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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名孓1’上压环境 Z孓j；
Z孓p I 构建的经济学分析

李 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摘要：目前，西方许多学者将环境会计和社会会计结合起来构建了社会环境会计进行研究。这是因为人类社

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类与其所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对立统一、协调共进的动态过程，而我国鲜有人进行这方

面的研究。因此在充分借鉴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和环境会计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就构建我国的

社会环境会计进行经济学分析，以推动我国会计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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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al Analysis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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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竹hwest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At present-many western researchers study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which

was constructed from connection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and social accounting．The reason i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bases on related and harmonious proceed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soci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s．However，few people do this research in China．So，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theory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of China after considering principle of theory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s．The goal of studying is to expect to encourage the expansion and develop—

men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ccount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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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历史成本计价、权责发生制和复式记账

三大支柱基础上的传统会计虽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

进程中功不可没，但是传统会计仅仅是经济效益的

维护者，并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最大限

度地追逐利润，追求比较小的投入以获取最大的产

出，是传统会计的目标。而且传统会计没有将对环

境影响所带来的经济问题很好地纳入会计理论与实

践中加以研究和解决，这就使传统会计对企业污染

环境、消耗资源等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成为一个“旁观

者”、“局外人”，产生了用企业经营活动的“内部经济

性”掩盖了企业的“外部非经济性”。传统会计的诸

多局限性表明其自身难以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

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环境会计、

社会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等理论，这些会计理论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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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极大促进和丰富了传统会计理论，符合人类社会

