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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潇艺北京
报道 中国水泥企业环境
成本有多高？专业环境智
库清洁空气创新中心、全
球性环境咨询公司 Tru-
cost 日 前 联 合 发 布 报 告 ，
这份名为《上市公司环境
成本档案：以 32 家水泥企
业 为 例》的 报 告 披 露 ，32
家产量占中国水泥总产量
46% 的 上 市 水 泥 公 司 ，
2013 年 产 生 了 1954 亿 元
的外部成本。

如果将这些外部成本
内化，可抵消这些公司 67%
的熟料和水泥收益(2932亿
元)，或 43%的总收益 (4585
亿元)。熟料生产是水泥生
产中最耗能的环节，而如果
将大气污染成本内化为熟
料的价格(以 2013 年价格
为基准)，熟料的价格将上
涨72%，至490元/吨。

报告指出，在水泥行
业长期产能过剩、环境治
理 力 度 不 断 加 大 的 背 景
下，水泥企业的环境成本
持续上升已成为必然。投
资者有必要警惕环境风险
对 企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影
响，将环境因素量化并纳
入到投资策略中。

“外部成本可以理解
为已经形成的经济损失。”
英国Trucost公司亚洲业务
总监黄超妮解释道，“这个
损失没有由企业埋单，而是
由社会各界埋单。比如公
众购买防霾口罩、空气净化
器等产品的支出，因大气污
染造成的医疗支出等。”

报告也分析了其他环
境成本，如温室气体排放
和水污染的环境影响，如
果加上这些要素，企业的
环境成本会更高。

给水泥行业算账只是
起点，研究者期待通过类
似的方法，建立一套适用
于中国企业的环境成本核
算体系，今后对其他行业
开展类似研究，将有助于
投 资 机 构 的 绿 色 投 资 决
策，从而多投绿色项目，少
投污染项目。

报告采用的外部成本
货 币 化 估 算 方 法 应 用 很
广，国内外多家研究机构
包括人们熟知的中国绿色
GDP 均 推 荐 使 用 此 方
法。“我们首次将此方法用
于上市企业。”清洁空气创
新中心主任解洪兴说。

建立一套适用于我国
本土企业的环境成本核算
体系是发展绿色金融、推
动绿色投资的一项基础性
工作。环境成本核算方法
支持投资机构开展绿色投
资决策，帮助绿色企业获
得原本难以获得的投资，
抑制金融机构对污染项目
的投资。

这份报告为分析中国水泥企业面临
的环境风险制定了一个框架。其中对内
化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进行了定性评
估，同时将大气污染关键绩效指标作为
构建这一评估框架的主要要素。

同样，环境相关风险也影响着企业策
略，企业需要调整其经营模式。民意的压
力和政府向公众所做的 PM2.5减排承诺，
将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这些政策导致一些国有上市水泥企
业成本剧增，MscI 研究结果表明，这些
企业以往支付的环境罚款高出其私营部

门同行 3 倍。中国上市企业成本上升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满足碳排放标准所面
临的压力，为了达到碳排放标准，企业不
得不投入各种减排技术，并遵守减排规
定，否则将面临处罚。

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环境风险的
能力将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外部成
本的货币化估算能帮助企业将有限的资
源优先分配到对业务发展产生最大影响
的环节。由于信息披露和对外部成本的
管理，这些企业也将获得低成本资金，降
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对于产能过剩的水泥行业，报告建
议其调整经营模式，以应对持续上升的
环境成本。同时建议投资机构将大气污
染视为水泥企业面临的最重大风险，将
政府要求企业内化风险的可能性纳入投
资考虑。

“中国当前在企业的环境治理、环境
成本方面，非常欠缺量化相关的理论性、
基础性研究。”沈晓悦说，“这个研究成果
应该让更高层的人士看到，让他们感受
到企业的真实成本，感受到来自于社会
的监督和公众的压力。”

◆刘潇艺

32 家水泥企业一年产生 1954
亿环境外部成本，若内部化将抵消
43%的企业总收益。不独水泥行
业，去年，能源基金会发布的煤炭
环 境 外 部 成 本 报 告 指 出 ，我 国
2010 年煤炭外部环境总成本 5555
亿元，每吨煤外部成本高达 200 多
元，内化占比不足三成……

这 些 数 字 ，对 企 业 意 味 着 什
么？意味着企业没有支付绝大多
数环境成本，意味着企业的赢利是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意味着企业
还在欠下环境账。

