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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SR方法论的自然资源核算

与资产负债表编制

【摘要】WSR（物理Wuli—事理 Shili—人理Renli）方法论是一种解决复杂交叉学科问题的分析工

具。该方法论具有中国传统的哲学思辨，属于定性与定量分析综合集成的东方系统思想，在组织管理、危

机处理、项目管理等系统分析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是资源科学、环境科学、生

态学等与会计学理论的交叉研究，强调服务于自然资源的管理。基于WSR方法论的分析框架，阐述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框架的“物理—事理—人理”分析逻辑；基于自然资源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提出基于

会计学复式借贷记账理论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系统分析自然资源变动的会计处理、自然资源核算的过

程以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等相关报表的编制。基于WSR方法论的自然资源核算与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思路，将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物理）、优化配置（事理）和效益选择（人理）统一起来，对当前完善自然资

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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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以来，基于国家重大的科研需求，资源科学、国

民经济核算、会计学领域的学者对其开展了大量的

科学研究。特别是自2012年起关于自然资源核算以

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大增，到2018年年发

表量已分别达 90、350余篇。国家多个部委、科研机

构也资助了多个研究项目，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的编制问题，相关研究领域成为一个热点。

早在20世纪80年代，李金昌等[1-3]就对自然资

源核算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基于功效论、财富论和地

租论的自然资源估价方法；21世纪初，我国开展绿

色GDP核算研究，成金华等[4]、高敏雪[5]等进行了

自然资源核算方法和思路的相关研究。近年来，资源

科学相关学者封志明等[6]提出按“先实物量再价值

量、先存量再流量、先分类再综合”的原则进行自然

资源核算和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孔含笑等[7]提出了

确定核算项目、选择估价方法、分步推进自然资源核

算和编制资产负债表的工作步骤，优先选择和建立

单项资源的区域自然资源核算体系，然后开展统一

的自然资源核算标准研究。会计学相关学者耿建新

等[8]借鉴欧盟、联合国等相关组织和澳大利亚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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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核算与报表体系，以土地资源为例对相关核

算要素、报表呈现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在其相

关研究中，较多地体现了平衡表的概念，主要对

SEEA-2012（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和 SNA-2008（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进一步分析应用进行了研究。

自然资源核算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新兴研究领

域，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编制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框架的研究视角各不相同，学术界对编制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基本框架还未达成共识[9]。杨

世忠等[10]认为，当前自然资源核算相关研究的学术

成果有两类：一是依据SEEA报表体系的路径、根据

“来源=使用”恒等式，采用单式记账逻辑，进行自然

资源“来源=使用”平衡的宏观统计核算，目前较多

研究成果属于这一类；二是根据自然资源的“资产=
权益”恒等式，采用复式借贷记账方法，分类分层与

汇总进行统计核算，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这种类型

的会计学理论编制逻辑，但缺乏系统的核算体系及

账户体系设计。杜文鹏等[11]研究认为，对于自然资

源核算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研

究，相关学科交叉研究、编制基本理论框架和方法论

研究仍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研究的重点。刘明辉等[12]

也认为，相比国外相关研究的进展，我国已在自然资

源核算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但指导编制实践的理

论基础还不完善。

201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编制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国办发［2015］82号），其主

要目标是：通过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推动

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自然资源统计调查制度，努力

摸清自然资源资产的家底及其变动情况，为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有效保护和永续利用自然资源提供信

息基础、监测预警和决策支持。根据耿建新等[13]、黄

溶冰等[14]、蔡春等[15]对该方案进行的解读，编制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目的是提供自然资源核算信

息，实现“摸清家底、考核审计、明确责权、预警决

策”。相关问题与争议包括：自然资源资产如何确权？

负债包括哪些以及如何核算？在具体统计时是计实

物量还是计价值量？资产或负债的价值如何计量？是

进行统计核算还是会计核算？

综上所述，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一个从

理论到实践，用实践检验、丰富和完善理论，进一步

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并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目