发展的要求和规律，蕴含了人类思想发展的火花和

意识进步。在我国，鲜有人将社会会计和环境会计

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而国外许多学者已从早期单纯

的社会会计和环境会计研究的窠臼中走出来，将两

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形成了社会环境会计。这是

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类与其所处社

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对立统一、协调共进的动态过程，

这种过程是多维的，是不能割裂的。有鉴于此，本文

试图在充分借鉴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和环境会计研究

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就构建我国的社

会环境会计进行经济学分析，以推动我国会计理论

研究与实践的丰富和发展。

一、社会环境会计的渊源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际社会掀起了经济、

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相联系的可持续发展

的浪潮。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试图将

社会和环境产生的相互作用结合起来，充分借鉴社

会会计和环境会计已有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社

会环境会计的研究。社会环境会计的产生来自于学

者们对于会计功能的三方面的深化认识：首先，会计

活动应当反映它的社会背景；其次，会计应反过来重

新构造社会的真实性；最后，会计本质上是传统的新

古典经济学的应用。研究社会环境会计的学者们在

指出传统会计种种局限性的同时，提出了社会环境

会计应当具有的三大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应更好地

理解企业在利润上升的同时，受其影响的环境质量

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责任却不断下降；第二个任务

是在现行会计实践中寻求一些适当的方法，使得会

计能够做出恰当的调整以更好的鼓励企业的经济行

为能同社会责任及环境进行良性互动，目前在这方

面开展的研究有：检察和审视企业的投资评估体系，

重新考虑企业关闭和开设工厂的决定，探求与伦理

有关的投资问题等等；第三个任务是寻求对于企业

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责任、环境之间关系的新的解释，

目前在这方面讨论的最多的是企业就其经济行为是

否应增加环境影响报告和社会责任审计的披

露oO-53当然，就现阶段而言，社会环境会计在西方

国家仍然处于较为初步的研究阶段，基本上围绕上

述三大任务展开，在这方面做得最为出色当属Gray

教授和其领导的社会和环境会计研究中心

(CSEAR)。作为环境会计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的

Gray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的领域逐渐

向社会环境会计扩展，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和

著作，而其所领导的社会和环境会计研究中心是总

部设在英国Dundee大学的学术机构，在22个国家

拥有分支机构，会员超过200人。[6’73

二、社会环境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的

经济学分析

社会环境会计的产生和发展除了经济社会的现

实原因和会计理论研究的深化推动以外，还有经济

学理论为其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我

国的社会环境会计正处于认识探索阶段，因此有必

要用经济学相关原理来对社会环境会计的理论和实

践加以指导，这样能够促进社会环境会计理论的科

学构建和健康发展。

(一)政治经济学分析

作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来源之一的Bour～

geois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备受研究社会环境会计学

者们的推崇，因为除了Bourgeois本人作为20世纪

初欧洲政坛的杰出人物外，更重要的是其政治经济

学虽然是建立在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

上，但是它却包含了许多诸如社会公平、和谐社会等

体现人文关怀的思想，同时布尔茹瓦的政治经济学

充分研究了在一个社会或团体里，具有不同利益追

求的经济个体在其进行经济利益活动时，如何在既

能满足和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又做到同其他行为

者处理好关系，以保证自身在这个社会或团体中生

存下去o E8]Bourgeois的政治经济学特别强调了社会

因素、环境因素都不同程度的制约着利益追求者的

经济行为，其中社会因素当中包含了政府或社会管

理机构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对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经济行为进行保护；二是对

损害整个社会利益的行为进行干预。事实上，布尔

茹瓦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当中所强调的社会团体更多

是指企业，其思想理论表明企业和其他类型的公民

一样都对社会负有伦理道德义务，可以并且应该帮

助社会和社会上的特殊群体。在现实社会中，由于

每个人能力、机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必然有一些人是

居于弱势群体地位。一个企业，尤其是一个成功的

企业，必然是经济社会当中的一个强势群体，一方面

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另一方面社会财富也更多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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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这些成功的企业当中，它们应该有责任帮助社

会上的弱势群体。企业的这种公益行为应当被视为

是一个富有文化理念的道德理想，是企业成为社会

良心维护者的自觉行动，而且也是企业获得社会承

认的有效途径。任何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只有在它

拥有为社会，至少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道德上的

正当性时，才能被大众视为是正义的，才能为社会大

众所认可和接受，并成长壮大。所以，当企业以种种

形式回报社会的时候，并不能简单视之为一种单方

面的给予，而是自身获得立身之本的必要付出。采

用这些观点，一些社会环境会计的研究者得出了许

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Ramanathan就得出了

“社会合同”(social contract)的概念[9]，他认为一个

企业的存在总体上是依赖于社会的支持的，如果企

业从事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的话，社会就将采取取

消该企业营业资格的行为，最终会导致该企业的消

失。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同时保持自身能在

社会中生存下去，有理由相信企业的管理层就会发

布企业与其所在环境和社会相关的经济行为的信

息。又例如，Gray等人就得出如果企业的经济行为

侵犯了，或者被察觉侵犯了广大社会成员的各种相

关利益的话，政府应该进行干预以保护全体社会成

员的利益。[1’21作为企业而言，必须及时、充分、有效

地披露其经济行为对社会、环境可能造成后果的详

尽信息，以取得与其利益相关群体的信任，避免政府

干预。

(二)环境经济学分析

环境经济学认为，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除了

人们未能认识的自然生态规律外，主要表现为两个

方面：一是环境资源的产权制度缺损；二是对于环境

资源使用上的社会贴现率与私人贴现率存在不一

致。[10]产权制度缺损反映了环境资源具有公共物品

的特征，导致环境资源不具有排他性。但是，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环境资源已经越来越稀缺，因此很多

环境资源已经具有竞争性特征，实际上是一种准公

共物品，虽然具有竞争性，却不具有排他性。环境资

源这种具有竞争性却不具有排他性的特征，是外部

性问题产生的原因。经济上外部性的存在会引起市

场失灵而使社会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从而导致

如河流、林地和草场等环境资源使用上产生“公用地

的悲剧”，这表明了任何时候只要许多个人共同使用

一种稀缺资源，便会发生环境的退化。而环境资源

使用上的社会贴现率与私人贴现率的不一致，又会

导致在资源利用过程中，没有全面权衡经济发展和

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只考虑近期的直接的经济效

果，忽视了经济发展给自然和社会带来的长远的影

响，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在环境资源被大肆利用而不

断减少的情况下，却没有更多的替代性解决方案，从

而加剧了资源的紧张程度。正是从这两点我们可以

看出，由于资源的稀缺性，社会成员一般都会产生利

己的动机，每个成员都希望扩大自己的利益，从而造

成了公有财产的过度利用和浪费的现象；由于资源

的稀缺性，企业要想使用它，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所以，环境资源也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物品，会计

