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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eve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the fact that mineral 
enterprises are only paying attention to mining but ignoring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rehabilitation, this study draws on the experience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
dit policy. The article uses document retrieval, logical reasoning and other methods to discuss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udit, the main body of mineral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udit and its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es the objective basis, goals and 
targets of environmental audit of mineral enterprises, and focuses on auditing, especially the in-
dex system for the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leaders of mineral enterpris-
es during their term of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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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国家环保形势日益严峻而矿产企业重开采轻保护治理和修复的客观实际，借鉴经济责任审计政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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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采用文献检索、逻辑推理等方法，探讨了环境责任审计的概念、矿产企业环境责任审计的主体及其

多元化特征，分析了矿产企业环境责任审计的客观依据、目标和对象，重点研究了审计对矿产企业领导

人员任期内环境责任评价的指标体系。 
 
关键词 

矿产企业，环境责任审计，评价指标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环境关乎生态平衡和生物链延续，关乎当代人的生存质量更关乎到子孙后代的可持续生存空间。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并行、并兴，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随着国家将重污染行业列为全国

环保系统重点监控和主要治理对象范围，环境保护和治理修复形势日益严峻，“环境审计”随之出现并

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重视。环境责任审计作为环境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与经济责任审计平

行作用于被审单位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主要领导人员的环境责任履行状况，为追究矿产等重污染企业主

要领导人员环境领导责任、主管责任和直接责任提供客观证明和可靠依据。 

2. 矿产企业环境责任审计主体与依据 

2.1. 环境责任审计的概念 

环境责任审计，是指审计机构及审计人员按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对污染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主要负

责人任期内遵守国家环保法规政策和环保部门要求，履行排污治污中的环境资产设备投资筹资、运营环

境成本费用和产出核算状况、生成专项利润及其分配、环境治理效果及污染水平等责任和义务状况实施

检查，并做出客观评价和鉴定的审计活动或工作。从而，为考核、评价企业负责人任职责任提供证明[1]。
可见，环境责任审计属于责任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主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

补充和完善。 
概念表明，环境责任审计不是直接针对排污企业作为环境责任关系主体是否严格按照国际国内有关

排污标准进行排放、“三废”是否超标等为目标开展的环境技术性监督评价，也不是直接针对排污企业

是否认真履行了环保部门环评报告承诺进行的客观评价证明。而是对牵连排污治污等环境问题的相关资

产负债、投入产出、管理或领导责任等进行的审计；审计对象是以会计要素信息为核心，以非财务信息

为辅助或补充。 

2.2. 矿产企业环境责任主体及其特征 

矿产企业环境责任审计主体是矿区政府审计机关和董事局直接领导下的矿产企业审计机构。其中，

政府审计机关和矿产企业内审机构负责对国有和国有控股的矿产企业及主要领导人员实施环境责任鉴定。

环境责任审计需借鉴经济责任审计的“联席会议”领导模式，建立由环保、组织、纪检监察、审计、人

设、国土和财政等共同组成联席会议或领导小组。审计机关应结合矿区环境形式和群众反映，定期召集

联席会议或领导小组议定和发布矿产企业环境责任审计任务，查实认定矿产企业及其主要领导人员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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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责任，如图 1 所示。 
图 1 所示，承担对矿产企业环境责任审计的主体有三大类，他们分别响应国家号召和企业要求开展

对矿产企业环境责任审核检查、评价和鉴证工作。其中，民间审计只能接受政府及其审计机关或企业及

其审计机构委托依照业务约定目标及范围开展环境责任鉴证。矿产企业审计机构可依其党委、组织部门

授权或上级主管单位及其审计部门指令开展对主管部门或主要领导干部的环境责任评价和证明；国家审

计机关则在全国责任审计联席会议或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对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国有矿产企业主

要负责人的环境责任开展监督，是环境责任审计体系中权威性最大、有效约束震慑力最强的。 

2.3. 矿产企业环境责任审计的客观依据 

从法制层面，矿产企业责任审计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水资

源法》等；从政策层面，主要包括《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矿山生态环境保护

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规划)编制规范(试行)》、《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和 2016 年 12 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下简称“生态环保

规划”)等，中纪委、中组部、中央编办、监察部、人社部、审计署、国资委等联席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发布《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及其“释义”，2014 年 7 月发布

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施细则》等。 

3. 矿产企业环境责任审计对象及评价指标体系 

3.1. 审计目标 

环境责任审计的基本目标是促进矿产企业加强环境保护、治理和修复；主要目标为监督矿产企业在

生产经营中履行是否将环境和经济责任放在同等重要地位，评价矿产企业领导人任期内是否积极推行资

源环境保护、资金筹措与投入、资产运用和有效治理政策，是否积极建立和执行环保管理系统建立，是

否存在欺瞒报警报告信息、伪造排污治污数据、编造虚假环保成本及环境资产负债信息等行为，有无认

真落实环保机关和环境审计有关整改和查处决定等；其具体目标及目标架构如图 2 所示。 
依图 2 所示，矿产企业环境责任审计具体目标服从于主要目标，而主要目标还应服从于基本目标。 