前其还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增加系统性、跨学科的综

合性研究成果，尤其是综合考虑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编制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的自然资源

核算体系研究。本文认为，根据国家的科研需求，为

进一步满足国家对自然资源精细化管理的要求，编

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应指开展自然资源核算与自

然资源相关报告工作，是呈现核算报表、信息披露、

自然资源相关审计等工作的基础。鉴于此，本文基于

WSR方法论来分析自然资源核算与资产负债表的

编制问题，试图综合多学科相关研究成果，以满足交

叉学科研究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需要，并提

出系统性的思考和问题解决思路。

二、WSR方法论三维分析模型及应用

WSR方法论是我国系统科学专家顾基发和朱

志昌 1994年在英国提出的解决复杂交叉学科问题

的分析工具。WSR方法论具有中国传统的哲学思辨

和东方系统思维，是系统工程钱学森学派（中国学

派）创立的综合集成研讨厅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在组织管理、资源环境安全处理、项目管理等

复杂系统分析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6]。

1. WSR方法论模型。WSR方法论通过确立“物

理—事理—人理”三个维度的理论基础来观察问题、

分析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并做出决策。WSR方法论

模型的主要内容[17]如表1所示。

（1）物理。“物理”泛指自然科学的客观世界认

知。客观世界是什么？相关自然规律是什么？“物理”

包括大自然中有机或无机的事物和现象、规律，它不

仅仅指狭义的物理学，也包括天文学、地理学、生物

学、化学等。如根据自然地理学地域分异规律，北方

的生态系统和南方的生态系统存在差异。在本文的

现实问题中，它应该包括资源科学、环境科学、生态

学等自然学科基础知识，以实现对自然资源自然属

性、演化规律、空间分异等自然规律的科学认知。

（2）事理。“事理”泛指事物的机理。通过对事物

机理的认识，运用管理科学、系统科学知识，来回答

“怎样做”更有效率的问题。根据人的认知能力，发挥

对象
内容

焦点

原则

理论
基础

物理

客观世界、自
然法则、规律

是什么？系统
要素关系分析

真实性：科学
规律

自然科学

事理

组织、管理和
资源配置

怎样做？社会
系统机理分析

合理性：科学
管理

管理科学、系
统科学

人理

社会价值观、关
系和价值判断

最好怎么做？价
值选择

伦理价值观：讲
究“人性”

人文知识、行为
科学

表 1 WSR系统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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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主观能动性，安排客观世界的时、空、类、量、序，

最终目的是得到研究问题的客观、合理的机理模型。

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管理效率方法选择等是编制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事理”，基于会计学理论复

式借贷记账法的优点，选择自然资源会计核算也是

“事理”的分析与选择。

（3）人理。“人理”泛指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基础，涉及伦理信条和价值观，需要用人文和社会科

学知识来对问题做出好不好、对不对的判断。在解决

复杂性科学问题时，通常会涉及“人性”问题，随“人

性”来评价决策和方案的是非善恶[18]。换言之，它从

人们的“好恶”出发，设计方案和决策的规范（即标

准），探讨和制定行动步骤，并提出政策建议。如对于

生物资源及其服务价值与标准、自然资源负债的确

认、环境标准与经济平衡的选择，人本中心主义和自

然主义、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均有不同的判断和行

为决策，仅仅依靠“事理”分析无法解决问题。

张彩江、孙东川[19]指出：“物理”是指问题相关

的客观物质存在与运动规律的总和；“事理”是指问

题“物理”的理解基础上的系统机理及管理认识；“人

理”是指问题涉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价值观判断和选择。总之，解决问题要“懂物理、明事

理、通人理”。

2.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学科属性。作为

核算对象的自然资源具有自然属性。自然资源科学

主要以自然资源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自然资源的

状态特征、变化过程及规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与自

然资源变化之间作用关系的科学[20]。编制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需要解决的是现实复杂性问题，涉及资

源科学与环境科学、生态学、地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

内容，从问题的学科属性上分析，编制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属于资源科学的核心问题。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自然资源精细化管

