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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环境会计问题研究的

比较、透视与展望

□刘 颖 陈良华 朱兆珍

[东南大学 南京 211189]

[摘 要] 针对环境会计问题研究的现状，以中文数据库CSSCI和外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中的中
外文献资料作为研究样本，借助科学计量学研究方法，运用信息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对中外研究文
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从问题研究的起源来看，国外关于环境会计问题的文献研究起源
于对案例情境的分析；国内初始研究则借鉴国外的先行经验并且起步较晚，且问题研究未来趋势探索性

较弱；（2）从问题研究的影响力来看，外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检索平台上，国内发表文献总量排名虽
然靠前，但是文献被引情况却不容乐观，文献价值影响力远落后于西方国家；（3）从问题研究的总体趋
势来看，与国外成熟研究相比，国内关于环境会计问题研究的内容、方法以及前沿脉络视野分散，并且

缺乏系统性、可持续性。最后从情境、方法、影响力等方面，对环境会计问题的研究进行拓展分析，以

期对问题研究的延续与深化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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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环境会计问题，是目前全球会计专家、学者所

共同关注的课题之一[1]。数据库web of science索引显
示，国外学者关于环境会计问题的研究可追溯到

1968年 Cogan, Nm发表在《 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的《Account of environment-A medical
social worker looks at new abortion law》一文[2]。此

后，国外的科研机构及其学者开始相继对环境会计

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与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国内

研究则起源于1992年中国学者张焱发表在《上海会
计》期刊上的《国外环境会计简介》一文[3]，该篇

文章及其作者可视为中国进行环境会计方面问题研

究的鼻祖①。随后，围绕该问题进行相关研究的国内

文献数量持续上升。环境会计作为全球共同探讨与

研究的热点问题，从研究的时间节点来看，国外研

究起步远早于国内；从研究的内容起源来看，国外

对于环境会计问题研究的起源始于对现实情境的思

考，以问题为导向，用持续不断的创新思维发现并

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而国内对环境会计问题的提

出源于对国外环境会计问题相关文献研究的概述和

引进，缺乏以问题为导向的理性思考，导致无法精

准的把握问题研究前沿脉络，文献价值国际影响力

不高。

因此，如何有效把握问题研究的历史脉络、理

清问题发展的变化趋势,如问题研究的国家力量分
布如何？有哪些高产机构？问题研究的热点是什

么？问题研究的核心期刊与经典文献有哪些？代表

人物是谁？主要学术贡献是什么？等等类似的问

题，进一步明确环境会计问题研究的方向，便成为

了首要之选和重要内容。

针对上述问题背景，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
借助科学计量学新兴研究方法与Citespace信息可视
化软件，通过中外文数据库相关文献索引，对国内

外环境会计问题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显性化透视；

（2）从国内外文献研究的时间序列趋势、研究力量
分布、研究问题的热点领域以及未来探索趋势等角

[收稿日期] 2015 06  11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江苏省普通高

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资助(KYLX_0210).
[作者简介] 刘颖（1982  ）女，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陈良华（1963  ）男，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兆

珍（1982  ）女，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6年（第18卷） 第1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Feb.2016,Vol.18,No.1

61.

度进行可视性对比分析；（3）提出国内环境会计问
题研究应结合本国现实情境与制度背景，以问题导

向为基准，参照国际学界的前沿理论，提出新的有

价值的立论，解决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促进问题

研究的可持续性；（4）为及时高效找到一项问题研
究最有价值的信息提供量化、可视化的分析方法。

二、文献获取与透视性分析

（一）数据获取与分析工具选择

1．数据获取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全文数据库与web of science外文全文数据
库②。为保证样本文献的质量，鉴于CSSCI来源刊在
中国的影响力和CSSCI评价系统的权威性，本文以
中国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作为数据来源。CSSCI数据库提供数据的跨度为
1998~2014年，以环境会计、绿色会计、碳会计③等

关键词作为篇名中的选项进行搜索样本文献，并将

得到的文献所有信息（包括参考文献信息）进行规

范处理录入数据库，经纠错和去重处理后得到样本

文献数量共计100篇。总体而言，1998~2014年期间，
文献产出量呈缓慢增长趋势，年均发表量8篇/年，
2007年文献产出量出现最高值，自2010之后，环境
会计问题相关文献产出量呈明显下降趋势。

