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 ０１ ０１

［作者简介］卢馨（１９６３— ），女，台湾人，暨南大学会计系副教授，博士，从事战略管理会计研究；李建明（１９８５— ），男，广东惠州人，暨南大

学会计学硕士研究生，从事财务管理、环境管理会计研究。

第 ２５ 卷　 第 ３ 期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审 计 与 经 济 研 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ＵＤＩＴ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５，Ｎｏ． ３
Ｍａｙ，２０１０

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研究
———以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沪市 Ａ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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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 年沪市 Ａ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现状进行研究发现，

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出台后，披露的内容、披露方式均有了明显的改善。

同时还发现，公司规模、公司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但从披露情况来看，仍

以定性化描述为主，而且企业在主动披露信息时存在自利性倾向行为，往往披露有利于树立良好形象的正面消息。

［关键词］环境信息；信息披露；制造业；社会责任报告；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Ｆ２３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 ４８３３（２０１０）０３ ００６２ ０８

一、引言

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以及将环境因素纳入企业

财务报告一直是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研究重点。

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部分企业就开
始在财务报告中自愿披露企业环境信息。１９８９ 年 ３
月，在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 ７
次会议上，专家们首次提出了环境信息披露问题。

此后 ２０ 年，国内外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环境信息
披露进行了探讨研究，进一步丰富了环境会计的理

论。Ｆｅｋｒａｔ、Ｉｎｃｌａｎ 和 Ｐｅｔｒｏｎｉ 认为，环境信息披露存
在显著性波动，不能支持自愿性披露假设，与有效环

境绩效之间缺乏显著的相关性［１］。Ｂｕｈｒ 认为，环境
报告制度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提高公司环

境业绩透明度的一项工具［２］。王建明发现外部监管

制度压力促进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３］。肖华和张国

清认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一种自利行为，是对公

共压力作出的反应［４］。

目前，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正成为一种全新的环境

管理手段而被各国广泛采用。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 日我国
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首次对企业环境

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进行了初步规范。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
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发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

引〉的通知》，鼓励上市公司应当在披露公司年度报告

的同时，也要披露公司的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从而使

环境信息成为年度报告的内容。在此背景下，考察我国

目前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现状存在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我国上市公司披露了什么环

境信息以及如何披露；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在

《指引》出台前后是否存在不同，有什么样的特征。因

此，本文以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沪市 Ａ 股制造业上市公
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年报中环境信息的披露情

况，同时对这两年数据进行了比较，以试图为进一步

了解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现状做出一点贡献。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１ 年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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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１年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划分标准，制造业包括 ９ 个次类行业，分别是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皮毛；木材、家
具；造纸、印刷；石油、化学、塑胶、塑料；电子；金属、非金属；机械、设备、仪表；医药、生物制品，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０８年分别有 ４４３家、４４４家上市公司。

②中国南车（６０１７６６）和上海电气（６０１７２７），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１２ 月 ５ 日首次发行上市。中茵股份（６００７４５）２００８ 年通过重大资产重
组，主营业务由服装生产转变为房地产开发，２００８ 年不属于制造业。

③环境信息搜索关键词为“环境、环保、节能减排、排污费、绿化费、清洁生产等”。

分类指引》，沪市 Ａ 股上市公司共有 １３ 个行业大类，
考虑到制造业这一大类涵盖了最多次类行业和最多

上市公司①，并且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制造业的发

展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本文选取沪

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仅限于年度报

告中环境信息的披露，而不涉及配股等情况下的环

境信息披露。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在沪市公开发行的 Ａ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共有 ４４４ 家，笔者在剔除了 ２００８
年首次发行上市的企业和 ２００８ 年退出制造行业的
上市公司基础上②，手工收集了 ４４２ 家上市公司在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 年连续两年的年报（共 ８８４ 份），并对
其所披露的有关环境信息进行调查和统计。在收集