理的需要，自然资源管理的内容是会计借贷记账法

的应用和拓展。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目标是

“摸清家底、考核审计、明确责权、预警决策”，其根本

意义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根据会计学理论，观察

涉及自然资源的会计行为是开展借贷式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研究的起点，资源会计研究的对象从企业

扩展到资源、社会组织，剖析自然资源变动的原因，

反映自然资源变动的行为过程的后果，从理论上解

释自然资源会计行为机理[21]。资源科学本身是 20
世纪以来为解决突出的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退

化和能源危机等问题，许多学科彼此交叉、相互渗透

的边缘学科。

3.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WSR分析的必

要性。在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理论与实践中，

必然将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物理）、优化配置（事

理）和效益选择（人理）统一起来，WSR方法论正是

系统处理诸如此类复杂问题、综合考虑“物理”“事

理”“人理”的好方法，为我们系统分析复杂问题提供

了科学的分析框架。首先，自然资源的产生、存在、演

化客观规律是我们研究核算对象的基础；其次，开展

自然资源核算和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满足自然资源精

细化管理的需要以及提高自然资源效率的需要，本

文讨论如何开展自然资源核算和资产负债表编制，

也是为了满足自然资源优化决策和管理的需要，是

对自然资源“事理”的研究；最后，正是我们对自然资

源价值的判断发生了变化，越来越认识到自然资源

价值的重要性，所以在权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

时候选择了后者，即选择了可持续发展，才促使我们

开展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论研究

和实践工作。

根据WSR方法论分析实践，面对现实问题，有

些问题从自然科学规律来看比较简单，即物理结构

简单，甚至对于如何处理此类问题的行动路线也比

较清楚，但实际执行起来却不是十分理想，实践结果

甚至大相径庭、背道而驰，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重视

“人性”，导致实践结果事倍功半。如果仅关注“人

性”，而不管科学规律和管理决策方法程序，虽然公

众对处理问题过程的“满意度”比较高，但结果并不

如人意。当面对自然资源管理问题时，从资源科学的

角度来看，很多问题并不复杂，就是从事理上如何处

理也比较清楚，但如果不关注公众的价值观，不注重

从我国的社会实际出发，若只使用“硬”方法，那么是

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根据WSR方法论：处理问题时首先要综合考

虑“物理—事理—人理”，注重整体分析，确定问题定

位，再逐层分析，解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然后

从整体到个体，再从个体到总体，循环反馈提升，充

分考虑复杂系统问题的整体涌现性。基于WSR方

法论分析，在自然资源核算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编制的研究中，一方面能够多视角、多层次、多维度

地系统分析和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对问题的定位、研

究目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性分析；另一

方面，系统性的分析能够为制定科学的自然资源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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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体系、编制科学的资产负债表提供具有实践意义

的指导，提高科学研究应用的适宜性[22]。

三、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WSR三维分

析模型构建

应用WSR方法论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解决自然资源“是什么”的问题，解答自然资源属性、

特征、功能以及资源科学规律等。对于“怎么核算与

编报”的问题：可以采用单式核算，也可以采用复式

核算；既可以按照 SEEA-2012编制统计报告，也可

以按照会计学理论，通过会计核算，编制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对于“最好怎么核算与编报”的问题，根据

价值判断，选择核算与编制方式，运用道德、法律、法

规、制度等保障核算方法和编制框架，编制核算规

范。基于此，构建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WSR
三维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

1. 基于“物理”维度的分析。编制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时首先要明确研究对象，掌握研究对象的客

