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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借方核算党团费的分配转出情况。经过对“党团费”与

“留用党团费”核算内容的改动，党团费收支账务处理就

与“党团费”收支类科目的性质一致了。不仅如此，党团费

整个会计核算的体系也更加规范，更加符合会计的一般

原理与核算方法。

（三）基金会计主体核算模式下改革的思路

把党团费作为基金会计主体进行核算，需要进行仔

细的分析、系统的研究，包括基金会计主体设置、基金会

计科目设置、各个科目的核算内容划分以及会计报表设

计等问题。从适用的范围看，可以在军级以上单位由财务

部门会计、出纳兼职对党团费进行代理账务核算，师及

以下的部队仍按现有党团费核算模式对党团费进行管

理核算。

作为基金会计主体，按照武警会计科目分类方法，主

要设置“现金”、“银行存款”、“固定资产”、“拨出党费”、

“拨出团费”、“拨入党费”、“拨入团费”、“党费收入”、“团

费收入”、“党费支出”、“团费支出”、“党费结余”、“团费结

余”、“固定资产基金”等科目。其中“现金”、“银行存款”科

目用来核算货币资产的增减情况，“固定资产”和“固定资

产基金”科目用来反映党团费出资购买的达到固定资产

标准的资产增减情况，“拨入党费”、“拨入团费”科目分别

用来核算上级拨入的党费和团费情况，“拨出党费”、“拨

出团费”科目分别用来核算对下拨出的党费和团费情况，

“党费收入”、“团费收入”科目分别用来核算党费和团费

的收入情况，“党费支出”、“团费支出”科目分别用来核算

党费和团费的支出情况，“党费结余”、“团费结余”科目分

别用来核算党费和团费的结存情况。

按照基金会计的一般做法，党团费作为基金会计主

体进行核算后，可以提供党团费基金资产负债表、党团费

基金收支表和党团费基金拨款明细表等。此外，还可以根

据需要增设党团费基金现金流量表和党团费基金变动情

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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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因其低能耗、低排放、低

污染的特征，正成为各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2009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
的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曾向全世界承诺，到2020年我国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下降40%
~ 45%。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应“着力推进绿色发
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是“低碳发展”这一概念首次

出现在中共党代会的报告中。同时，十八大报告又指出要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表明在

低碳发展背景下国家将大力支持农业尤其是现代农业的

发展、而农业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主体之一，理当

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以相关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与完

善为基础。会计准则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会计除了可

以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方面的

信息，还有助于企业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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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背景下的生物资产准则探微

【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是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体系的一大亮点，生物资产准则与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实现了持续趋同与等效，很多规定顺应了当今的低碳经济发展潮流。本文结合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阐述

了低碳经济观在生物资产准则中的体现，并进一步对现行生物资产准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以更好地完善我国

生物资产会计准则，促进企业关注低碳经济，充分运用会计手段推进其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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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持续发展。生物资产作为农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的核心内容，是人们从事农业活动的主要生产要素，同时

企业的行为需要通过会计信息公之于众并接受考评。生

物资产也是农业企业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经济资源，如何

对其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信息披露一直被农业企业所

重视，亦是生物资产会计准则的核心问题（贾莉莉，

2007）。为此，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研究生物资产准则，剖析
低碳经济观在生物资产准则中的体现，以及生物资产准

则应如何适应低碳经济发展，对未来生物资产准则的修

订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生物资产准则的制度变迁

我国关于农业生物资产方面的会计研究一直落后于

某些发达国家，这与我国的经济背景是有着必然联系的。

1992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开始由计划经济向
商品经济转变。这一年，财政部颁布了《农业企业会计制

度》，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为

了规范和加强农业企业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然而

该制度在理论上一直没有解决生物资产的确认和计量问

题（刘卫华，2011）。比如，作为家禽的鸡是作为养殖企业
的固定资产核算还是存货进行核算，母鸡生产的鸡蛋该

如何入账；林业企业将林木作为存货进行核算，但林木每

年都在长，那么存货的价值每年都会发生变动，其变动又

如何体现等等（于丹丹，2011）。
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后，面对农产品国际贸易

自由化的环境，我国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了强大

的竞争。《农业企业会计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农业生物资

产会计信息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因此，财政部于2004年
颁布了《农业企业会计核算办法——生物资产和农产

