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卷第 5 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V o l. 2 N o. 5
2002 年 9 月 Journal of N o rthw est S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ricu ltu re and Fo restry (Social Science) Sep. 2002

试论森林资源资产会计
α

孟　全　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在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背景下, 会计作为管理的重要活动之一, 应当建立比较完善的

森林资源资产会计体系。森林资源资产会计的内容包括森林资源资产会计核算的前提及原则, 森林

资源资产的分类, 森林资源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森林资源资产形成、经营、消耗的核算以及森林资源

资产会计信息的披露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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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 迫使人们重新认识森林,

重视森林生态环境建设, 保护森林资源逐渐成为共

识。会计是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 实行森林资源的资产化管理, 建立较

为完善的森林资源资产会计体系, 对于有效的保护

森林资源, 充分利用森林资源, 发挥森林资源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森林资源的资产化管理

(一)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思想的形成

森林资源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林业是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公益性事业和重要的基础产业,

肩负着生态环境建设和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木材及

各类林产品的双重使命。

传统的森林资源管理体制和理念以木材生产为

中心, 重采轻育, 采育严重脱节, 森林资源大幅度减

少, 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传统的森林资源管理体

制存在的问题可归纳为:

1. 森林资源管理仅仅停留在实物管理阶段。认

为森林是天然资源, 森林无价值, 可以无偿占有和使

用, 导致了森林资源消耗得不到应有的补偿。

2. 营林生产是非商品生产。不重视营林生产的

投入产出关系, 导致营林生产效益低下。

3. 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缺乏有效的管

理机制和办法。森林资源的损失、浪费严重, 利用效

率很差。

4. 国家对森林资源的所有权虚置, 严重削弱了

森林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难以做到森林资源的优化

配置。

5. 忽视森林资源的资产属性, 森林资源的经营

效益低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

完善, 林业的发展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以现代林业

思想为指导, 以建立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比

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为目标, 以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为重点, 深化分类经营改革, 实施分区突破战

略, 促进我国林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已成为我国

林业发展的新战略。实施新的林业发展战略, 必须研

究符合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森

林资源资产管理和运行模式, 实行森林资源资产化

管理[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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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森林资源资产的一般属性

森林资源包括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林木、林地生

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森林资源具有一般资

产的属性:

1. 森林资源生产过程是一个商品生产过程。是

在自然力的作用下的人类劳动过程, 同样也需要生

产、投入、回收、再投入周而复始地进行。所以, 森林

资源的再生产是根据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对森林资

源的要求, 通过社会劳动投入, 使森林资源不断更

新、积累的生产过程。

2. 森林资源的价值可以用货币计量, 能为某一

利益主体所拥有, 并能为其带来经济效益。因此森林

资源资产包括森林物质资产、环境资产、森林景观资

产和其他无形资产等。森林物质资产主要有林木、林

地、林内动植物和微生物等, 森林环境资产主要指森

林净化空气, 改善生态环境的价值, 森林景观资产指

森林提供观赏游憩的价值, 森林无形资产主要指森

林的采伐权和经营权等。

(三)森林资源资产的特殊性

森林资源资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 具有其他

资产所不具备的特性:

1. 资产形成的特殊性。森林资源资产是人力和

自然力相互作用形成的。

2. 有条件的再生性。森林资源资产是可以再生

的资产, 但是在经营过程中严重违背自然规律, 破坏

森林自然生态环境, 则会影响森林资源资产的再生。

3. 经营上的长周期性。由于森林资源自然生长

周期长, 导致了其经营周期长, 在经营周期内, 占用

了大量的资金, 影响了经营资金的周转, 短期内很难

取得经济效益。

4. 资产计价的困难性。森林资源资产由林木、林

地、林内动植物及微生物、森林环境资产、森林景观

资产、森林无形资产构成, 涉及到不动产、存货、无形

资产等不同形态的资产, 又由于其价值形成的特殊

性和发挥资产作用的不确定性, 导致其计价的困难,

这也是森林资源资产会计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森林资源资产会计的属性和地位

适应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的需要, 必须建立以

森林资源资产管理为核心, 以向林业组织内外部提

供森林资源资产形成、经营过程及结果信息为目标

的森林资源资产会计体系。

森林资源资产会计是研究从事森林资源生产经

营管理的组织运用货币计量手段, 对森林资源资产

进行确认和计量, 对森林资源资产经营过程进行全

面、系统、及时、完整的计算和记录, 为加强森林资源

资产管理, 充分发挥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提供有用信息的一种管理活动。森林资

源资产会计是林业财务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属于

财务会计的范畴[2 ]。

森林资源资产会计属于财务会计的范畴, 主要

是由于: (1)从森林资源资产培育、形成、经营的过程

看, 它属于林业组织内部全部经营活动的一个组成

部分, 对森林资源资产的确认、计量、计算、记录、报

告的会计行为应当属于林业财务会计的内容; (2)对

森林资源资产的计价、价值转移以及经营成果的确

定虽然有一些特别的方法, 森林资源资产会计也有

自己特别的方法体系。但是这些方法都是从传统的

财务会计的各种确认、记录、计算、核算、摊销、报告

等方法转化、延伸形成的, 从根本上没有脱离传统的

财务会计的方法体系; (3)从森林资源资产会计构建

的目的看, 为了适应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的需要, 将

传统林业财务会计中长期忽视的、没有被确认的森

林资源资产信息, 通过会计核算工作单独揭示出来,

以满足社会对森林资源资产管理, 提高其使用效益

的需要。

森林资源资产会计属于财务会计的范畴, 也适

应财务会计的基本假设和一般原则。但是, 由于森林

资源资产本身的特殊性和经营管理的特别要求, 使

得森林资源资产会计的基本假设和核算原则也有其

特点。会计的基本假设是对会计活动的制约或会计

活动的前提, 由于森林资源是构成生态环境的重要

因素,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森林资源的可持

续发展, 所以“可持续发展假设”就是森林资源资产

会计建立的基本前提, 也是构成森林资源资产会计

理论和方法的前提条件。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是会

计核算工作的基本规范和要求, 森林资源资产会计

在会计要素确认与计量、会计信息质量等方面应当

符合财务会计的一般原则, 但在一些具体原则的执

行和理解上又有所修订和创新。例如“客观性原则”

要求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

据, 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史以来森

林资源资产就是无帐资产, 没有对森林资源进行价

12　第 5 期　　　　　　　　　　　　　　　　孟全省: 试论森林资源资产会计



值计量、登记入帐, 同时森林资源又分布在广褒的土

地之上, 这就对森林资源的实物及价值计量带来很

大的困难, 森林资源资产的计量很难做到客观、真

实, 只能达到尽可能的、相对的真实。因此, 森林资源

资产会计对森林资源资产的计量应当实行“宜粗不

宜细的原则”。又如, 资产计量遵循的“历史成本原

则”, 要求对财产物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 实

际成本确定后不能随意改变其帐面价值。但是, 森林

资源资产有些是自然形成的天然林资源, 其历史成

本与其效能价值根本不符。同时由于森林资源资产

是活的生物资产, 生物资产有其自然增值的生物转

化过程, 又承受着更大的自然风险, 因此, 其价值的

变化幅度很大,“历史成本原则”显然很不适用, 取而

代之的应当是“市场价值原则”或“效用价值原

则”[3 ]。

三、森林资源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一)森林资源资产的确认

资产的确认一般根据以下三条标准: (1)资产必

须是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现实的资产, 而不

是预期的资产; (2) 资产必须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

的, 也就是说只有企业拥有所有权的资源才能确认

为资产; (3)资产确认最关键的标准是预期会给企业

带来经济利益。

森林资源资产的确认也必须依照上述确认标

准, 即企业或单位所拥有的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森

林资源都可以确认为森林资源资产。另外由于森林

资源资产的特殊性, 在确认森林资源资产时, 三条确

认标准的涵义还有一些补充完善: (1)天然林虽然不

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但只要为企业所

拥有也可以确认; (2)企业对资产的控制权包括企业

对资产的自由处置权, 对于森林资源, 我们国家目前

实行的是限额采伐, 所以对森林资源资产的处置必

须经国家批准; (3)森林资源资产既要能够给企业带

来经济效益, 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够给社会带来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 即坚持多效益标准。