3.2. 矿产企业环境责任审计对象 

3.2.1. 审计工作客体 
工作客体是指“审谁”。矿产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的客体，特指所有应接受审计的造成环境污染或排

污治理不达标的矿区开采企业和矿产品冶炼企业(以下统称“矿产企业”)环境责任承担者和履行者，包括

所有应依法承担和履行环境责任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污染企业主要领导人员，包括承担领导责任的地 
 

 
Figure 1.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udit subject 
图 1. 环境责任审计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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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udit target architecture 
图 2. 环境责任审计目标体系结构 

 

方党政一把手、承担分管环保工作的副职领导、担任主管责任的各级环保局领导以及承担直接责任的企

业负责人。具体可细分四类：一是矿产企业的相关法人及法人代表；二是矿产企业下设相关排污治污部

门负责人；三是是环保局主管矿区和矿产企业的领导干部；四是政府分管该区域矿产资源环境开发利用、

资源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以及重大资源环境事故的预防和管理的党政领导干部等。 

3.2.2. 审计业务客体 
业务客体即为“审什么”，是实质意义的审计对象。与其他行业环境污染或排污相对较少或结构单

一的环境责任审计不同，矿产企业责任审计因矿产企业具有污染多样性导致环境责任及其审计认定的复

杂性特征，从开发开采对地表植被和地层结构破坏开始，渐次延伸到污染物堆放、排放等造成大气环境

和噪声污染、农业生态污染甚至生物链破坏等。所以，矿产企业及其主要领导人员需承担的环境责任格

外广泛和重大，以此给矿产企业环境责任审计带来更多专业技术和程序上的麻烦及压力。就审计资料而

言，矿产企业责任审计对象应包括企业环境会计信息和非会计信息两方面。其中，环境会计信息包括记

录和反映环境资金筹集和投入、自然资源环境资产构建运用和管理、环保成本与治理费用支出、环保收

入及税金、环保收益及分配等活动的账册报表以及财务分析报告；非会计信息包括环境资产设备台账、

相关环保活动的会议决议、企业及相关部门工作总结、职代会年度工作报告、环境审计报告、环评报告

及环保局检查报告等。就审计内容讲，需囊括自然资源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治理与保护收入、环

境成本费用、环境收益及其分配等真实性、可靠性，以及各项环境保护、修复与治理活动与行为的合规

性、合法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3.3. 矿产企业环境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审计部门应参照国家生态环保“十三五”规划有关环境评估要求，分别目标层、准则层和和项目层

分别设置矿产企业环境责任评价体系。目标层即环境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它统驭着环境投入责任、

环境资源资产使用责任、产出责任、管理责任和治理效果等五项准则指标；各准则层指标应根据评价内

容和目的需要，分设若干定性和定量等具体指标。 

3.3.1. 环境投入责任 
主要审核矿产企业环境资金投入状况，包括资源资产管理投入如构建环保治理车间和厂房、购进环

保处理设备、聘请专业环保技术顾问和厂房设备维修人员等。作为所有与环境有关活动的起点，只有资

金落实到位，才能保证后续工作正常进行。结合财务报表审计和环境投资审计，选择可体现有关环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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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落实和投入状况的指标，其大小通常与环境管理水平呈正相关：环境资金投入比率越高，说明各项环

保越受矿区及矿产企业领导高度重视，环保资金筹措、拨付和运用效果越好。评价环境投入责任指标为： 
环境资金投入比率 = 矿产企业环保流程的投资总额/矿产企业总产值 × 100% 
环境投入筹资率 = 矿产企业环保流程的筹资额/矿产企业总筹资额 × 100% 
环境资产比率 = 矿产企业环保流程中的环境资产总额/矿产企业资产总额 × 100% 
环境成本费用投入率 = 矿产企业环保支付成本费用总额/矿产企业成本费用总额 × 100% 
环境资产负债率 = 期末环境负债总额/期末环境资产总额 × 100% 
对债权人来说，矿产企业环境资产负债率对越低越好，因其关心融资安全性；对投资者而言，同样

期望环境资产负债率更低，确保全部资本利润率能高于借款利率，以便获取更高利润；对经营者来说，

只要不畏惧偿债风险，则不在意更高的环境资产负债率。因为资金流越大，其环保活动和项目越能快速

落实到位，企业经营活力越充足，创造环保利润能力越强。 

3.3.2. 资源资产使用责任 
评价企业领导人员任期执行环保支出预算状况，需围绕相关环境资金、资产使用状态等财务指标。

其中，环境预算执行率可用环境资金拨付到位率来体现，因为资金拨付落实到位是环保项目预算执行的

必要条件；环境固定资产净值变动率是每期环保设备提足折旧和减值准备后余值的变动比率。净值减少

表明各期在提折旧，审计和税务可据以认定环境设备处于使用状态；而环境技术研发与知识产权属于定

性指标，是企业在有关环保项目中环境污染处理和资源节约等技术的自主研发情况；企业环保设备使用

率反映企业运用其环境资产的管理质量和有效程度；环污检测系统运行率表明监测系统利用状况。各定

量评价指标应用如下： 
环境预算执行率 = 环保项目累计支出+应付未付数 + 结余数/环保项目累计分配数 × 100% 
环境固定资产净值变动率 = 本期环境固定资产净值 − 上期环境固定资产净值/上期环境固定资产