此外，本文通过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的
web of science检索平台所获取的SCI、SSCI、A&HCI
和CPCI等数据库中的文献资料，分析了世界各国关
于环境会计问题的研究趋势。在web of science检索
平台中，SSCI数据库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缩写，是美国费城科学情
报研究所（ISI）建立的国际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影响
力引文数据库，其所收录的文献均是选自社会科学

领域各学科最具权威的期刊。本文主要采用

1971~2014年44年间web of science检索平台上发表
的 367 篇 与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 green
accounting、carbon accounting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
文献。其中，来自于美国学者的共有93篇，排名第
一；中国大陆学者的共有36篇，在文献绝对总量中
排名第二。总体上来看，1990年至今关于环境会计
问题国外的研究力量及强度呈单调递增趋势。

2005~2006年文献产出量最高，2010年至今国外关于
环境会计问题的研究热度并未明显减退，仍然呈递

增趋势。

2．分析工具与方法的选择
文献显性化透视（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的

核心思想是运用计算机图像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将

数据转换为图形或图像显示出来。近年来，随着网

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通过运用大型文献处理软

件和数据可视化技术处理科学文献数据。借助信息

可视化技术使信息更容易地被观察、浏览和理解，

并且找到数据中隐藏的规律和模式，从而为研究人

员寻找有价值的信息提供充实可靠的决策依据[4~5]。

其中，基于JAVA平台的Citespace应用软件是一种适
于多元、分时、动态的复杂网络分析的新一代文献

透视化技术，是科学计量学的新方法[6]。本文采用

Citespace帮助分析环境会计问题研究的前沿动态和
热点内容，发掘问题研究过程中的转折点和空间转

向问题，揭示出世界各国关于环境会计问题研究力

量的国家分布、经典文献、代表人物、前沿动态等

一系列显性化图视。

（二）文献显性化透视分析

1．中外环境会计研究趋势比较
自20世纪60年代环境会计问题研究序幕的拉

开，世界各国陆续对其展开研究。全球环境问题与

环境会计的研究进度和成果取得很大程度上受本国

环境因素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7~8]。近二十年来，

我国与世界其它各国在环境会计问题研究领域所取

得的成果及进展趋势，如图1、图2所示。
通过图1与图2国内外环境会计研究总体趋势图

对比分析，得出以下几点：（1）问题研究的起步时
点不同。图1直观描述出，1998年国内学者开始对环
境会计问题进行关注与探索。通过图2则看出，1990
年国外学者对环境会计问题就有了广泛的研究兴

趣，问题研究呈递增趋势。由于国外研究以问题研

究为导向，能够与现实情境紧密结合，并不是通过

文献研究找问题，使得国外对问题研究的发起远早

于国内。（2）问题研究的动力机制不同。通过对相
关文献资料归纳分析，国内学者关于环境会计问题

的研究主要源于国外先行经验的吸收与借鉴，但是

国外学者对于环境会计以及相关问题的提出则来源

于现实情境与研究者的工作实践。由于问题研究的

动力机制不同，导致研究思路出现偏差，效率递减。

（3）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不同。20世纪90年代末，
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环境会计问题，通过图1国内研究
趋势相关数据显示，2007年国内研究文献发表量达
到最高点，之后文献产出量呈下降趋势。图2显示出，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environmental accounting问
题受到国际学术界热情持久的关注，文献产出量呈

递增趋势。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及全球经济衰退，
使得研究者将研究力量放在了全球经济复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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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救助、政府财政刺激等相关问题上，使得

2008~2010年国内外关于环境会计问题的研究文献
产出量出现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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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CSSCI数据基础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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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web of science数据基础趋势分析

2．环境会计研究国别力量分析
一个国家的科研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

数量及其价值影响力，常被当作测度该国在国际上

科学地位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一国在国际期刊

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越大，被引频率越多，该国的研

究力量就越强[9]。因此，本文通过运用计量方法分

析环境会计文献的区域特征，来认识环境会计问题

研究力量的国家分布情况。我们将web of science数
据库1971~2014年间367个有效数据经过Citespace软
件分析，选择使用关键路径（pathfinder）算法，网
络节点确定为国家（Country），调节阈值，生成国
际environmental accounting研究力量分布图，图形
省略。

根据图形分析环境会计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美

国、英国、以色列三个国家。研究力量较强的国家

往往会吸引一大批合作伙伴，成为研究中心。美国

作为环境会计研究力量最集中的国家，其主要合作

伙伴有英格兰、澳大利亚、西班牙、日本等。英格

兰作为排名第二的环境会计研究中心，其主要合作

伙伴有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中国排名

第17位，主要合作伙伴有加拿大、以色列、印度等
国家。

1971~2014年期间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到
的367篇环境会计外文文献主要覆盖49个国家（地
区）。其中，论文产出2篇及以上国家（地区）36个，
5篇及以上国家（地区）18个。本文列出论文产出4
篇及以上的国家（地区）作为分析样本，共22个，
如表1所示。