(二)森林资源资产的计量

资产的计量, 是指入帐的资产应按什么样的金

额予以记录和报告。资产计量的方法主要有历史成

本、重置成本、公允价值、可变现净值和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等。为了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 必须选

择最为真实、可靠的计量方法, 目前一般都以历史成

本作为资产计量的主要方法。

森林资源资产主要包括森林物质资产、森林环

境资产、森林景观资产和森林无形资产, 对森林资源

资产的计量根据前述“市场价值原则”或“效用价值

原则”, 每年或每间隔几年 (根据不同林木的生长特

点决定)对森林资源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 并对日常

历史成本资料进行修正, 以确定森林资源资产的记

帐价值。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林业部 1996 年颁布试行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中对林木资产、林地

资产、森林景观资产的评估方法都作了规定, 可以在

森林资源资产会计中使用。对林木资产的评估可以

采用市价法 (包括市场价倒算法、现行市价法)、收益

现值法 (包括收益净现值法、收获现值法、年金资本

化法)、成本法 (包括序列需工数法、重置成本法和清

算价格法)。对林地资产的评估可以采用现行市价

法、林地期望价法、年金资本化法、林地费用价法。

对森林环境资产价值的评估可以采用效果评价

法, 也就是根据森林资源产生的生态效能, 如农作物

产量的提高、河川水文状况的改善、气候条件的改

变、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等来评估其环境价值。

对森林景观资产价值的评估可以采用现行市价

法; 收益现值法, 包括年金资本化法和条件价值法;

重置成本法等[4 ]。

以上评估方法在《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

中有详细介绍, 这里不再赘述。

四、森林资源资产会计核算

建立森林资源资产会计的目的就是为了向社会

提供森林资源形成、保护、利用、破坏以及森林资源

经营成果等方面的会计信息。因此森林资源资产的

会计核算是其核心内容。

(一)森林资源资产核算的对象

森林资源资产会计核算的对象就是森林资源资

产的构成内容, 具体应当包括森林物质资产 (林木、

林地、野生动物、药材、花草等野生植物)、森林环境

资产、森林景观资产、森林无形资产 (森林的采伐权

和经营权等)。

(二)森林资源资产核算的内容

森林资源资产核算的内容应当包括森林资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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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形成、森林资源资产消耗、森林资源资产价值评