过程中，本文根据对环境信息的范围及其含义的理

解，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关键词③，并采用 ＣＡＪ 浏
览器的搜索功能在年报中分别对此类信息的关键词

进行搜索。本文数据全部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关于上市公司的年报和手工收集。

三、环境信息披露总体情况

通过对 ８８４ 份年报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发现除
了 １０１ 家上市公司在连续两年的年度报告中从未进
行过环境信息披露外，其余的 ３４１ 家均在不同年度
的年报中不同程度地披露了相关信息，其中 ２１７ 家
上市公司连续两年均披露了环境信息，披露比例为

４９． １０％。整体而言，连续披露的企业并不是特别
多。另外，表 １ 数据显示，２００８ 年度披露环境信息的
有 ３１２ 家，占制造业这一大类的 ７０． ５９％，比起 ２００７
年有 ２５０ 家披露，占 ５６． ５６％的披露比例有了很大的
提高。主要原因在于，２００８ 年发布的《指引》要求企
业公开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从而促进了环境信息的

披露。例如，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在 ２００７ 年仅有
４ 家披露，而在 ２００８ 年已经增长到了 １２６ 家披露，增
加比例为 ２７． ６０％，直接使披露环境信息的比例提高
了 ３８． ７８％（见表 ２）。这说明随着我国相关法规的
出台和政策引导，以及其他社会利益相关者对环境

问题的关注，促进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

四、环境信息披露的具体情况分析

（一）行业分析

根据证监会 ＣＳＲＣ 行业分类的划分标准，制造

　 　 　 　表 １　 制造业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总体情况

环境信息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连续披露 均未披露

公司数 ２５０ ３１２ ２１７ １０１
比例（％） ５６． ５６ ７０． ５９ ４９． １０ ２２． ８５

　 　 资料来源：沪市制造业上市公司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 年年报。
表 ２　 制造业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情况

年份

社会责任报告（陈述）

披露个数 披露比例（％） 占已披环境信息

企业的比例（％）

２００７ 年度 ４ ０． ９０ １． ６（４ ／ ２５０）
２００８ 年度 １２６ ２８． ５０ ４０． ３８（１２６ ／ ３１２）
比较 ＋ １２２ ＋ ２７． ６０ ＋ ３８． ７８

　 　 资料来源：沪市制造业上市公司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 年年报。
业包括了 ９ 个次类行业。根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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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对重污染行业的认定，本

文对制造业中 ６ 个次类行业认定为重污染行业，它
们分别为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皮毛；造纸、印刷；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金属、非金属；医药、生物制

品。从统计结果显示（见下页表 ３）：
１． 除了食品、饮料行业外，其他各行业在 ２００８

年度的披露程度均高过 ２００７ 年度，尤以电子行业提
高最为显著，提高比例达 ２５％。由此显示，在国家政
策的引导下，２００８ 年各行业对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视
程度有所提高，对《指引》的反应情况和执行情况还

是比较积极的。

２． 行业不同，与环境的相关程度不同，造成环
境信息披露的比例也大为不同。如表 ３ 的 Ｐａｎｅｌ Ａ
显示，两年平均披露比例前 ５ 位分别为造纸、印刷，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金属、非金属，纺织、服装、

皮毛，食品、饮料，且这 ５ 个行业均属于重污染行
业，尤以造纸、印刷这类重污染行业披露程度最大，

其比例达到了 ７９． ４２％；石油、化学、塑胶、塑料作为
化工行业其比例也很大，仅次于造纸、印刷行业，为

７８ ２１％。而其他与环境联系相对较少的行业，例
如，机械、设备、仪表这一行业，虽其涵盖企业最多，

但是他的披露程度却很低，仅为 ４８． ３２％，这或许与
它的行业特点有关，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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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制造业上市公司对环境信息的披露情况