表1 发表论文4篇及以上的国家

序号 国家
论文

篇数

国际

比例
序号 国家

论文

篇数

国际

比例

1 USA 88 25.21% 12 Sweden 11 2.98%

2 Australia 33 9.46% 13 Denmark 9 2.44%

3 Peoples R China 29 8.31% 14 Brazil 8 2.17%

4 Italy 27 7.74% 15 Greece 7 1.90%

5 England 23 6.59% 16 Spain 7 1.90%

6 Germany 18 5.16% 17 Austria 6 1.63%

7 Canada 14 4.01% 18 Switzerland 5 1.36%

8 France 14 4.01% 19 Belgium 4 1.08%

9 Japan 12 3.44% 20 Czech Republic 4 1.08%

10 Netherlands 11 3.15% 21 Finland 4 1.08%

11 Romania 11 3.15% 22 Scotland 4 1.08%

注：表中的Peoples R China不包括台湾。

通过表1分析，1971~2014年期间，关于环境会
计问题研究中国在web of science外文数据库中公开
发表的文献总量仅次于美国、澳大利亚，位于世界

第三，所占比例为8.31%。但是文献总体影响因子，
即文献价值影响力不高，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

其中，USA发表的被引频次为0的文献29篇，所占比
例32%，被引频次4次及以上的文献39篇，所占比例
33% ；Australia发表的被引频次为0的文献6篇，所
占比例18%，被引频次4次及以上的文献15篇，所占
比例45%；Peoples R China发表的被引频次为0的文
献21篇，所占比例72%，被引频次4次及以上的文献
6篇，所占比例20%。为进一步提高国内文献价值影
响力，有必要对中外环境会计问题研究的前沿领域

进行对比分析。

3．中外环境会计研究热点比较
关键词在一篇文章中所占的篇幅并不大往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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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五个，但却是整篇文献的精髓，是文章主题的

高度概括与凝练。因此，本文通过对文献关键词进

行分析，用来确定环境会计问题研究的前沿领域。

（ 1）本文采用国内学者在 CSSCI数据库
1998~2013年期间发表的100篇与环境会计相关的主
题文献，运用 Citespace软件，选择关键路径
（pathfinder）算法，网络节点确定为“关键词”
（Keywords），调节阈值，生成图3所示的环境会计问
题国内研究热点领域分布图。

图3 国内环境会计问题研究热点分布图

通过Citespace软件对环境会计主题文献计量分
析得出，国内文献将关注点主要放在了“环境会计

体系”、“环境审计”、“环境成本核算”三个大的层

面。环境问题研究集中在体系、成本、监督方面，

缺少对新问题的发现，环境会计相关问题研究的创

新性与前瞻性不足[9~10]。

（ 2）本文同时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
1971~2014年期间国外学者发表的338篇文献主题文
献为基础，运用Citespace软件，选择关键路径
（pathfinder）算法，网络节点确定为“关键词”
（Keywords），调节阈值，生成图4所示的环境会计国
外研究热点领域分布图。

图4 国外环境会计研究热点分布图

通过Citespace对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主题
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图 6显示出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环境会计）、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环境管理）、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performance
（绩效）、biodiversity（生物多样性）、energy（能源）、

impact（影响）、life-cycle assessment（回收资产）、
conservation（保护）等是目前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
和前沿领域。

表2列示出了国外研究频次出现5次及以上的22
个关键词。其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频率为32次；并列排在第
二位的是sustainability与management，均出现17次；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被引频率为16次左右，排
在第三位。此外，生物多样性研究、战略使命、生

态服务、绿色产品、污染等，同样也是环境会计领

域研究的重要方面。

表2 环境会计主题文献出现频次最高的22个关键词

number Frequency Coefficient Keyword

1 32 0.33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2 17 0.15 sustainability

