤，占比为 8.91%。根据交通

运输部公布的《2016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

报》，2016年公路专业货运企业每百吨公里单耗 1.8
千克标准煤，下降 4.0%；远洋和沿海货运企业每千

吨海里单耗5.0千克标准煤，下降4.9%；公路班线客

运企业每千人公里单耗 14.5 千克标准煤，增长

9.6%，每百车公里单耗 29.7千克标准煤，下降 1.5%；

港口企业每万吨单耗2.5吨标准煤，下降3.0%。

为深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交通运输业建

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加快节

能减排步伐，推进交通设备的升级换代，取得明显的

节能减排及保护环境的效果，运输业在充分发挥基

础性、先导性和服务性作用的同时，应当更加重视内

涵发展，强化内部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低碳经济

会使财务管理目标、财务评价指标等产生一系列的

变化，运输企业需要及时优化调整现有的财务指标，

以适应低碳发展的需要，将低碳发展的实际成果反

映在企业财务评价中，从而使相关利益者全面了解

企业在低碳经济环境下的投入、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情况，促使企业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承担环境保

护的社会责任，保证企业价值的实现。与低碳经济发

展相适应的财务评价指标，能够为运输企业的低碳

化升级改造提供强有力的财务保障，使管理者发现

尚未得到控制或控制不到位的领域，更有效地配置

企业现有资源和评价企业经营管理业绩，为企业实

现经济、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协调发展助力，这体现

了运输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三、低碳经济下运输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定位及对

财务指标选取的影响

低碳经济下运输企业需要将履行社会责任与追

求经济效益进行有机结合，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低碳经济下运输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当综合考

虑企业综合价值、社会效益、低碳效益、环境效益四

个维度，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可持续发

展，达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低碳效益的最优化，

同时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一）财务管理目标定位

低碳经济下运输企业不仅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要求，而且要符合低碳发展的要求，即将经济增速与

低碳发展的双重性协调化。

在经济增速与低碳发展双重性协调化的总体目

标下，运输企业要实现企业综合价值最大化、社会效

益最大化、低碳效益最优化和环境效益最大化的目

标，因此应建立以总体目标为中心，四个具体目标共

同支持的财务管理目标定位，如图1所示。

1. 综合价值最大化。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要求企

业运营目标和战略规划转向追求自身经济利润和外

在生态价值的综合平衡，不应局限于追求单纯的经

济利润最大化，而是依靠自身财务运作机制的调整，

实现对企业低碳化发展的支持，帮助企业管理者了

解低碳运作的财务成本和收益，并且量化低碳运作

所获得的实际经济利润和实际生态效益，从而帮助

企业确认生态收益价值与经济利润价值之间的比例

关系，最终通过低碳财务管理模式达到企业综合价

值最大化。

2. 低碳效益最优化。低碳效益最优化体现在低

碳运作最优化和低碳升级持续化两方面。财务管理

的效益体现在低碳环境中运用调控功能，引导企业

的资金和资源投向低碳发展的领域，以低能耗、低污

染的方式进行财务操作安排，并实现企业的碳利益

与经济利益的最优化。此外，为了保证企业的财务管

理能够与企业低碳化升级的进程相匹配，运输企业

应当动态地评估低碳化升级进程中财务管理的影响

程度和影响方向，并据此动态改进企业低碳财务运

作模式，进而保证运输企业财务运作模式对企业低

碳化升级的最优化支撑。

3. 社会效益最大化。低碳经济下，运输企业的

社会效益最大化体现在企业承担社会义务所提供的

社会贡献额上。可以从企业安全生产总行驶里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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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运输企业低碳经济财务管理目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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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责任事故率、品牌示范效应、多角度人文关怀、