品》，该办法增加了农业企业的会计科目及核算、会计报

表项目及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容，并规定农业企业在执

行《企业会计制度》和该办法时，不再执行 1992年颁布的
《农业企业会计制度》。此次颁布的办法虽然比之前的制

度完善许多，但仍不能满足与国际准则接轨的需求，新出

现的低碳经济在制度中更是没有体现。

在气候问题备受关注的国际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

日渐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在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顺应

低碳经济发展的潮流，让中国的低碳之路有强有力的会

计制度保证，同时也为了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除

了调整农业发展战略、提高农产品质量，借鉴国际会计准

则来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生物资产会计准则迫在眉睫。

2006年 2月 15日，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同
步发布，首次以《企业会计准则第 5号——生物资产》（简
称“生物资产准则”）的形式对生物资产准则作出了详尽

的规范，并要求自 2007年 1月 1日首先在上市公司实施。
生物资产准则的颁布规范了生物资产的确认计量和相关

信息的披露，使得农业企业的生物资产会计核算有了依

据，为我国生物资产的会计处理提供了理论指导，有利于

推动我国农业领域金融投资，并对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

竞争力有重大意义。从低碳经济的角度看，相关制度创新

与法律体系建设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保证。生物资产

准则的颁布属于制度创新的范畴，旧会计准则中没有专

门的生物资产准则，它是现行准则体系中出现的亮点之

一。另外，生物资产准则中有许多内容体现了低碳经济理

念，使得我国会计准则变得更加“绿色环保”，这实际也体

现了国家正在利用制度创新来推动我国的低碳经济。

三、低碳经济观在生物资产准则中的体现

1. 生物资产的分类。我国生物资产准则规定，生物资
产可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

物资产，林木资产也可相应分为林木类消耗性生物资产

（如用材林）、林木类生产性生物资产（如经济林、薪炭林）

和林木类公益性生物资产（如防护林、特种用途林）。2003
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提出实
行林业分类经营的管理体制。林业分类经营就是指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社会对生态和经济的需求，

按照对森林多种功能和主导利用的不同，将森林划分为

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分别按各自的特点和规律运营

的一种新型的林业政策和体制模式（江机生等，2002）。而
林木类消耗性生物资产、林木类生产性生物资产两者均

属于商品林范畴。商品林是以获取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

的森林，其价值补偿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公益林是

以发挥生态效益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因其具有生态效益

的外溢性以及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及非排他性的特征，

使得其价值一般都无法通过市场交换来补偿，也即其价

值循环及资金循环是不完整的，通常需要通过政府干预

方式进行补偿。可见，现行生物资产会计准则也体现了商

品性的林木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的林木生物资产分类核算

机制，顺应了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体现了低碳经

济发展的要求。

2. 公益性生物资产的单列。有别于《国际会计准则第
41号——农业》（IAS41），我国对生物资产的分类中含有
公益性生物资产，这不仅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有林场、林业

企业等林业经营组织拥有较多的公益性生物资产，同时

也体现了低碳经济理念。按生物资产准则规定，公益性生

物资产是指以防护、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的生物资产，包

括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等。现行准则的

亮点之一，就是将公益性生物资产单独列为一类生物资

产，有专门的分类核算，不计提折旧和减值准备，这为我

国公益林的会计核算提供了依据。公益性生物资产虽然

不能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它具有服务潜能，主

要发挥的是生态效益，在相关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生态效

益可转化为经济效益（如碳汇林交易的收益等），也应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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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生物资产，单独核算。这不仅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具体

国情，也把公益性生物资产的生态服务予以考虑，具有一

定的低碳经济意义。低碳经济模式核心在于低排放、高吸

收，而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地球之肺”。森林

在生长过程中，通过光合作用，可将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

化碳吸收后以生物量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就是森林的碳

汇功能。发展林业，增强森林碳汇功能，对减缓全球气候

变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公益林作为林业生态可

持续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近几年来也大量发展起

来。事实上，公益林是以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持生态

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满足人类社会的生态、社会需求

和可持续发展为主体功能。可见，公益林和商品林有着本

质的区别。公益性生物资产（如碳汇林）也能给营林企业

带来经济效益，但它更重要的是发挥其生态效益价值，它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有着重要功能。因此，单独划分

出公益性生物资产并对其进行会计核算，提供公益性生

物资产会计信息，对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来说意义重大。

3. 生物资产和农产品的严格区分。生物资产是指有
生命的动物和植物。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最大的特点就