3 17 0.33 management

4 16 0.21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5 11 0.13 energy

6 10 0.28 impact

7 9 0.11 performance

8 8 0.00 environmental costs

9 8 0.07 conservation

10 8 0.04 biodiversity

11 7 0.00 agriculture

12 7 0.03 life-cycle assessment

13 5 0.04 perspective

14 6 0.03 strategies

15 6 0.01 eco-efficiency

16 6 0.01 trade

17 6 0.00 management accounting

18 5 0.00 ecosystem services

19 5 0.00 systems

20 5 0.03 emissions

21 5 0.04 cleaner production

22 5 0.16 pollution

本文通过信息可视化分析，探究问题研究的热

点领域，进一步揭示隐藏在数据和信息背后的含义。

国内外关于环境会计问题的探索不仅存在研究内容

上的差距，在前沿趋势把握上也存在差异。

国内对问题研究的关注点未与现实情境紧密结

合，思维的局限性导致无法将问题研究的内容破旧

出新，进而无法推动问题研究的实质性进展。国外

研究恰恰相反，以问题研究为导向，在现实情境中

探索问题，解决问题。问题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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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更具有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环境会计问题研究内容的局限性将导致国内学

者对问题前沿领域的把握脉络不清晰，阻碍问题研

究的拓展性。国外学者对于环境会计问题研究内容

广泛，系统性思维有利于多角度、全方位审视问题，

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问题研究的开拓性增强。

不同学科间的理论交叉使得国外研究人员对于

环境会计问题研究的思路开阔、内容丰富，不仅局

限于所研究问题的单一领域，并且促进不同学科理

论与实践的交互增长与提高。

4. 环境会计研究经典文献分析
科学研究文献呈指数增长、科学出版物日益繁

荣的背景下，对于科研团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即

确定本研究领域的高水平的文献。被引经典文献对

研究基础的确定和被引关键文献对研究热点方向的

识别，能够反映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变化趋势，并

且有利于科研人员探测其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变化。

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著作），终究会引起学者

们的关注，并被广泛引证[10]。科学计量学研究表明，

一个正常水平的科学家每年发表4篇论文；大约有
1/4的论文发表后，没有人引证；在有人引证的论文
中，平均每篇每年1.7条引文；若一篇论文每年被引证
4次或4次以上，则可被列为“经典文献或著作”[11~12]。

（1）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关于环境会计问

题研究文献被引情况趋势分析，如图5所示。

图5 环境会计主题文献每年引文数

以环境会计为研究主题的文献共计367篇，其中
引文数2173篇，其中主题文献除去自引的被引频次
为2329次，每项平均引用次数6.96次。其总体趋势
如图5所示。
（2）1971~2014年期间发表的367篇环境会计主

题论文和2173条引文数据，运用Citespace软件，选
择关键路径（pathfinder）算法，网络节点确定为参
考文献（references），形成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研究经典文献分布图，图形省略。

通过web of science检索平台经典文献之间的共
被引关系引文分析，1971~2014年期间367篇主题文
献被引次数总计2420次，其中被引频次高于30次的
文献有15篇，如表3所示。

表3 环境会计研究被引频次最高的15篇经典文献

序号 被引频次 标题 出版年份 作者 国家

1 363
What are ecosystem services? The need for standardized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units
2007 Boyd, James; Banshee, Spencer USA

2 107
Accounting for environmental effects and statistical noise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2002

Fried, HO; Lovell, CAK; Schmidt,

SS; Yaisawarng, S
USA

3 97
Estimates of genetic parameters for weaning weight of beef

cattle accounting for direct-maternal environmental covariance
1997 Meyer, K Australia

4 73

SPLATCHE: a program to simulate genetic diversity taking

into account environmental heterogeneity
2004 Curran, M; Ray, N; Escoffier, L Switzerland

5 70

Buffering of life histories against environmental stochasticity:

Accounting for a spurious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ariability’s

of vital rat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fitness

2004 Morris, WF; Dock, DF USA

6 60

Accounting for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in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s: With application to international airlines
1995 Celli, T; Perelman, S; Romano, E Australia, Switzerland

7 49

The effects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systems,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decentralization on managerial

performance-A test of three-way interaction

1994 GUL, FA; CHIA, YM HONGKONG

8 48

Relative efficiency of R & D activities: A cross-country study

accounting for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DEA approach
2007 Wang, Eric C.; Huang, Wichita Taiwa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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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被引频次 标题 出版年份 作者 国家

9 46

Farm level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are they useful? An

overview of green accounting systems for European farms
2005

Hilbert, N; Verschuur, G; Godless,

G

Denmark,

Netherlands, England

10 43

Toward a different debate in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The

cases of carbon and cost-benefit
2009 Lehmann, Larry England

11 41

Input output accounting system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

an appraisal of their usefulness in raising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2003
Godless, G; Hilbert, N; Verschuur,