Ｐａｎｅｌ Ａ：９ 个行业上市公司对环境信息的整体披露情况

行业 公司数
披露个数 披露比例（％）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两年平均（％）

食品、饮料 ３４ ２４ ２１ ７０． ５９ ６１． ７６ ６６． １８
纺织、服装、皮毛 ３５ ２２ ２６ ６２． ８６ ７４． ２９ ６８． ５８
木材、家具 ２ １ １ ５０ ５０ ５０
造纸、印刷 １７ １２ １５ ７０． ５９ ８８． ２４ ７９． ４２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７８ ５７ ６５ ７３． ０８ ８３． ３３ ７８． ２１
电子 ２８ １４ ２１ ５０ ７５ ６２． ５０

金属、非金属 ７３ ４６ ５４ ６３． ０１ ７３． ９７ ６８． ４９
机械、设备、仪表 １１９ ４６ ６９ ３８． ６６ ５７． ９８ ４８． ３２
医药、生物制品 ５６ ２８ ４０ ５０ ７１． ４３ ６０． ７２

合计 ４４２ ２５０ ３１２ ５６． ５６ ７０． ５９ ６３． ５８

Ｐａｎｅｌ Ｂ：重污染行业对环境信息的披露情况

重污染行业 公司数
披露个数 披露比例（％）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食品、饮料 ３４ ２４ ２１ ７０． ５９ ６１． ７６
纺织、服装、皮毛 ３５ ２２ ２６ ６２． ８６ ７４． ２９
造纸、印刷 １７ １２ １５ ７０． ５９ ８８． ２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７８ ５７ ６５ ７３． ０８ ８３． ３３
金属、非金属 ７３ ４６ ５４ ６３． ０１ ７３． ９７
医药、生物制品 ５６ ２８ ４０ ５０ ７１． ４３

合计 ２９３ １８９ ２２１ ６４． ５１ ７５． ４３

Ｐａｎｅｌ Ｃ：已披露环境信息中非重污染行业与重污染行业的比较

行业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已披露个数 披露个数 披露比例（％） 已披露个数 披露个数 披露比例（％）

非重污染行业

重污染行业
２５０

６１ ２４． ４
１８９ ７５． ６

３１２
９１ ２９． １７
２２１ ７０． ８３

　 　 资料来源：沪市制造业上市公司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 年年报。
　 　 ３． 环境信息的披露主要集中于重污染行业，重
污染行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相对较高。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重污染行业的披露集中度分别为 ７５ ６％和
７０ ８３％，明显高于 非 重 污 染 行 业 的 ２４ ４％ 和
２９ １７％（表 ３ 的 Ｐａｎｅｌ Ｃ），并且从统计资料来看，重
污染行业披露的内容相对较多、较全面。

但是，就重污染行业内部来说，其披露总体程度

仍不高。在 ６ 个重污染行业，共 ２９３ 家企业中，２００７
年度只有 １８９ 家已经披露了环境信息，仅占了
６４ ５１％的比例，而在 ２００８ 年度，披露了环境信息的
有 ２２１ 家，占 ７５ ４３％。通过两年间数据的比较，虽
然披露比例提高了，但相对于其行业特点仍然不高

（表 ３ 的 Ｐａｎｅｌ Ｂ）。

（二）披露内容分析

在比较了制造业上市公司各类行业披露环境信

息的数量和比重后，我们进一步地调查分析上市公

司披露环境信息具体内容，以了解我国上市公司披

露环境信息内容的现状。关于环境信息应披露的具

体内容，目前中外的理论论述差别很大。英国会计

学家格瑞教授认为，环境报告需要披露的内容应该

包括企业所采取的环境政策；相应的环境计划和结

构框架；涉及的财务事项；发生的环境活动；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管理等五部分［５］。我国学者许家林等认

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基本内容应具有通用性，应

包括：（１）企业环境活动的财务影响，实际上就是环
境财务收益；（２）企业的环境绩效；（３）主要环境会
计政策［６］。

因此，我们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

信息披露指引》规定和当今学术界对环境信息内容

的分类，以及我国企业年报披露环境信息时用词的

粗略性、概括性等特点，将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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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类确定为 １０ 种信息内容，分别为环保风险提
示、环保措施、环保奖励、环境绩效、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环保违法违规的说明、环境指标、环境投入、环保