是具有生物转化能力，能让生物资产产生质量或数量上

的变化。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农业》的规定，生
物转化，是指导致生物资产质量或数量发生变化的生长、

蜕变、生产、繁殖的过程。这种生物转化能力是一般的企

业资产（如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所不具备的，也

正是生物资产的独有特征。这一界定强调了与农业生产

相关的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才是生物资产，将生物资产

与农产品进行了本质的区分（见表1），这意味着一旦原有
动植物停止其生命活动，便不再是生物资产。

我国的生物资产准则在进行核算时将生物资产和农

产品也做了严格区分，同时将生产性生物资产视同固定

资产进行核算，将收获时的农产品视同存货进行核算，很

好地贯彻了低碳经济的理念。这主要是因为收获后的农

产品从生物资产这一母体分离开始，不再具有生命和生

物转化能力，应作为存货处理，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
——存货》，如奶牛产的牛奶、肉猪宰割的猪肉、采摘下来

的蔬菜水果等。而企业作为一个营利性的组织，必将力求

其资产可以持续不断地给自身带来经济利益，保障可持

续发展。因为动植物活体具有生物转化能力，从而能不断

地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因此企业会重视该项生物资产

的保值增值能力；而收获的农产品，由于其不再具有生物

转化能力，虽然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但是却不是持续

的。生物资产本身具有的生物转化能力，如绿色植物的光

合作用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空气中

的二氧化碳含量，这就符合低碳经济含义中的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这一要求。而收货后的蔬菜水果，不但没有吸收

二氧化碳的能力，还会产生二氧化碳，增加空气中的碳含

量。可见，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这样的区分是有依据可

循的，也体现了农业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注重低碳经

济的理念。

4. 生物资产信息的列报及披露。生物资产尤其是森
林生物资产作为低碳经济下发挥生态效益的主要环境资

源性资产，林业经营组织从开始关注物质生产和经济发

展逐渐演变到关注环境、社会功能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环境资源保护是发展低碳经济的目的之一，生物资

产信息的披露可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企业有效地披

露生物资源资产信息，也是低碳经济理念的一种体现。为

此，根据生物资产准则规定的信息披露要求，众多的林业

上市公司注重生物资产信息披露，将低碳经济理念下的

制度创新与环境保护很好地结合起来。本文以我国的5家
纯林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其 2009 ~ 2012年的年
度报告进行分析（见表2），从其生物资产信息披露的现状
可见一斑。

由表 2可知，5家林业上市公司对生物资产进行了不
同程度的列报与披露。其中升达林业、东方园林、景谷林

业和永安林业都按照生物资产准则要求对企业的生物资

产进行了专门列报与披露，其中升达林业 2011年和 2012
年年度报告中的披露情况较2009年和2010年披露的信息
更加完善。中福实业虽然没有在会计报表中对生物资产

进行单独列报，但在附注中的存货部分对消耗性生物资

产进行了披露。总体而言，在生物资产准则实行之后，多

数上市公司能自觉做到对自身拥有的生物资产进行相关

的信息披露，这对投资者进行理性决策、实现企业资源配

置的效率性、加强低碳经济下上市公司生物资源资产的

可持续经营与管理都是十分有帮助的。

表 1 生物资产、农产品及收获后加工而得的产品对比

生物资产

绵羊

人工林林场中的林木

农作物

奶牛

猪

棉花

甘蔗

灌木烟草植物

茶树

葡萄藤

果树

棕榈树

橡胶树

农产品

羊毛

砍伐的林木

棉花

收割的甘蔗

牛奶

宰杀后的猪

收获的棉花

收获的甘蔗杆

茎叶采摘的烟叶

采摘的茎叶

采摘的葡萄

采摘的水果

采摘的果实

乳胶液

收货后加工而得的产品

毛线、地毯

原木、木材

棉线、衣服

食糖

奶酪

猪肉肠、熏制的火腿

线、衣物

食糖

茶叶 烤烟

茶叶

葡萄酒

加工后的水果

棕榈油

橡胶制品

资料来源：新修订的《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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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达林业

东方园林

∗ST景谷

永安林业

中福实业

2009年

董事会报告中的
主要存货分析和
附注中的存货中
披露了消耗性生
物资产

在董事会报告中的公司经营状况中做了简单分析；附注
中的存货中披露消耗性生物资产，且对生物资产做专门
分类披露；在行业分析比较中也做了详细分析

对生产性资产、消耗性资产进行了分类披露，在母公司
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做了少许分析，在主营业务中按产
品对其进行了分类披露