长期以来，资源低价、廉价甚
至无价，企业缺乏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的内生动力和外在压力，企业的
资源使用成本和环境污染成本往往
被社会化或外部化，最终由社会公
众埋单。这不仅引发了资源环境的
危机，客观上也助长了粗放型的开
发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正如报告指出的，一旦这些环

境成本内化，将抵消企业很大部分
的经营收益。但是长期以来，我国
企业一直缺乏环境成本意识，由于
没有内部化，企业对环境成本不了
解，甚至不在乎。

但是，未来这种不合理的局面
一定会调整，此前，中国人民大学
环境学院院长马中指出，环境政策
必须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这背后
的意思就是外部成本必须全部内
部化。污染者不付费或少付费，就
是污染者受益。污染者少付费就
是挣钱了。只有建立充分反映市
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环境损
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企业增强
环境成本意识，才能将资源环境成
本真正内部化，避免将污染成本转
嫁给社会。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实行最严格
的环境保护制度”，这意味着环境
成本内部化将是必然，企业再想以
牺牲环境获取经济利益，估计此路
走不通了。

短评

环境成本该谁担？

环境成本何其高？4成收益打水漂
中国水泥企业环境风险高企，32家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率仅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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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潇艺

生产了中国近一半水泥的 32 家上
市水泥公司，外部成本高达 1954 亿元，
可能抵消其 4 成收益。这样的数据令人
触目惊心。

环境保护部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
心政策部主任沈晓悦认为，从环境角度
讲，水泥行业是中国工业行业中非常具

有代表意义的。
作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的

6 大重点治理行业之一，水泥行业一直
是中国大气污染控制的重点。

从 排 放 限 值 变 化 来 看 ，水 泥 工 业
排放标准每次修订均大幅提高了排放
控制要求，近 30 年间颗粒物排放限值
累计严格了 10 到 20 倍，近 20 年间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氟化物排放限值严格

了两至三倍。“十三五”期间，水泥行业
预 计 需 要 至 少 2800 亿 元 规 模 的 环 保
投资。

这个研究团队选择了对大气污染贡
献较大的水泥行业作为研究的试点行
业，做量化分析和货币化估量。报告认
为，这种估算方法有助于统一比较不同
类型污染物的影响和不同企业产生的环
境影响。

重点提示

外部环境成本为何被忽视？
商业、经济等常规指标不能反映环境影响，需要外部成本货币化估算

目前，我国的定价机制不能充分体
现污染项目的负外部性和绿色项目的正
外部性。

水泥生产过程中，对环境影响多种
多样，包括大气污染、温室气体排放、耗
水和水污染。解洪兴介绍说，目前对商
业活动进行评估的常用指标中，国内生
产总值、投资业绩或传统损益表和资产
负债表等测量和估算经济表现的常规方
法，往往不能体现全面的环境影响。从
而导致企业对其真实成本和收益认识不
足，因而在决策过程中不能充分考虑到
水泥生产的正负两方面影响。

企业经济生产活动带来的外部成本

代表着不断增加的风险，会对企业盈利
能力产生威胁，这是金融部门决策的重
要考量因素。为了了解这些风险的潜在
规模，外部成本货币化估算必不可少。
这一方法将大气污染排放量（吨）或用水
量（立方米）等物理指标转化为货币值，
表示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损失。换言
之，这些数值代表的是，企业承担其造成
的环境影响时必须内化的价值。

研究发现，82%的大气污染外部成
本产生于水泥企业直接排放，这些风险
与公司运营密切相关，水泥上市公司在
减少影响方面也有着更大的掌控权，可
以对相关技术和工艺进行适当调整。在

加强末端治理的同时，企业应该选用先
进的技术，如能效提高技术，使用清洁和
可再生能源燃料、使用替代原料等，降低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排放。

此外，在直接运营影响中，熟料窑中
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占据主导地位，其
导致了 85%的熟料生产外部成本，约为
1364.5 亿元。其余 15%的外部成本则与
电力消耗相关的排放有关。颗粒物是最
主要的直接大气污染物，其中 PM2.5贡献
了所有公司 41%的大气污染外部成本