拨款与补贴和其他（具体见表 ４）。
表 ４　 制造业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内容的具体分类说明

内容 说明

环保风险提示
企业所面临的国家环保政策风险的说明、环境约束的加剧以及环境成本的增加对企业财务和其他经

营带来的挑战

环保措施
包括企业有关的环保政策和方针、下一年度的环境保护目标及规划、报告期内经营过程中采取的环

保措施

环保奖励 企业获得的有关环境管理的荣誉称号和奖励

环境绩效
企业通过各种环保措施所取得的成效，包括环境法规的执行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情况。以定

性描述和定量指标披露相结合。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主要包括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ＩＳＯ１４００１，ＨＳＥ（健康、安全、环保），ＧＢ ／ Ｔ２４０００，杜邦安全管理体系，质量、环境、
职业健康安全卫生一体化管理体系等

环保违法违规的说明
企业因环境违法违规被环保部门调查，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或被有关人民政府或者

政府部门决定限期治理或者停产、搬迁、关闭

环境指标 例如，企业披露的污染物排放量、环保设施运转率及处理率、能耗降低率等指标

环境投入

企业环保投资情况、环保费用支出等。其中，环保投资情况主要是企业以减少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

环境污染问题或做好节能减排工作，对其设备进行改造或购买新设备所发生的投资支出。而环保费

用支出主要为在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排污费、环保治理费、绿化费等

环保拨款与补贴 国家协助企业处理好环境问题，给企业所拨的专项资金或者贷款贴息

其他

　 　 资料来源：沪市制造业上市公司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 年年报。
　 　 从对制造业 ８８４ 份上市公司年报的具体分析来
看，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环境信息，尤其是披露

的环境绩效信息，一般以定性的文字表述和定量的

数量化描述相结合，其中量化的形式又包括货币量

化和通过实务或技术指标体现的非货币量化。因

此，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可以分为定性化描述

和定量化披露两大类型，从而本文从定性和定量两

个角度分别统计了环境绩效信息。表 ５ 是对上市公
司所披露的环境信息内容的一个大致统计。

从以上分类可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

披露内容主要包括两大类型，９ 种信息内容（不包括
其他）。统计结果显示（见表 ５）。

表 ５　 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内容

Ｐａｎｅｌ Ａ：

项目内容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披露个数 披露比例 披露个数 披露比例
比例变化

１． 定性化描述
（１）环保风险 ５３ ２１． ２０％ ５０ １６． ０３％ －５． １７％
（２）环保措施 １３６ ５４． ４０％ ２３７ ７５． ９６％ ＋２１． ５６％
①环保政策与方针 ４９ １９． ６０％ ８３ ２６． ６０％ ＋７％
②下年度的环保目标及规划 ４６ １８． ４０％ ６９ ２２． １２％ ＋３． ７２％
③报告期采取的环保措施 １０７ ４１． ６０％ ２１９ ７０． １９％ ＋２８． ５９％
（３）环保奖励 ２５ １０％ ８２ ２６． ２８％ ＋１６． ２８％
（４）ＩＳＯ等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４６ １８． ４０％ １０２ ３２． ６９％ ＋１４． ２９％
（５）环境绩效 ５３ ２１． ２０％ ７８ ２５％ ＋３． ８％
（６）环保违法违规的说明 ５ ２． ００％ ４ １． ２８％ －０． ７２％
２． 定量化描述
（１）环保指标 ４９ １９． ６０％ ９３ ２９． ８１％ ＋１０． ２１％
其中：环境绩效指标 ４１ １６． ４０％ ７７ ２４． ６８％ ＋８． ２８％
（２）环境投入 ６６ ２６． ４０％ １０８ ３４． ６２％ ＋８． ２２％
（３）环保拨款与补贴 ４５ １８． ００％ ９３ ２９． ８１％ ＋１１． ８１％
其他 ３４ １３． ６０％ ３０ ９． ６２％ －３．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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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ｎｅｌ Ｂ：