公益事业的关注度等多维度衡量。运输企业必须加

强环保科技创新，把科技创新应用在社会效益的提

升上，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让企业

不仅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也成为推动社会全

面进步的力量。

4. 环境效益最大化。低碳经济下，运输企业的

环境效益最大化体现为通过使用绿色清洁能源所产

生的效果或效益。既可实现节能减排、减轻大气污染

和温室效应，又能降低燃耗支出，在有益于环境保

护、最大限度地保持环境平衡和充分发挥环境效益

的同时，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实现节能减排和降低运

输支出的双赢目标，即取得最大的环境经济效益。

（二）低碳经济对财务指标选取的影响

低碳经济对运输企业财务指标选取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关注点不同。低碳经济要求运输企业在关注

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关注环境生态利益的提升，以

实现企业自身利益和环境生态利益的综合最大化。

目前运输企业的财务信息仍然主要通过经济性指标

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有关环境

方面的信息主要是资源、能源的消耗量、能耗强度、

碳排放强度、环境守法性以及环保设施投入等，缺少

与财务数据之间的有效联系，缺少对环境成本的考

量，无法反映环境保护对财务绩效产生的影响。低碳

经济下财务指标需考虑因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带

来的额外环境成本，在财务管理模式的运作和方法

的设计过程中，需全程考虑低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

碳成本以及未来的碳收益。

2. 风险估计不同。国家鼓励节能减排、低碳升

级等环境气候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的陆续出台，为

企业带来了有效利用政策法规而获益的收益风险，

以及违规碳排放、破坏环境而受处罚的损失风险。低

碳财务评价指标设计需要考虑风险成本因素，从整

体上做出长期统筹安排，以利于企业未来的可持续

发展。

四、运输企业低碳经济财务评价指标优化思路

运输企业低碳经济财务评价指标的选取应当以

发展和环保相互协调为总体目标，从财务评价的视

角保障企业经济、社会、生态三方目标的相互协调，

综合反映企业的资源使用、低碳投入、环境影响与产

出之间的关系。

（一）基本原则

1. 以长期评价为主，短期评价为辅。运输企业

的低碳发展是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实施碳减排工程

会增加企业成本，短期内会与企业经济效益目标冲

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增加低碳投入，实现企业节

能减排的低碳化发展有利于增强运输企业的竞争

力，提升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企

业应站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在构建反映企业

低碳发展能力的财务评价指标时，更多地关注企业

低碳发展的潜在能力和发展前景，从而避免由于短

期内成本增长，造成财务评价短视等行为。

2. 以动态考察为主，静态测量为辅。运输企业

的低碳化发展是渐进的升级过程，由于大量的高碳

资产无法在短期内消化、吸收、升级和改造，因而运

输企业低碳经济财务评价指标不应当关注企业低碳

化静态成果，而应注重考察企业低碳化动态进程。

3. 以定量指标为主，定性指标为辅。运输企业

低碳发展通常会对其财务运作指标产生直接影响，

因而应当通过定量指标评估运输企业低碳化成效，

尽可能减少财务评价过程中的人为主观因素，从而

避免影响企业对自身低碳能力的正确财务评价。

运输企业建立以定量指标为主的动态、持续性

的财务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在低碳发展中更好地对

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环境效益进行合理的

评价，从而实现更加有效的低碳化升级调控和企业

综合效益的提升。

（二）基本思路

财务评价指标要支撑运输企业转变现有发展模

式，不仅要考虑运输企业低碳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

还应当考虑和衡量企业微观经济运营特征；不仅要

分析由于财务管理目标的多元化导致的环境财务分

析指标多样化，而且要以动态化、长期化和定量化考

核评价为指导原则。在原有的偿债能力、运营能力、

获利能力、成长能力评价指标的基础上，从企业的成

本费用、运营质量、运作能力以及发展能力方面进行

低碳能力评价指标设计，从而比较企业投资于环境

的收益和支出情况，从总体上把握企业环保治污的

态度、投入力度以及最终效果。

运输企业在分析低碳发展中设备、人才等方面

的成本费用支出对企业阶段性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发展潜力的影响时，应当把成本控制运作作为其