G

England, Denmark,

Netherlands

12 38

The problem of co-production in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by

energy analysis
2000 Bastianoni, S; Marchettini, N Italy

13 38

Disclosing new worlds: a role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1999 Lehman, G Australia

14 32

Physical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for the China society:

Energy-based systems account for resources use and

environmental emissions

2010 Zhang, Bo; Chen, G. Q. Peoples R China

15 31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for Pol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2001

Muller, Nicholas Z.; Mendelssohn,

Robert; Nordau’s, William
USA

表3列示出的环境会计相关文献被引频次高于
30次的15篇经典文献中，来自美国学者的文献数量
居于首位，共5篇，所占比例33%；排在第二位的是
澳大利亚，文献数量为3篇，所占比例20%；英格兰
排在第三位，文献数量为2篇，所占比例为13%，中
国香港、台湾以及中国大陆学者发表文献数量各1
篇，占比为6.7%。表明，美国、澳大利亚、英格兰
等国家关于环境问题研究不仅文献绝对总量靠前，

文献的相对价值影响力同样较高，与其他国家相比

在研究内容以及前沿趋势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真正充

当着领头羊的角色。同时本文也进一步揭示出，国

内学者在提高环境会计问题相关文献绝对总量的同

时更重要的是需要对问题研究的具体内容、研究热

点以及前沿趋势做更深一步的探索，研究文献价值

影响力的增强与提高是学术研究的本质所在。

三、研究结论

本文以环境会计问题的学术讨论为切入点，对

中外历史研究脉络、热点问题以及未来研究趋势

进行对比分析并据此提出中国学者在环境会计问

题研究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进一步改进的

方向：

1．主题拓展。问题研究的历史起源以及概念阐
释不清晰，以介绍和借鉴国外的文献研究居多，问

题发起与内容研究的原创性不足。任何一项研究的

发现、进展以及未来趋势的探索都是在把握问题的

国际研究演进脉络的前提下与本国制度背景下的现

实环境相结合，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挖掘、探索并

且解决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经验数据上有所贡献。

提高问题研究的理论原创性和研究深度是国内学术

思维创新要走的第一步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2．内容拓展。问题研究内容零散，无法形成脉
络清晰的研究体系，前沿热点研究滞后，使得本国

在该研究领域很难出现影响深远的代表人物及其核

心观点，导致文献研究的价值影响力不高。环境会

计问题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背景下不完全

竞争市场环境相结合所产生的问题及效果是一项有

价值的中国研究。作为环境会计问题研究的具体切

入点和研究内容，存在很多的研究方向与观察视角，

如何对此进行充实、有效、深入的理论性研究是一

个值得持续探索的问题。

3．方法拓展。问题研究的未来趋势把握不准，
缺乏可持续探索性。国内关于环境会计问题的研究

尚停留在系统层面，对问题现状的描述或理论的梳

理，缺乏探究问题深层次原因和内部运作动力机制

与规律性的研究，导致对问题的研究无法深入，难

以形成影响因子较高的学术成果，而这对于学术创

新思维的重塑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注释

①通过中国期刊网(CNKI)数据库文献索引显示，张焱于

1992年发表在《上海会计》期刊上的《国外环境会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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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为国内最早开始接触环境会计的文献。

②本文用以分析与判断的数据基础选取CSSCI中文核心

数据库与web of science外文核心数据库，而关于环境会计相

关的学术文献不仅仅局限于此。因而本文的研究结论，仅就

选定的数据基础而言，并不代表所有专业期刊或机构。

③文献索引采用论文标题中包含，环境会计、绿色会计、

碳会计等关键词进行文献筛选，以保证问题研究以环境会计

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不是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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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Perspective and Outlook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Studies Based on Chinese and Western Countries

LIU Ying CHEN Liang-hua ZHU Zhao-zhen
(Economic schoo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We compare Chinese research literature in CSSCI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with other
countries’ by using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tools and scientific measurement methods. The results can be
classified as follows: (a) While foreign research literature about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starts from the analysis
of practical issues, China’s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relatively late, which is more
dependent on imitating foreign experience, and less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trend. (b) The domestic published
literature in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leaves most western countries’ behind in quantity while falls behind in
influence. (c) Comparing with the outstanding research in the world, the contents, methods and frontier trend of
research in domestic research scatter without explicit systematical connection and sustainability. We suggest that
domestic scholars should focus more 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 method innov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 to practice
of accounting to improve the influence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scientific measurement;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space st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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