　 　 注：披露比例是各内容的披露个数占制造业总披露环境信息企业数（即 ２００７ 年 ２５０ 家，２００８ 年 ３１２ 家）的比例。例如，
２００７年度，环保保险的披露比例为 ５３ ／ ２５０。另外，计算内容下的各子内容的披露比例，其分母也为 ２５０。２００８ 年度类似。另
外，本文把企业有关的环保政策和方针、报告期内经营过程中采取的环保措施、下一年度的环境保护目标及计划统称为环保措

施。企业可能选择披露其中一个内容或是同时披露不同的内容。因此，环保措施的披露个数与其子内容的披露个数之和是不

相等的，各子内容之间是“或”的关系。同样，在其他内容也存在此情况。

资料来源：沪市制造业上市公司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 年年报。

　 　 第一，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与环境法规的发布
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除了“环保风险”这部分内容

外，其他各方面的内容披露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

中“环保措施”和“环保奖励”提高的比例最大，分别

为 ２１ ５６％和 １６ ２８％，并且从收集的资料来看，２００８
年披露的信息内容更加全面丰富。这很可能是由于

２００８ 年发布的《指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形式
和内容有了较为具体的规定的缘故。这说明随着我

国相关法规的出台和政策引导，促进了上市公司环

境信息的披露。

第二，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环境内容时仍以定性化

的文字描述为主，但从两年数据比较来看，采用数量指

标披露有增多的趋势。２００８ 年部分环境内容使用定量
化描述的比例均有所增加，尤其是环境绩效信息，不仅

更广泛使用了数量指标来披露，而且以表格或图片辅

之，更清晰、形象地披露了有关环境信息。例如，见表 ６
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６０００１０）在 ２００７年
和 ２００８年年报披露的环境绩效信息内容比较。

表 ６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披露环境绩效信息的比较（一个例子）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６０００１０）

时间 披露的内容

２００７ 年度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目前，钢铁行业 ６ 类 ３２ 项先进节能技术已逐步在公司得到广泛应用。外排废水、废气和
污染物综合排放合格率均实现了既定目标，ＣＯＤ、二氧化硫排放量实现大幅度下降

２００８ 年度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完成了各项环保指标，外排废水达标率、外排废气达标率、污染物综合排放合格率、环保

设施同步运行率同比分别提高了 ４． １２、１． ０４、１． ３ 和 ０． ４４ 个百分点，大气二氧化硫排放量
同比下降 ５ 个百分点，大气氟化物排放量比包头市考核指标降低 ２３ 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 年年报。
　 　 第三，企业比较偏向披露其所采取的环保措施
及其环境绩效等有利于自身形象的信息。２００７ 年的
环保措施和环境绩效分别为 ５４． ４０％、３７． ６０％，２００８
年环保措施和环境绩效分别为 ７５． ９６％、４９． ６８％。
从这两年数据可以看出，环保措施和环境绩效这两

方面内容均占了很大的比重。目前，根据我国环境

法规规定，环保措施和环境绩效尚属于企业自愿公

开的信息。环保措施和环境绩效的充分披露，便于

向公众传达企业处理环境问题的效果和能力，以改

善自身的社会形象并确立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由

此看来，企业在披露信息时存在自利性倾向，有选择

地披露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第四，定量化描述中，环境投入信息披露的相对

比较多。究其原因，主要是使用货币计量的环境投

入信息，往往通过资产负债表附注、现金流量表附注

进行披露，涉及的科目主要是在建工程、管理费用

等，企业进行环境投资，必然披露相应的环境会计信

息。但尚未发现企业在财务报表中专门设置环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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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环境费用，绝大多数企业仅仅是在财务报表附注