观属性和客观规律，即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包括了

解自然资源的本质、内涵与外延、范围与特征，掌握

自然资源的属性，明确自然资源变化的资源科学、

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等知识规律。自然资源属于资源

的一种，所谓资源就是资财之源，强调有用性，具有

经济功能；自然资源又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它同时

还是客观自然世界的物质构成，参与自然生态循环，

组成自然环境，因此，自然资源还具有生态功能。自

然资源的种类多样，矿产资源、水资源等遵循物质循

环定律，生态资源遵循生态学定律；同时，多种资源

的生态功能提供了生态服务价值。对自然资源的科

学认知是解决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明确自然

资源的客观性与客观规律是我们研究的自然科学

基础。

2. 基于“事理”维度的分析。

第一，在明确科学规律认知的基础上，确定要解

决的问题是资源过度损耗、生态环境损害和资源修

复，明晰报表编制要具体实现的目标，提供“摸清家

底、考核审计、明确责权、预警决策”的自然资源信

息，明确自然资源科学规律是开展制度体系框架设

计以及确定具体账户体系、核算过程与规则的基础。

第二，在核算方案的选择上，会计核算能及时反

映自然资源动态变化结果，探究变化过程的“来龙去

脉”，满足精细化管理的自然资源信息需求。SEEA-
2012具有一定局限性，其在核算自然资源的负债和

确认自然资源的红线上无法给予理论和实践帮助，

也无法满足绩效考核的目标，进一步来讲，其统计报

表分析的结果无法满足加强自然资源管理的目的，

无法对存在的问题探究“来龙去脉”。

第三，在会计复式记账的自然资源核算中，自然

资源资产反映了自然资源“家底”，自然资源负债明

确反映了相关人的自然资源责任；在权益上，设立自

然资源权益标准，能够确认自然资源红线；会计核算

中的借贷记账可以反映自然资源“损益”，实现涉及

自然资源活动的绩效考核、责任审计。基于会计核算

方案的确定要求我们根据会计核算的思路，并且结

合自然资源的特殊性开展有针对性的制度体系设

计，确定自然资源会计核算的假设、会计核算原则、

账户体系设计、报表体系设计以及自然资源信息披

露等内容。

第四，核算的会计处理与方法。会计核算是有别

于 SEEA结果的统计核算，自然资源会计核算的处

理程序是确认、计量、记录、编制报表、信息披露。具

体方法包括复式借贷记账法、“四柱平衡”和“资产=
权益”平衡式的运用、分类与汇总方法、实物量与价

值量处理等方法。

3. 基于“人理”维度的分析。生态文明是人类社

会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

生态文明强调自然的中心地位，明确了自然环境与

人类发展的关系，由人类的基本文化伦理形成。在分

析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权益时，自然资源是

指同时参与自然循环和经济循环的物质、能量和信

息，并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产生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

可持续发展是使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和

环境的发展同步。可持续性是我们对系统和事物持

续能力的判断。可持续发展观告诉我们，在编制自

图 1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WSR三维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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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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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时，既要注重自然资源满足经济

社会发展，也要保护好资源和生态环境，并且在核

算自然资源的资源价值时还要核算自然资源的生

态价值。

要树立生态道德、价值观。早在1948年，美国学

者朱利安在评论《被掠夺的星球》时，首次提出保护

自然资源和环境应被视为一种道德义务。道德通常

被认为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环境之间

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生态道德是指人们为

了调节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节约自然资源、保

护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应具

备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的总和。生态道

德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目的是唤醒人类在

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类所肩负的生态责任和义

务。资源过度损耗、生态破坏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思

考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考人与自然的道德

关系，树立生态价值观。

自然资源法律、法规、制度等是调节我们涉及自

然资源行为的方式。面对资源环境问题，世界各国积

极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从技术创新到调整经济结

构、从经济激励到市场调节，在法制社会的今天，人

们发现法律、法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有效形式，是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及加强自然资源管理活动的