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点控制环节。运输企业的

低碳发展必须关注投入产出比，应当在低碳经济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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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评价指标中增加改进质量的指标权重。运输企业

低碳发展的目的之一是提升企业日常运作能力，所

以应当将运作能力的指标纳入低碳经济财务评价指

标中。运输企业的低碳发展不是短期行为，而是一个

持续、长期的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必须着眼于未

来，应当重视低碳发展能力指标，将其作为低碳经济

财务评价指标必不可少的一项。

低碳评价指标与原有指标有交叉重叠的部分，

但两者有不同的内涵要求，因此，本文将反映低碳能

力的指标单独列示，以便更加清晰地从财务评价的

视角反映运输企业的低碳发展能力。低碳经济下运

输企业财务指标体系优化调整思路如图2所示。

五、低碳经济下运输企业财务评价指标的选取

本文将能耗、排碳量、次生资源利用率等生态要

素与企业产值、利润等经济要素相结合，从成本费

用、运营质量、运作能力和发展能力四个方面优化相

应的评价指标，形成了专门用于评价企业低碳能力

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一）低碳成本费用类指标

运输企业低碳化发展必然会增加成本费用的支

出，通过对企业财务成本的考察，可以帮助企业获取

自身低碳化发展的成本信息，从而使管理者有效地

评估低碳化发展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增加，合理规划

自身的低碳化发展速度和进程。运输企业的低碳成

本费用类指标可以设计为：

1. 低碳运输设备后续费用。该指标主要计量定

期内低碳排放型运输设备更新改造的后续资金支出

金额。

2. 低碳利息费用。该指标主要计量定期内对低

碳改造项目外部融资的利息费用。

3. 低碳培训费用。该指标主要计量定期内企业

人员低碳技能培训的费用。

4. 高碳运输设备淘汰损耗率。该指标反映定期

内企业淘汰毁损的高碳运输设备与期初固定资产原

值的比率，即运输企业高碳运输设备淘汰毁损而造

成的固定资产损耗程度。

此外，低碳运输设备改造咨询费用和清洁燃油、

天然气的使用率等也可以作为运输企业的低碳成本

费用类指标。

（二）低碳运营质量类指标

运输企业的低碳化发展应当注重自身财务运行

质量和生产运营质量的提高，尤其是有关低碳运作

和财务操作的效率和效益的提升。运输企业的低碳

运营质量类指标可以设计为：

1. 单位净利废气排量。该指标主要计量定期内

单位净利润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估计量，其计算方式

为将能源消耗量全部换算为以吨标准煤为单位，再

以能源消耗量乘以每吨标准煤碳排放量之积，除以

当期净利润。

2. 低碳运输设备投资比率。该指标主要计量某

一时点上低碳设备的净值占企业全部固定资产的比

低碳经济下运输企业财务评价指标

低碳能力指标

低碳成本费用 低碳运营质量 低碳运作能力 低碳发展能力

长期化、动态化、定量化

添加

主要指标

辅助指标

偿债能力 营运能力 获利能力 成长能力

资本结构 每股指标 现金流量

现
有
指
标

添
加
指
标

图 2 低碳经济下运输企业财务指标优化思路

指标分类

低碳
成本

费用类
指标

低碳
运营

质量类
指标

低碳
运作

能力类
指标

低碳
发展

能力类
指标

指标名称

1.低碳运输设备后续费用

2.低碳利息费用

3.低碳培训费用

4.低碳运输设备改造咨询费用

5.高碳运输设备淘汰损耗率

6.清洁燃油、天然气的使用率

1.单位净利废气排量

2.低碳运输设备投资比率

3.低碳投资成效

4.环保设施运行率

5.低碳资产增长率

1.营运车辆碳排放节约量

2.低碳运输技术专利新增数量

3.低碳运输技术应用水平

1.低碳运输研发投入

2.低碳运输改造水平

3.单位收入能耗

4.单位收入节能量

表 1 低碳经济下运输企业财务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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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通过考察企业低碳设备的更新速率来反映企业