净值 × 100% 
环保设备资产使用率 = 环境设备资产平均占用额/环境设备资产 × 100% 
环污检测系统运行率 = 系统有效运转时间/系统实际运转时间 × 100% 

3.3.3. 环境产出责任 
主要审查评价矿产企业和相关领导人环境管理生成环境绩效状况。其中，“应交环境税费”表示会

计计提应上缴的环境保护税和资源税等；资源资产转让处置收益表示企业出售、转让矿产资源和资产设

备的收益；“研发技术及知识产权收益率”体现企业自主研发环保技术所获知识产品进行销售、转让、

特许使用所带来的收益能力；“环境资源资产节约率”是通过相关环保设备、环保技术等降低企业的资

源能源消耗，减少周围生态环境破坏的能力；“废弃物循环综合利用率”表明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可持续

发展号召，对废弃物循环利用收益比率。该比率越高，说明企业对环境破坏程度就越低，其节约资源作

为企业的一种隐形收益，彰显企业和领导人环保行为履责卓有成效，不但降低了破坏生态环境需付出的

财务代价，还为企业带来了额外的经济效益。主要定量评价指标计算公式为： 
环保技术及知识产权收益率 = 环保技术及知识产权创净利/研发平均资本 × 100% 
环境资源资产节约率 = 本期实耗资源量 − 上期实耗资源量/上期实耗资源量 × 100% 
废弃物循环综合利用率 = 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废弃物综合排放总量 × 100% 

3.3.4. 环境管理责任 
环境管理目的是要实现生态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保障公众利益。环境管理责任审计需结合环境内

控制度，主要选用环境污染监测制度执行效力、环境资源修复内控机制、环境污染治理措施、环境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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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等定性指标。通过企业建立实施环境保护监测制度、治理措施、修复机制以及定期披露环境信

息等管理行为，评价企业领导人重视并督促相关部门及人员依法建立并执行环保制度，鉴证企业及领导

人是否很好地履行了环保责任。 

3.3.5. 环境治理效果 
环境治理效果结合环境行为履责审计，选取能反映企业及领导人环境污染及资源浪费治理成果、改

善效果的相关指标。通过检查违规资源开发如无证开采、非法转让采矿权、浪费矿产资源等降低情况，

调查减少环境事故和空气、水体、土壤等改善情况以及提升周围居民群众的满意程度，全面评价环境治

理效果。在能够获得环保等相关部门技术资料支持条件下，审计可运用如下定量指标评价： 
矿产资源违规开发降低率 = 本年度违规开发引发的环境事故数目 − 上年度违规开发引发的环境事

故数目/上年度违规开发引发的环境事故数目 × 100% 
空气质量改善率 = 本年度区域内空气质量平均指数 − 上年度区域内空气质量平均指数/上年度区

域内空气质量平均指数 × 100% 
水体质量改善率 = 本年度区域内水体质量平均指数 − 上年度区域内水体质量平均指数/上年度区

域内水体质量平均指数 × 100% 
土壤质量改善率 = 本年度区域内土壤质量平均指数 − 上年度区域内土壤质量平均指数/上年度区

域内土壤质量平均指数 × 100% 
依据上述内容，可以架构矿产企业环境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uditing Indicators 
图 3. 环境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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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看出，五个决策层指标统领 24 个子指标，共同构成了矿产企业及领导干部的环境责任考评体系

[2]。企业审计人员可以利用这些能够体现环境责任的环境会计信息指标、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对矿

产企业及其主要领导人员履行环境保护各种相关责任情况进行评价。需强调说明，审计评价时，需首先

注重环境会计信息指标和披露形式及质量，同时结合非会计信息开展系统评价。 
总之，矿产企业在对矿产资源开发和加工，获得巨大经济效益同时，对矿区大气、水和噪声环境污

染也十分严重，若不能按照国家和矿区政府要求积极履行环境治理、排污处理等社会责任，不仅给矿区

人民生活和身心健康带来难于逆转的危害，也给矿区城市形象产生严重不良影响，甚至还对生态平衡和

生物链延续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主张矿区政府审计机关和矿产企业内部审计积极开展环境责任审计，

逐步实现对矿区企业及其主要领导人员的责任审计全覆盖，促进其积极履行环境责任，既要实现企业投

资收益，又为国家创造利税，同时做好公共环境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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