对它的价值应该进行核算，况且企业的行为是经济

行为，制约和规范经济行为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便是

采用会计作为经济管理手段。而且，随着资源的日

益减少，人类讲求整体经济效益的意识越来越强烈。

会计作为衡量经济效果的手段，反映资源配置结果

的工具，对资源的核算和管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根本上来说，由于人们的经济关系处于社会关系

的支配地位，所以作为经济手段的会计是环境管理

手段的核心。环境问题的背后无不隐藏着人们之间

经济利益上的冲突，环境问题的解决实质上是各利

益相关者谈判和重复博弈的过程。因此采用会计手

段对改善环境管理，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球环境管理的实践也证明了

环境管理越来越依赖于会计等经济手段的完善与应

用。我国的传统会计，没有考虑对环境资源的核算

和环境信息的披露，不能适应现在所倡导的“绿色经

济”的要求。所以，为了确保对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

和合理配置，对环境资源明确产权、进行量化和处理

显得顺理成章，于是社会环境会计得以产生。例如，

某条河流的上游污染者使下游用水者受到损害。如

果给予下游用水者以使用一定质量水源的财产权，

则上游的污染者将因把下游水质降到特定质量下而

受罚。在这种情况下，上游污染者便会同下游用水

者协商，将这种权利从他们那里买过来，然后再让河

流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同时，遭到损害的下游用水

者也会使用他出售污染权而得到的收入来治理河

水。综合上下游两方使用者来看，由于上游污染者

为其造成的外部影响支付了代价，故其私人成本与

社会成本之间不存在差别。社会环境会计就可以披

露财产权交易双方相关的会计的信息，将双方在交

易中的收益和承担的成本加以量化，以提供给双方

企业内部决策人和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这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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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到全面准确地衡量企业与社会责任相关的支出

和收益。

(三)经济学的外部性分析

在很多时候，某一个个体(生产者或消费者)的

一项经济活动会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危害，但他

自己却并不为此而支付足够补偿这种危害的成本。

此时，这个个体为其活动所付出的私人成本就小于

该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这种性质的外部影响被

称为所谓“外部不经济”，反之，则成为“外部经济”。

根据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外部不

经济可以分类为“生产的外部不经济”和“消费的外

部不经济”o c113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在其生

产经营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企业的这种生产经营活

动可能会造成对本企业员工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的损

害，可能会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造成破坏性的影

响，而企业往往逃避对此的责任，使得其付出的成本

小于其生产经营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因此可以

将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相关的外部影响定义为生产的

外部不经济。正因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产生

的“生产的外部不经济”，社会环境会计就是要确认、

计量和披露这种“生产的外部不经济”，用来对“看不

见的手”的市场经济调节方式进行补充调节，使得企

业披露其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企

业如何处理这种影响造成的社会成本，从而缩小企

业付出的成本与其生产经营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

的差异，促使企业履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达到资源

配置最优化和社会公平的目标。例如，在“生产的外

部不经济”情况下，假定某一生产者的生产经营活动

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分别为CP和CS。由于存

在外部不经济，放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CP<CS。

如果该生产者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得到的私人利益

VP大于其私人成本而小于社会成本，即有CP<

VP<CS，那么该生产者显然会按照他目前的生产

经营方式继续经营下去，尽管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该

生产者的活动破坏了社会财富，是不利的。在这种

情况下，通过实行社会环境会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这一状态，在该生产者实行社会环境会计后，就

必须向政府监管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和社会公众披

露其承担社会责任情况，有关部门就可以看到该生

产者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具体数额，迫使该

生产者为了弥补这一差额必须采取相关措施。如果

生产者采取了相关的承担社会成本的措施，就会放

弃一部分利益，即为(CS—CP)，而社会上其他人由

此而避免的损失也为(CS—CP)。故这样重新分配

后，可以使每个人的损失都减少，亦即每个人的福利

水平增大。由此可见，通过实行社会环境会计，可以

减少“生产的外部不经济”对社会、经济及环境造成

的不良影响。

总之，社会环境会计反映了社会与时代的需要，

对促进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笔

者希望本文所作研究能收到引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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