重要保障，资源环境法的基本理念是追求资源环境

正义。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为开展

自然资源核算和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提供了法

理基础。

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关键概念辨析与框架

构建

为了明确分析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相关

概念，本文基于关键要素“资产、权益、负债”来分析

概念的内涵，以便澄清关键概念的区别和联系。下面

从核算主体、核算内容和核算逻辑三个层次展开论

述，如图2所示。

1.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核算主体。我国自然

资源归全民所有，行使自然资源管理的委托代理人

是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它们构成自然资源核算

的主体。传统的发展模式是以人为中心，以经济系统

为主要内容，强调经济发展，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出

现，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人们认识到

了人与自然和谐、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

重要性。绿水青山也是资产，其支撑“人理”是生态文

明、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为了计量自己的财富和福

利，人类很早就开始了经济核算，这在东西方核算体

系中都能够找到人类核算经济财富的实践，其支撑

“事理”是经济学、管理学。传统的经济活动核算主体

是国家、地方各级政府和经济活动组织，随着资源过

度损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资源环境问题的出

现，开展资源环境核算被提上日程，从对可持续发展

的认识与实践开始，良好的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自

然资源供给也是人类财富和福利的重要内容，资源

环境核算的主要支撑“物理”是资源环境科学、生

态学。

2.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核算内容。传统的核

算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SNA-2008体系，核

算范围局限在经济系统，核算内容包括金融资产、金

融负债以及净资产。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传统核算的

不足，从而提出要加强资源环境核算，联合国提出的

SEEA-2012可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补充。

在理论的实践认识过程中，SEEA-2012没有对资源

过度损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自然资源进行负

债核算，因此也无法完整补充国民经济核算中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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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体系进一

步完善了SEEA-2012核算体系，是对资源环境核算

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是SNA核算体系的重要补充和

完善。

3.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核算逻辑。根据自然

资源的属性特征，自然资源不仅是经济活动的物质

基础，参与到经济活动过程和循环中，还是生态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生态系统循环。良好的生

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可以带来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核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也是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内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采用借贷记

账法，遵循“资产=权益”的平衡关系，本文基于

SNA-2008和以上理论分析，对相关概念的内涵进

行分析。

自然资源资产是指能够直接或者间接给人类带

来福利和财富的自然资源物质和自然状态的总和。

它既包括生态系统提供的经济活动物质基础，如矿

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等，也包括生存和生活的

良好生态环境，如自然景观，还包括承担生态系统功

能的原始森林、雪山草甸等，以及潮汐、洋流等自然

规律。由于对自然资源认识的局限性以及资源环境

问题的现实性，本文的核算仅限于对人类和生物圈

有重要影响的自然资源。

在会计学上，属于所有人的权益叫作所有者权

益，属于债权人的权益叫作债权人权益，两者总称为

权益。自然资源权益是包括生态系统的生态权益以

及经济系统的经济权益。由于核算主体不但委托代

理人核算经济活动，成为经济活动的核算主体，而且

委托代理人核算生态权益，成为生态权益的核算主

体。根据SNA-2008，本文将能够进行经济活动的自

然资源权益称为自然资源经济权益，从而将核算体

系与SNA-2008相衔接。

自然资源负债是对应的经济系统中经济利益的

流出，用以补偿资源过度损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其对应的是经济系统的资源环境修复、生态保护

活动。

依据“资产=权益”基本恒等式，自然资源资产

的主要表现形式为：

（1）自然资源资产=自然资源生态权益+自然资

源经济权益。对于单项（分类）核算自然资源，自然资

源在满足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为经济系统提

供了物质基础，所以优先核算生态系统的资源，在核

算实践中，以生态红线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生态

权益实物量的要求。

（2）自然资源资产=自然资源生态权益+自然资

源经济权益+自然资源负债。对于单项（分类）核算

自然资源，如果自然资源现有资产不能满足生态系

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即存在资源过度损耗、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需要经济利益的流出来进行资源环

境修复和生态保护，这时自然资源的经济权益为负

值，即为自然资源负债。此时，在单项（分类）核算时，

恒等式变换为：“自然资源经济权益=-自然资源负

债”“自然资源资产=自然资源生态权益”。

五、研究总结

基于WSR方法论，笔者审视和思考编制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思路，具体如图3所示。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首先要确定方法论

基础，WSR系统方法论提供了解决这类复杂问题的

一个重要分析模型。根据WSR模型，能够建立起一

个系统的思路框架，来保证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的科学性、完整性，从而为科学解决问题提供帮