中列示一些环保项目或费用。

第五，企业披露的负面信息很少。在统计过程

中发现，很少企业系统地对环保风险，尤其是环保对

企业财务以及其他经营产生影响等有价值的信息进

行具体披露。２００７ 年有 ５３ 家企业在年报中披露了
此部分内容，而 ２００８ 年却仅有 ５０ 家披露，下降比例
达 ５． １７％，而且从收集的资料来看，在 ２００８ 年，除 １８
家企业专门针对“环保风险”披露外，其他企业披露

的环保风险信息非常笼统，一般是寥寥几笔带过，缺

乏实用价值。另外，企业对因环境问题所引起的违

法违规事项的披露也较少，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分别有
５ 家和 ４ 家披露①了相关信息。

（三）披露方式分析

所谓环境信息披露方式，指环境信息披露的工

具，其依托什么来对外公布。我国一些上市公司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环境信息，国家
也一直不断完善相关政策鼓励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环

境信息，然而并没有一个文件或通知将上市公司披露

环境信息的具体披露方式进行统一规定。直到 ２００８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引》的出台，要求上市公司在披

露《社会责任报告》时至少包括“公司在促进环境及生

态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

披露方式才相对统一。经调查分析，在 ２００７ 年年报，上
市公司主要选择了与公司需要公开的其他报告混合编

的方式，将环境信息分散在董事会报告、财务报表注释、

公司治理结构以及重要事项中，而且所占比例很小，信

息数量和质量都不能令人满足。然而，在 ２００８ 年年报，
大部分企业除了选择混合编的方式外，还在社会责任报

告中统一有针对性地详细披露了环境信息。

从统计情况来看，更多的企业选择同时在几个

项目中进行环境信息的披露，董事会报告和财务表

附注依然是主要的披露方式。但是表 ７ 显示，２００７
年选择在董事会报告披露的有 ８４ ４０％，２００８ 年下
降到 ７２ ４４％；然而选择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
从 ２００７ 年仅有 ４ 家（１ ６％）上升到 ２００８ 年 １２６ 家
（４０ ３８％），由此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将环境信息的
披露逐步从董事会报告分离出来，转移到社会责任

报告，相对集中地对环境信息进行披露。并且我们

从收集的资料也发现，部分上市公司已经在社会责

任报告中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运用大量的数据、图表

及各式鲜明案例，对本公司的环境措施、环境业绩等

一系列与环境有关的问题作出了详尽报告。

表 ７　 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方式分析

披露方式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披露数量 披露比例 披露数量 披露比例

董事会报告 ２１１ ８４． ４０％ ２２６ ７２． ４４％
财务报表附注 ９０ ３６％ １４１ ４５． １９％
公司治理结构 ２４ ９． ６％ ３３ １０． ５８％

关于内部控制制度

自我评估报告
４ １． ６％ ３２ １０． ２６％

社会责任报告 ４ １． ６％ １２６ ４０． ３８％
重要事项 ５ ２％ １７ ５． ４５％
其他 １ ０． ４０％ ２ ０． ６４％

　 　 注：２００７年，没有 １家上市公司公布了社会责任报告，仅
有 ４家分别在公司治理结构或者在董事会报告中专门针对社
会责任陈述进行了披露。具体是：福建南纺（６００４８３）在公司
治理结构披露；上海汽车集团（６００１０４）、福建龙溪轴承
（６００５９２）、漳州片仔癀药业（６００４３６）均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

资料来源：沪市制造业上市公司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 年年报。

（四）环境信息信息披露的原因分析

前面我们从行业、内容、方式三个视角分析了我

国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从分析的结果来

看，影响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因素可分为内在和外

在两个方面。

外在因素方面。首先，这与我国有关环保法律法

规的逐步健全，环保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强，环保执法

和处罚力度加大是密不可分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

动一定程度上会对社会、环境产生影响，这时需要规

章制度来规范企业行为，也会对企业的信息披露提出

更高的要求。迫于法律压力，企业会披露有关的环境

信息。因此，可以认为外部监管制度压力促进了环境

信息披露，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与环境法规的发布具

有一定的相关性。我们调查的公司中，２００８ 年无论是

披露比例，还是内容和披露方式方面都发生较大的变

化，披露比例逐年增加，内容逐步完善，披露方式相对

统一。这主要归功于 ２００８ 年我国发布了《指引》要求

企业公开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的形式和内容有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其次，随着环境问题重要性日益彰显，环境信息