董事会报告中披露了生物资产的价值；消耗性林木资产
在存货中加以披露；将生物资产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在
计价方法和计提折旧的方法中都有披露；对公益性林
木、生产性林木进行了明细项目列示

在附注中的存货中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进行了少量披露

2010年 2011年

资产负债表中对生产性
生物资产、公益性生物
资产的期初期末金额做
了披露；董事会报告中
的主要存货分析和附注
中的存货中披露了消耗
性生物资产；附注中专
门对生物资产进行分类
披露

2012年

资产负债表
中对生产性
生物资产的
期初期末金
额 做 了 披
露；附注中
的存货中披
露了消耗性
生物资产

年份

公司

表 2 林业类上市公司生物资产信息披露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整理。

四、低碳经济背景下完善生物资产准则的思考

1. 公益性生物资产确认与计量问题。对公益林生物
资产确认计量的会计归属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根

据现行会计准则规定，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

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

济利益的资源。公益林的管理工作应当由政府承担，企业

并不承担公益林管理工作。从会计学的角度分析，因为企

业对其管理的公益林没有处置权，那么事实上企业对公

益林只有管理权，而无真正意义上的控制权或所有权，所

以公益林这种森林资源严格意义上似乎不符合会计学中

的资产的定义与要求，不能被确认为一项资产（王富炜

等，2011）。但公益性生物资产（如生态公益林）的经营目
的与林木类消耗性、生产性生物资产的经营目的有着本

质的差别，其提供的主要是生态效益。企业拥有或控制的

公益性生物资产，通常不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

但具有服务潜能（如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林、碳汇林能

带来防风固沙、保持水土、固碳制氧的效能），有助于企业

从相关资产（尤其是森林生态资产）中获得间接的经济利

益，所以也应当确认为生物资产（刘梅娟，2010）。公益林
主要是为提供生态和社会效益服务，具有典型的社会功

能性质，产品属于公共商品，提供无形生态和社会功能服

务。因此，生态公益林在会计核算上应重点反映其生态、

社会功能价值，同时对生态环境的发展、维护成本进行计

量，为其在生态、社会功能价值补偿上提供决策依据（石

道金等，2012）。这对促进固碳减排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对
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重大。但是由于生物资产准则并未

对公益性生物资产的会计确认、价值计量和会计处理等

问题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使得公益性生物资产的生态、

社会服务及减排价值无法得到相应的核算。对此，非常有

必要增加相应的准则内容，规定公益性生物资产经营企

业需要做的会计业务，尤其是后续计量的会计核算。这样

才能更好地规范公益林的会计核算，让公益性生物资产

的生态效益得到充分的评估，同时也能更好地发挥公益

性生物资产的低碳经济效应。

2. 森林碳汇的确认与计量问题。林木类生物资产等
因碳固职能被认为是碳会计中的重要资产之一（郑玲等，

2010），但作为一种特殊生物资产，又与 IAS41、CAS5等会
计准则有关。碳固又称为碳汇。森林碳汇是指森林生态系

统吸收大气中的CO2并将其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从而

减少大气中CO2浓度的过程（李怒云，2007）。鉴于森林碳
汇在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和成本优势，世界各国已将

通过林业活动增加森林碳汇（减缓碳释放）作为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森林的固碳作用是通过不同的固

碳形式得以发挥的，其固碳形式主要包括树木固碳、林下

植物与腐殖固碳，以及林产品固碳，因此森林在固碳减排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森林是一种仅次于煤炭、石油、天然

气的第四大战略性能源资源，林业生态系统的特殊功能

决定了森林在低碳经济战略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和不可

替代性作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内营林主体已经开

始森林碳汇项目的试点与实践。

我国政府已明确将增加森林碳汇作为应对气候变化

的重要战略选择，2004年就开始启动了广西等6省森林碳
汇试点项目。2010年 12月，经国家林业局批准，位于杭州
市钱江新城的华东林业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成为

全国第一个林业碳汇交易平台，森林碳汇交易试点也于

2011年在浙江义乌正式启动。2014年10月，中国绿色碳汇
基金会秘书长李怒云发布了临安市“农户森林经营碳汇

交易体系”的框架内容和运行模式。通过这套体系，中国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率先出资，以每吨 30元的价格购买
了临安市首批 42户农民森林经营所产生的碳汇减排量，
从而使林改后的农民首次获得了森林生态服务的货币收