助。根据WSR方法论，本文从物理—事理—人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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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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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分析了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自然科学

知识、事理逻辑的人文基础。

本文在分析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现状的基

础上，提出了WSR方法论的分析思路，建立了编制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WSR三维分析模型，对编

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进行了资源科学理论的“物

理”维度、会计核算与系统管理的“事理”维度、生态

文明到法律法规的“人理”维度等的系统分析，将编

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涉及的研究统一起来，将当

前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多视角、多领域造成

的不一致统一起来，有助于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开展自然资源核算和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是一项交叉学科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以

WSR方法论模型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基础，有助

于提高研究思路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进一步开发并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自然资源信息系统、审

计体系，是完善自然资源管理的努力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金昌，高振刚．．实行资源核算与折旧很有必要

［J］．．经济纵横，1987（7）：47 ~ 54．．
[2] 李金昌．．关于自然资源核算问题［J］．．林业经济，

1990（3）：8 ~ 14．．
[3] 李金昌，钟兆修，高振刚．．自然资源核算的理论与

方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1（1）：30 ~
35．．

[4] 成金华，吴巧生．．中国自然资源经济学研究综述

［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47 ~ 55．．
[5] 高敏雪．．SEEA对 SNA的继承与扬弃［J］．．统计研

究，2006（9）：18 ~ 22．．
[6] 封志明，杨艳昭，李鹏．．从自然资源核算到自然资

源资产负债表编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
（4）：449 ~ 456．．

[7] 孔含笑，沈镭，钟帅等．．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

进展与争议问题［J］．．自然资源学报，2016（3）：

363 ~ 376．．
[8] 耿建新，黄炎兴，吕晓敏．．编制我国土地资源平衡

表的探讨——加拿大土地资源核算借鉴［J］．．贵州

省党校学报，2018（3）：50 ~ 60．．
[9] 胡文龙．．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理论探索进展及

评价［J］．．贵州省党校学报，2018（3）：61 ~ 70．．
[10] 杨世忠，陈波，杨睿宁．．论中国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编制的坐标系选择及其方法逻辑［J］．．河北地

质大学学报，2017（1）：65 ~ 72．．
[11] 杜文鹏，闫慧敏，杨艳昭．．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研究进展综述［J］．．资源科学，2018（5）：875 ~ 887．．
[12] 刘明辉，孙冀萍．．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学

科属性［J］．．会计研究，2016（5）：3 ~ 8．．
[13] 耿建新，胡天雨，刘祝君．．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

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与运用初探——以

SNA 2008 和 SEEA 2012 为线索的分析［J］．．会计

研究，2015（1）：15 ~ 24．．
[14] 黄溶冰，赵谦．．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审计

的探讨［J］．．审计研究，2015（1）：37 ~ 43．．
[15] 蔡春，毕铭悦．．关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理

论思考［J］．．审计研究，2014（5）：3 ~ 9．．
[16] 顾基发，唐锡晋，朱正祥．．物理—事理—人理系

统方法论综述［J］．．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

2007（6）：51 ~ 60．．
[17]顾基发，唐锡晋．．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

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6：18 ~ 27．．
[18] 赵国杰，王海峰．．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的综合集

成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3）：50
~ 57．．

[19] 张彩江，孙东川．．WSR方法论的一些概念和认

识［J］．．系统工程，2001（6）：1 ~ 8．．
[20] 封志明．．资源科学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1 ~ 5．．
[21] 魏明海．．政府会计理论研究的新探索——评陈

志斌教授的新著《政府会计概念框架论》［J］．．财会

月刊，2018（14）：177．．
[22] 张强，薛惠锋．．基于WSR方法论的环境安全分

析模型［J］．．中国软科学，2010（1）：165 ~ 174．．
作者单位：1.河南工程学院会计学院，郑州 451191；
2.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
3.中原工学院系统与工业工程研究中心，郑州

45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