已成为企业各方利益相关者所需要的重要信息之一。

尤其是在重污染行业，往往比较容易产生一系列环境

支出、或有负债以及各种潜在的环境风险，那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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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２００７ 年，分别为 ６００１９７ 新疆伊力特、６００２９５ 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制品、６００７９３ 宜宾纸业、６００４５９ 贵研铂业、６００７２０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
２００８ 年，分别为 ６００１９７ 新疆伊力特、６００３７１ 万向德农、６００５５３ 河北太行水泥、６００４６８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



公司的投资者或潜在投资者等相关利益者就需要根

据公司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对企业的资源利用情

况、环境保护情况进行评价，以作出投资与否的决策。

这样的外部因素使上市公司对环境保护的关注日趋

加强，促进了各上市公司加强环境信息的披露。另

外，年度报告中的环境信息披露可能会影响资本市场

参与者对上市公司会计盈余和现金流量的评价［４］。

因此上市公司披露时往往偏好正面信息，以向市场传

递良好信号，树立良好的企业环境形象，更容易吸引

投资和银行贷款，增加企业产品的销量。

除了法规要求和利益相关者对信息的需求外，

也存在着内在的因素。公司规模、公司所有权性质

等内在因素也有可能影响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

１． 公司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
为了验证公司规模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关系，

我们在剔除行业因素的基础上构造一个规模指数。

规模指数（ＳＩＺＥ＿ＩＮＤＥＸ）＝企业年末总资产两年平均值
行业年末总资产两年平均值

此外，本文按照规模指数分为两类，当企业规模

指数≥１ 时，定义为大规模企业（Ｂ）；规模指数 ＜ １，
定义为小规模企业（Ｓ）。从表 ８ 中可以看到，Ｂ 类公
司有 １１１ 家，Ｓ 类公司有 ３３１ 家，其中，Ｂ 类公司两年
的披露环境信息比例分别为 ７２． ０７％和 ９０． ０９％，均
超过 Ｓ 类公司的 ５１． ３６％和 ６４． ０５％，说明了大规模
企业更倾向披露环境信息。另外，本文对两类不同

规模的公司进行了卡方检验，得到 χ２２００７ ＝ １４． ５１４ ＞

χ２（０． ０１）（１）＝ ６． ６３，χ
２
２００８ ＝ ２１． １５３ ＞ χ

２
（０． ０１）（１）＝ ６． ６３，

检验结果说明了不同规模的公司在选择是否披露环

境信息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即公司规模影响了公司

环境信息的披露。

表 ８　 公司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

公司规模

分类
公司数目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披露（比例） 未披露（比例） 披露（比例） 未披露（比例）

Ｂ １１１ ８０（７２． ０７％） ３１（２７． ９３％） １００（９０． ０９％） １１（９． ９１％）

Ｓ ３３１ １７０（５１． ３６％） １６１（４８． ６４％） ２１２（６４． ０５％） １１９（３５． ９５％）

合计 ４４２ ２５０ １９２ ３１２ １３０

通过对 Ｂ组和 Ｓ组两类公司进行了卡方检验：
其中：２００７ 年的卡方值为 １４． ５１４，Ｐ ＜ ０． ０１；２００８ 年的卡方值为 ２１． １５３，Ｐ ＜ ０． ０１

　 　 ２． 公司所有权性质与环境信息披露
表 ９ 揭示了所选择的样本公司中，国有企业和

非国有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上是否有所差异。从表

９ 可看出，国有企业两年披露比例分别为 ６２． ８２％和

７６． １７％，均高于非国有企业的披露程度，同样通过
卡方检验，我们得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披露环