低碳化改造的深度。

3. 低碳投资成效。该指标的计算方式为上期单

位净利废气排量减去本期单位净利废气排量，再除

以本期低碳设备费用，其用于反映单位投资额所能

获得的低碳成效，从而确定企业低碳投资带来的低

碳化效应实施成果。

4. 环保设施运行率。该指标反映的是运输企业

环保设施运行的总水平，环保设施的有效运转可以

使其发挥应有的功能，即创造效益并较好地改善环

境污染的现状，环保设施运行率较高表明运输企业

的环保水平较高。

5. 低碳资产增长率。该指标反映企业资产总额

与企业低碳资产增长额的比率。低碳资产增长率越

高，说明运输企业低碳资产规模增长速度越快，企业

竞争力越强。

（三）低碳运作能力类指标

运输企业的低碳化发展是为了使企业在低碳环

境下能够更好地面对低碳经济的要求，使其在未来

拥有有效的低碳化运作能力。运输企业的低碳运作

能力类指标可以设计为：

1. 营运车辆碳排放节约量。该指标主要计量基

于上一期环比下，营运车辆单位运输里程所节约的

碳排放量。

2. 低碳运输技术专利新增数量。该指标主要反

映的是运输企业各个运作流程中的低碳化研发和创

新能力。

3. 低碳运输技术应用水平。该指标为主观定性

指标，主要反映外部对本企业应用低碳技术进行低

碳化改造升级的成效，一般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对相

关业界专家进行问卷调查，并加以统计分析而得出。

（四）低碳发展能力类指标

运输企业的低碳化发展需要长期规划，未来发

展能力的指标反映了其本质要求。运输企业的低碳

发展能力类指标可以设计为：

1. 低碳运输研发投入。该指标主要反映企业对

未来低碳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以及企业在未来的

产业低碳化发展中所能够占据的技术优势。

2. 低碳运输改造水平。该指标为主观定性指

标，主要反映企业内部人员对企业低碳化发展的接

受程度和认识水平，进而确定企业在未来低碳经济

发展中能否得到广泛认同。该指标一般通过对企业

内部中层管理人员和基层员工代表的问卷调查结果

分析得出。

3. 单位收入能耗。综合能耗是运输企业能源消

耗的重要指标之一，指运输企业所消耗的能源折合

成的标准煤量，其与收入的比率为单位收入能耗，代

表单位收入消耗的资源，该比率越小，说明运输企业

低碳发展的水平越高，环保水平越高。

4. 单位收入节能量。该指标主要反映运输企业

的节能效果，即单位收入消耗的能源折合成标准煤

量的减少量（节约耗能）与收入的比率，该比率越大，

则运输企业低碳发展的水平越高，环保水平越高。

六、低碳经济下运输企业财务评价指标的验证

分析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赋予各指标权重，通过权

重的分配对各指标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具体的计

算和运用进行分析，从而对低碳经济下运输企业的

成本费用、运营质量、运作能力和发展能力进行综合

的财务评价。

（一）确定层次结构

运用层次分析法可以将运输企业各财务评价指

标按一定逻辑关系划分层次，对两两指标进行相对

重要性判断并计算其权数。可以将表 1构建的评价

指标体系划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对象层三个层次。

目标层为低碳经济下运输企业财务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则为低碳成本费用、低碳运营质量、低碳运作