估、森林资源资产收益的核算。

1. 森林资源资产形成的核算。包括天然林资源

资产的核算、人工林资源资产的核算、林地资产的核

算、森林环境资产和景观资产的核算。

天然林资源资产的核算。天然林是自然形成的,

没有包含人类的劳动, 对天然林资产的核算, 可以根

据天然林资产评估确认的价值, 记入“森林资产——

天然林资产”帐户的借方, 记入“资本公积——森林

资源资产增值”帐户的贷方。

人工林资源资产的核算。人工林在培育过程中,

发生各种费用支出, 首先记入“营林支出——人工林

培育支出”帐户的借方, 记入“银行存款”、“应付工

资”、“原材料”等帐户的贷方; 期末将人工林培育成

本进行结转, 记入“森林资产——人工林资产”帐户

的借方, 记入“营林支出——人工林培育支出”帐户

的贷方。

林地资产的核算。林地资产的核算, 可以根据林

地资产评估确认的价值, 记入“森林资产——林地资

产”帐户的借方, 记入“资本公积——森林资源资产

增值”帐户的贷方, 如果林地是有偿取得的, 则记入

“银行存款”帐户的贷方。

森林环境资产的核算。森林环境资产的核算, 根

据森林环境资产评估确认的价值, 记入“森林资产

——森林环境资产”帐户的借方, 记入“资本公积

——森林资源资产增值”帐户的贷方。

森林景观资产的核算。森林景观资产的核算, 根

据对森林景观资产评估确认的价值, 记入“森林资产

——森林景观资产”帐户的借方, 记入“资本公积

——森林资源资产增值”帐户的贷方。

2. 森林资源资产消耗的核算。森林资源资产的

消耗主要有森林资源资产的出售、生产消耗和毁损

等几种情况。

森林资源资产出售的核算。企业出售或转让森

林资源资产, 可以根据售价记入“银行存款”帐户的

借方, 记入“其他业务收入”帐户的贷方; 同时, 结转

该项资产的成本, 记入“其他业务支出”帐户的借方,

记入“森林资产——天然林资产 (人工林资产、林地

资产、森林环境资产、森林景观资产)”帐户的贷方。

森林资源资产生产消耗的核算。企业消耗森林

资源资产生产其他林产品, 则森林资源资产成本构

成了林业生产成本, 记入“生产成本——××林产

品”帐户的借方, 记入“森林资产——天然林资产 (人

工林资产、林地资产、森林环境资产、森林景观资

产)”帐户的贷方。

森林资源资产毁损的核算。由于自然灾害或人

为原因造成森林资源资产毁损, 记入“营业外支出”

帐户的借方, 记入“森林资产——天然林资产 (人工

林资产、林地资产、森林环境资产、森林景观资产)”

帐户的贷方。

3.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核算。森林资源在培育

过程中, 由于林木的自然生长, 其价值会不断增加,

但是只有当森林资源出售或生产消耗其价值才能实

现, 为了及时准确反映森林资源资产价值的增值, 每

年可以估计确认其增值, 每间隔几年可以进行一次

资产评估。每年年末估计其价值增值时, 记入“森林

资产增值”帐户的借方, 记入“资本公积——森林资

产增值”帐户的贷方; 森林资源资产价值评估时, 根

据评估结果进行会计处理, 记入“森林资产——××

资产”(按评估增加值) 帐户的借方, 记入“森林资产

增值”(按已确认增加值) 帐户的贷方, 同时记入“资

本公积——森林资源资产增值”(按差额) 帐户的借

或贷方。

4. 森林资源资产收益的核算。森林资源资产象

其他资产一样, 只有当资产出售时, 其价值才得以实

现, 也才能带来收益, 具体核算的帐务处理与一般资

产相同。森林资源的生长增值, 属于资产自身的增

值, 作为资本公积处理, 不形成收益。

五、森林资源资产会计

的信息披露

　　森林资源资产是林业企业和单位一项最重要、

最特殊的资产, 森林资源资产的形成、消耗以及价值

评估都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形成影响。为

了全面反映森林资源资产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影响, 在财务会计报告中必须全面披露森林资

源资产的情况。

首先, 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要说明森林资源的

基本情况, 包括林种、林龄、面积、蓄积等基本情况;

还要说明森林资源资产变动的重大事项, 如森林资

源资产出售、生产消耗、毁损情况以及森林资源资产

评估情况。

其次, 在资产负债表中要设置“森林资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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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森林资产增值”项目, 作为“森林资产”项目的

调整项目, 以披露企业森林资源资产的价值变动及

其结果。还要在“资本公积”项目内反映森林资源资

产的自然增值情况。

第三, 在损益表中反映森林资源资产出售、毁损

对企业经营损益的影响, 可以在“营业外收支净额”

项目下设置二级项目“其中: 森林资源资产出售、毁

损收支净额”来予以反映。

第四, 森林资源资产的出售或森林经营权的转

让也影响到企业的现金流量的变化。在现金流量表

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栏中要设置“森林资

源资产出售收到的现金”项目。

第五, 设计“森林资源资产明细表”作为资产负

债表的附表, 全面反映天然林资产、人工林资产、林

地资产、森林环境资产、森林景观资产的构成及变动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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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lection s on Forestry Resource A sset Accoun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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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ndering over the cu rren t fo rest ry resou rce m anagem en t sta tu s, the paper po in ts ou t a

sound and perfect fo rest ry resou rce accoun t ing system shou ld be set up. T he con ten ts of fo rest ry resou rce

auoun t ing system include: p rerequ isites and p rincip les fo r asset accoun t ing, ca tego riza t ion of fo rest ry re2
sou rce, iden t if ica t ion and est im ate of fo rest ry resou r ceasset, accoun t ing of the developm en t, m anagem en t

and expen ses of fo rest ry resou rce p roperty, expo su re of accoun t ing info rm at ion.

Key words: fo rest ry resou rce; fo rest ry p roperty; fo rest ry p roperty accoun t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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