境信息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差异。这说明，公
司所有权性质对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国有企业更易于披露环境信息。

表 ９　 公司所有权性质与环境信息披露

所有权性质 公司数目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披露（比例） 未披露（比例） 披露（比例） 未披露（比例）

国有企业 ２７７ １７４（６２． ８２％）１０３（３７． １８％）２１１（７６． １７％） ６６（２３． ８３％）
非国有企业 １６５ ７６（４６． ０６％） ８９（５３． ９４％） １０１（６１． ２１％） ６４（３８． ７９％）
合计 ４４２ ２５０ １９２ ３１２ １３０

通过对国有企业组和非国有企业组两类公司进行了卡方检验：

其中：２００７ 年的卡方值为 １１． ８１５，Ｐ ＜ ０． ０１；２００８ 年的卡方值为 １１． １４９，Ｐ ＜ ０． ０１

　 　 另外，本文还对各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检
验。从表 １０中可以看到，公司规模、公司所有权性质与
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表 １０　 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检验①

Ｐ ＳＩＺＥ ＳＴＡＴＥ

Ｐ １ ０． ２７５（） ０． １５７（）
ＳＩＺＥ ０． ２７５（） １ ０． ２０３（）
ＳＴＡＴＥ ０． １５７（） ０． ２０３（） １

　 　 注：表示两个变量在 １％水平上显著相关（双尾）。

五、总结与建议

在上述具体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１）企业环境
信息的披露与环境法规的发布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外

部监管制度压力促进了环境信息披露。随着《指引》

的颁布和实施，无论是披露比例还是内容和披露方式

方面都发生较大的变化。披露比例逐年增加，内容逐

步完善，披露方式相对统一，且采用数量披露有增多

的趋势，甚至部分企业以表格或图片辅之，更清晰、形

象地披露了有关环境信息。（２）从整体披露情况来
看，仍以定性化的文字描述为主，并且企业在披露相

关信息时存在自利性倾向，往往选择性地披露。（３）
更多的企业选择同时在几个项目中进行环境信息的

披露，董事会报告和财务报表附注依然是主要的披露方

式。但有迹象显示，上市公司将环境信息的披露逐步从

董事会报告中分离出来，转移到社会责任报告中，相对

集中地对环境信息进行披露。（４）公司规模和公司所
有权性质对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大规模

企业、国有企业往往更积极地披露环境信息。为了提高

·８６·

①Ｐ表示披露与否，ＳＩＺＥ表示公司规模，ＳＴＡＴＥ表示公司所有权性质。在作相关系数检验当中，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了赋值：ＳＩＺＥ ＝资产的自
然对数；国有 ＝ １，非国有 ＝ ０；披露 ＝ １，未披露 ＝ ０。



上市公司信息质量，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我国环境信息披露法规建设

目前我国环境会计研究以及环境信息披露还处

于研究发展阶段。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主要来自

政府政策引导及要求，企业自行披露很少。因此，我

们可以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会计法》和《环境信息

公开办法（试行）》等法规，加强环境信息的披露，并

制定相关会计准则，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内容，规范计

量形式，使环境会计具有可操作性。

（二）鼓励企业进行自愿性披露，并建立一套自

愿性信息披露监管制度

自愿性信息披露是强制性信息披露的重要补充

和深化。从上述分析来看，我国强制性披露仍是主

流，上市公司缺乏动力去披露除强制性信息以外的其

他信息，即使披露了也基本上是根据各自的偏好有选

择地披露。因此，我们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对履行社会

责任并主动公开披露的上市公司给予适当的奖励和

支持，也可以仿照公司治理指数的思路，设立一个环

境指数排名榜，定时提供上市公司环境排名的“大盘”

信息，鼓励企业自愿披露环境信息。同时，建立一套

自愿性信息披露监管制度，规范自愿性信息的表达和

披露，减少自愿性信息披露中的信息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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