能力和低碳发展能力，对象层即为所选取的各个具

体评价指标。

（二）确定指标的量化标准

由相关专家组通过 Saaty教授提出的 9分位标

度法对两两指标进行比较，确定相对重要程度，构造

出的矩阵 E为正互反矩阵，即：eij=1/eji，eij代表第 i
行第 j列的评价指标。

（三）处理权数

通过对相对重要程度的判定，计算矩阵的最大

特征根与特征向量。据此可计算出每一准则层相应

的对象层权重与最大特征值，并进行一致性检验[4]。

首先，将矩阵 E的每一列向量归一化，得到：

wi=wi/∑
i = 1

n
wi 。其中，n表示每个矩阵中需要确定权

重的指标个数，W=（w1，w2，…，wn）
T即为特征向量。

其次，计算最大特征根：λ=1/n （EW）i/wi。其

中，λ即为最大特征根的近似值，（EW）i为判断矩阵

∑
i =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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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征向量乘积的第 i个元素。

最后，计算一致性指标：CI=（λ-n）/（n-1）。
（四）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为了在进行两两指标

判断时避免出现前后判断矛盾的情况。一致性比值

为：CR=CI/RI 。
其中，RI为随机一致性指标，当CR<0.1时，验

证其符合逻辑性，可以直接利用矩阵E的特征向量

W作为权重向量；当结果不满足要求时，对判断矩

阵E加以调整，直至符合要求。

本文使用迈实层次分析软件进行权重计算与一

致性检验，各层次的判断矩阵如表2 ~ 表5所示，一

致性检验结果如下：

根据表 2，经计算，最大特征值λmax=6.40346；
CR=0.0640416<0.1，符合一致性检验。

根据表 3，经计算，最大特征值λmax=5.31815；
CR=0.0710147<0.1，符合一致性检验。

根据表 4，经计算，最大特征值λmax=3.0092；
CR=0.00884876<0.1，符合一致性检验。

根据表 5，经计算，最大特征值λmax=4.04582；
CR=0.0171608<0.1，符合一致性检验。

（五）层次总排序

在计算各对象层次指标权重后，进行低碳成本

费用、低碳运营质量、低碳运作能力和低碳发展能力

四个方面的相对重要性判断，以此为基础计算各具

体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权重。考虑到四个方面

的同等重要性，因此将低碳成本费用、低碳运营质

量、低碳运作能力和低碳发展能力四个准则层指标

权重都设置为0.25。
低碳经济下运输企业财务评价指标的权重如表

6所示。

评价指标

低碳运输
设备后续
费用

低碳利息
费用

低碳培训
费用

低碳运输
设备改造
咨询费用

高碳运输
设备淘汰
损耗率

清洁燃油、
天然气的
使用率

低碳
运输
设备
后续
费用

1

1/3

1/5

1/5

1/3

1/5

低碳
利息
费用

3

1

1/4

1/5

1/3

1/3

低碳
培训
费用

5

4

1

1/2

2

3

低碳
运输
设备
改造
咨询
费用

5

5

2

1

3

5

高碳
运输
设备
淘汰
损耗
率

3

3

1/2

1/3

1

1/2

清洁
燃油、
天然
气的
使用
率

5

3

1/3

1/5

2

1

对象层
指标权重

0.3969500

0.2431290

0.0642918

0.0440902

0.1295840

0.1219550

评价指标

单位净利
废气排量

低碳投资
成效

低碳运输
设备投资
比率

环保设施
运行率

低碳资产
增长率

单位净
利废气
排量

1

3

3

1/2

5

低碳
投资
成效

1/3

1

1/2

1/3

1/2

低碳运
输设备
投资
比率

1/3

2

1

1/3

1/2

环保
设施
运行
率

2

3

3

1

3

低碳
资产
增长
率

1/5

2

2

1/3

1

对象层
指标权重

0.0975622

0.3412890

0.2557890

0.0777148

0.2276450

评价指标

营运车辆
碳排放节
约量

低碳运输
技术专利
新增数量

低碳运输
技术应用
水平

营运车辆
碳排放
节约量

1

1/2

1/3

低碳运输
技术专利
新增数量

2

1

1/2

低碳运输
技术应用

水平

3

2

1

对象层
指标权重

0.5389610

0.2972580

0.1637810

评价指标

低碳运输
研发投入

单位收入
能耗

低碳运输
改造水平

单位收入
节能量

低碳运
输研发
投入