益，临安市首批 42户林农也成为全国第一拨进入林业碳
汇自愿交易体系的农民群体。随着低碳经济的迅速发展，

林业碳汇项目不断开展，这就对林木类生物资产及其碳

汇核算提出了新的要求。生物资产准则规定了林木类生

物资产会计的确认和计量，它对规范我国的生物资产会

计核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鉴于现行生物资产准

则没有对林木类生物资产的衍生产品——碳汇的会计确

认和计量方面进行规范（李谦等，2011），以及碳汇计量及
询价的困难性，目前对于碳汇林项目营造产生的森林碳

2015. 20 ·57·□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汇，建议可以考虑在生物资产准则中增加碳汇资产相关

核算的规定。即在碳汇交易发展的初期可考虑采用实物

量进行反映，等到条件成熟时再予以价值量核算与披露，

以此通过生物资产准则的不断完善，从而更好地为企业

的固碳减排项目服务。

3. 生物资产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问题。生物资产
准则规定，企业取得的生物资产，应当按照取得时的成本

进行初始计量。企业在确认一项生物资产的成本时，仅仅

确认了其相关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也就是说只有相

关的经济成本才得以确认。然而，企业在开展经营活动

时，不仅仅会产生相应的经济成本，必然也会产生许多环

境成本，如碳排放成本、环境保护成本、环境污染消除成

本等。低碳经济强调的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要求企业

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这就要求企业经营活动中产

生的环境成本应得到有效确认与计量，这样才有利于促

进企业更加重视自身的环保和节能建设，从而使企业转

变发展方式，朝着低碳的方向发展。因此，生物资产准则

应增加相关的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的规定，完善生物资

产环境成本的会计核算，可以考虑与固定资产准则一样

引入弃置费用，将企业承担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等义

务确认为一项支出。

4. 生物资产信息披露问题。生物资产准则明确规范
了关于生物资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但是从国内农林

类上市公司的年报中仍然可以发现其信息披露存在的许

多问题。就林木类生物资产而言，根据对我国上市公司

2007 ~ 2013年的年报中会计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发现上市公司在林木类生物资产会计信息披露方面存在

着风险及其管理措施揭示不全面、可比性差、完整性不

足、明晰性不强等问题（谢帮生等，2014）。对照生物资产
准则强制性信息披露规定进行的评定结果来看，农业类

上市公司还存在着诸如实物数量、生产性生物资产的累

计折旧、天然起源的生物资产以及用于担保的生物资产

的披露方面的问题（蔡月梅等，2014）。此外，从生物资产
表外披露情况看，农林类上市公司尚存在不能够完全遵

照CAS5的规定进行表外披露的情况，其表外披露质量普
遍较低（胡海川等，2014）。
生物资产尤其是林木类生物资产是农林类企业的集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三大效益于一体的主

要资源性资产。低碳经济背景下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加关

注企业的生态资源及效益问题，但现行的生物资产准则

仅对有形的实物资产（如消耗性、生产性和公益性生物资

产）作了确认、计量及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规定，并没有涉

及无形生态资产（如森林生态资产、森林碳汇等）会计核

算问题。可见，虽然生物资产准则至今已经出台并实施了

多年，但是由于准则本身对于生物资产仅作了一些原则

性规定，未对不同类型生物资产信息披露作具体规范，导

致各会计主体只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进行信

息披露，这样便会出现诸如前述的许多问题。在倡导低碳

经济发展的今天，不断完善生物资产的信息披露尤其是

生态方面信息的披露，无论是对各会计主体对生物资产

的管理，还是对会计信息使用者及时准确获取生物资产

的完整信息，都是双赢之举。

五、结语

在全球掀起低碳经济热潮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生物

资产准则顺应国际发展潮流，基本实现了国际趋同，从多

方面体现了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需

进一步完善之处。低碳经济背景下，除了研究完善原有生

物资产准则的一些规定（如生态公益林资产），基于碳汇

交易的林木生物资产会计应成为会计学领域的新应用和

新体现，更是森林资源资产会计的新发展。因此，林木生

物资产及其衍生产品——森林碳汇及碳排放权交易会计

问题，应成为低碳经济背景下生物资产会计中需要引起

重视和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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