（约合 667.5 亿元）。汞是第二大最具影
响力的大气污染物，其贡献了所有公司
490.5 亿元的外部成本。

研究数据为何不好找？
污染物排放数据整体披露率仅 14%，吉林光华、浙江尖峰等披露率为 0

那么，研究比对的数据从何而来，权
威吗？据清洁空气创新中心主任解洪兴
介绍，报告的研究对象是在上交所、深交
所和港交所上市的 32 家中国水泥企业，
数据则来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自行公
开的环境信息。

不过，搜寻数据的过程并不顺利。
解洪兴说，起初想利用在线污染源监测
数据来计算排放量，但实时排放量难以
转换为排放总量。而被调查企业对于污
染物排放数据的整体披露率仅为 14%，
尤其在关键实质环境信息的披露方面还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和国外企业对标，
豪瑞(Holcim)、拉法基集团(Lafarge)和墨
西哥西麦斯集团(Cemex)等 3 家最大的
国外水泥生产商的披露率高达 85%。

因此，对于大部分企业，最后只能通
过产量等指标，结合模型来估算污染物
的排放量。

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报告编制者
在 2015 年 8 月向 32 家公司发出了数据
的核实申请，但一个月内却没有一家公
司反馈。

报告提出，投资者应在鼓励企业信
息公开发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上交所
和深交所建立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

制度，及时披露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成为上市公司应尽的责任。港交所建议
遵照“不披露就解释”原则鼓励上市公司
披露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信息。

尽管如此，水泥上市公司披露的环
境数据并不令人满意。吉林光华、浙江
尖峰、北京金隅、中国山水、联合水泥和
安徽巢东的披露率甚至为零。

解洪兴表示，上市公司已经是行业
内环境信息披露较好的了，其他公司的
信息公开更为匮乏。

报告指出，跟其他公司相比，披露环
境数据的公司，其排放强度往往低于平
均 值 ，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其 整 体 表 现 良
好。每吨熟料产生的大气污染影响最高
的 10 家公司的平均披露率仅为 13%，而
外部成本最低的 10 家公司的披露率达
到 17%。例如，亚洲水泥的披露率最高
达到 57%，这与其产生的第二低的单位
收益大气污染影响强度相关。如果大气
污染的外部成本通过环境法规或其他机
制得以内化，那么其面临的收益风险最
低。

报告还将水泥企业污染造成的外部
成本以及环境数据披露率进行了排名。
国内最大的两家水泥生产商，安徽海螺

水泥和中国建材在控制污染方面表现出
了显著差距。

两家公司每年的熟料产量约占 32
家公司总产量的 49%，也贡献了总外部
成本的 47%。然而，产量最大的中国建
材在这方面的表现好于平均水平，外部
成本占总收益的比例为 62%，比行业的
平均强度低 5%，环境数据披露率也达到
50%，在 32 家企业中排名第二。相比之
下，产量第二的安徽海螺的外部成本占
总收益比例达到 80%以上，数据披露率
也只有 14%。

今年 9 月，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建立上市
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机制，但现实
不尽如人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环
境成本评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次研
究的支持方、能源基金会环境项目主任
赵立建说。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较高的披露率
是以大量资本投入为支撑的。例如，为
了满足美国环保局针对美国现有、新建
或重建水泥窑提出的有害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NESHAP），墨西哥西麦斯集团
在相关排放数据收集和分析中投入了近
1.55亿美元。

如何应对环境成本上升？
管理环境风险的能力将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32家水泥上市公司 2013 年产生 1954 亿元外部成本，若全部内化将抵消其 43%的总收益

■82%的大气污染外部成本产生于水泥企业直接排放，与公司运营密切相关

■85%的大气污染外部成本来自于 PM2.5和汞排放，共产生了 1158 亿元外部成本

■若将大气污染成本内化为熟料的价格，熟料的价格将上涨 72%，为 490元/吨

■企业环境数据的整体披露率仅为 14%，企业信息公开需加强

图解

2006~2007 年间上市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废弃物、水和能源等环境
指标的披露率可以忽略不计，从 2008~2010 年间开始有所增加。不过，这
些环境指标的披露率相对低于工资披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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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公司年度报告及沟通过程中，原始数据的披露水平较低。
披露率基于在公开文件中披露的环境相关数据的数量与所收集数据数量
的比值来计算。这 32 家水泥公司披露的环境绩效数据均有限，平均披露
率仅为 14%。

其中能源消耗类数据的披露率最高，包括燃料和电力消耗及余热回
收，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指标被认为能够对财务盈利能力产生直接影响，
水泥行业 30%的运营费用与能源成本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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