1

1/2

1/3

1/3

单位
收入
能耗

2

1

1/2

1

低碳运
输改造
水平

3

2

1

2

单位收
入节能

量

3

1

1/2

1

对象层
指标权重

0.4566090

0.2212020

0.1202170

0.2019720

表 2 低碳运作能力层次判断矩阵

表 3 低碳成本费用层次判断矩阵

表 4 低碳运营质量层次判断矩阵

表 5 低碳发展能力层次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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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评价体系各指标权重后，运输企业可以通

过运用财务分析综合指数法，根据所建立的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评价模型，对其中各个指标数据进行无

量纲化和同趋化处理，以各指标的平均值作为评价

基准值，计算出每个指标的实际值与基准值的相对

比率，得出其指数。将各项指数与各指标的权重相乘

求和后即为综合指数，也就是评价基准值的比率加

权平均值，该综合指数即为低碳经济下的财务评价

最终得分，也就是运输企业的低碳财务状况评价结

果。评价模型如下所示：

X= AiWi

其中，X是低碳经济下运输企业的财务评价得

分，Ai是运输企业第 i个评价指标的指数，Wi是第 i
个指标对应的权重。

一般而言，财务评分X=1时，表明该企业低碳

经济下的发展状况位于行业平均水平；0.5≤X≤1.5
时，表明与行业平均水平相差不大，属于正常范围之

内；X<0.5或X>1.5时，表明该企业某一层次指标值

过高或过低，需进行进一步分析。

七、总结

通过上述对运输企业低碳经济财务评价指标的

优化分析，各指标权重的计算结果体现出了低碳经

济下运输企业需要更加关注的环节。首先，营运车辆

碳排放节约量、低碳运输研发投入指标的权重显著

领先于其他指标，这说明运输企业要实现低碳发展，

首先必须加大营运车辆碳减排的力度，增加低碳运

输研发投入。其次，低碳运输设备后续费用、低碳投

资成效、低碳运输设备投资比率指标的权重也领先

于其他指标，这说明运输企业的低碳发展需要进一

步加强营运设备后续支出的有效管理和控制，应更

加注重低碳资金投资的成效和向低碳营运设备投放

的比重。最后，低碳运输技术专利新增数量、低碳利

息费用等指标的权重也较高，这就说明运输企业要

不断加大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增加技术投资，

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妥善运用财务杠杆，使运输企业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可持续发展。

低碳发展是实现企业与社会、自然和谐共生的

唯一道路，运输企业需要将低碳发展理念纳入企业

发展战略目标和财务管理目标中，在低碳财务评价

中增加反映低碳成本费用、运营质量、运作能力和发

展能力的内容，从而长期、动态、量化考察运输企业

低碳发展情况，推动运输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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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层

低
碳
经
济
下
运
输
企
业
财
务
评
价
体
系

准则层
权重

低碳成
本费用
0.25

低碳运
营质量
0.25

低碳运
作能力
0.25

低碳发
展能力
0.25

对象层权重

低碳运输设备后续费用

低碳利息费用

低碳培训费用

低碳运输设备改造咨询费用

高碳运输设备淘汰损耗率

清洁燃油、天然气的使用率

单位净利废气排量

低碳运输设备投资比率

低碳投资成效

环保设施运行率

低碳资产增长率

营运车辆碳排放节约量

低碳运输技术专利新增数量

低碳运输技术应用水平

低碳运输研发投入

低碳运输改造水平

单位收入能耗

单位收入节能量

权重

0.0992375
0.0607822
0.0160730
0.0110226
0.0323960
0.0304887
0.0243906
0.0639473
0.0853223
0.0194287
0.0569111
0.1347403
0.0743145
0.0409452
0.1141523
0.0300542
0.0553005
0.0504930

表 6 低碳经济下运输企业财务评价指标权重

∑
i = 1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