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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物资产准则的进一步完善

卢登琴

渊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重庆 400067冤

【摘要】生物资产是农业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本文主要是针对生物资产准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

改进方法，以期使会计工作者通过本文更好地掌握生物资产会计准则，指导会计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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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5号———生物资产》（以下简称准

则）规定，生物资产是指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有生命的动物和植

物，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能够通过生长、退化、生产、繁殖在数量

上和质量上发生改变，具有生物转化的能力。我国生物资源种

类繁多，主要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

生物资产三大类。消耗性生物资产，是指为出售而持有的或者

在将来收获为农产品的生物资产，其确认、计量和披露与存货

的处理原则有一定的相似性；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为产出农

产品、提供劳务或者出租等目的而持有的生物资产，其处理原

则与固定资产相似；公益性资产是指以改善大自然环境为主

要目的的生物资产，其处理原则与无形资产相似。但是，生物

资产具有自身繁衍的能力，在进行实际处理时，往往与存货、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处理存在较大差别，在实际处理过程

中还存在较多的问题。

一、生物资产准则在实际运用中所暴露的问题

（一）消耗性生物资产

1. 历史成本计量方法准确度不高。消耗性生物资产作为

一种普遍的生物资产，作为人们主要的劳动对象，主要包括生

长中的大田作物、蔬菜、用材林以及待出栏的牲畜和水产养殖

品等。持有它们的目的主要是作为农产品存储或者销售，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存货的特征。准则规定，对于这部分生物资产往

往是以历史成本方法计量，除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可以获取相

关生物资产的市场价值的可以用公允价值计量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物资产种类繁多，持有生物资产

的个体又相对较多。对于这些零星的个体来说，个体与个体之

间缺乏交流，不能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生物资产交易市场，因

此，采用历史成本的计量方法能够较公允价值计量更能够反

应出生物资产的价值。但是，生物资产具有自身的特性，即具

有自我增值的特点，在生长的过程中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变化。

用历史成本法计量不能准确地反映该类生物资产的数量和质

量，不能准确地反映生物资产的价值。

2. 准则没有明确说明消耗性生物资产收获作为农产品

后的处理。新的生物资产准则强调，对于消耗性生物资产来

说，一旦生物资产脱离了其生长载体，被收获为农产品之后，

就不再计入生物资产行列内。企业或者个体持有消耗性生物

资产的目的就是为了销售或者自用，这类资产相当于存货，但

是对用于销售目的农产品，如刚收割的小麦、玉米等，往往在

出售之前，需先对它们晒干，在这期间还要对这些农产品进行

人工筛选处理，而且有可能因为市场供需关系变化以及其他

政策的出台，导致小麦、玉米和水稻等即使有市场但不能及

时卖出去，这期间会发生相应的保管费、人工费以及其他间接

处理费用，这些费用该计入什么地方，生物资产准则没有明确

说明。

3. 准则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计提折旧、减值规定不全。生

物资产准则规定，企业至少每年年度终了对消耗性生物资产

进行检查，有可靠证据表明消耗性生物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

计提减值准备。消耗性生物资产如果遇到自然灾害，以及因禽

流感等动物病疫侵袭，市场需求小、消费者个人喜好不同、企

业的经营环境恶化等不确定因素一旦发生，消耗性生物资产

的价值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发生减值便应计提减值准备。作

为天然的用材林及水产品来说，用历史成本法计量不能真正

地反映出这些生物资产的数量和质量；若用公允价值计量也

不能准确核算出生物资产的数量。面对具有公共性质的天然

生物资产，如果它们遭遇自然灾害和不利的人文因素影响，发

生实体上的损失之后，资产价值也会大大降低，那么这种资产

发生减值后要不要计提，如果对这些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又该

如何处理呢。

（二）生产性生物资产

1. 生产性生物资产被划分为成熟与未成熟生物性资产

的界定不科学。生产性生物资产指为产出农产品的资产，将生

产性生物资产简单地划分为成熟与未成熟的生物资产，没有

达到预期的生产经营目的，没有考虑生产性生物资产自身的

特点，即它是具有生命力的。

在成长过程中，生产性生物资产有一个既成长又生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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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过程，这些是固定资产没有的特征。生产性生物资产是发

展和变化的，因此，单纯地划分为成熟与未成熟的生物资产显

然是不符合生物资产的生命周期的。

2. 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折旧不合理，与生物资产的成长形

态、生产周期不相符。生产性生物资产具有生长期、成长期、成

熟期和衰退期，在这些期间，不能单纯地用一种折旧方法。生

产性生物资产在合理的生长和成长的过程中，随着自身的成

长可能不需进行折旧，在成熟期产出农产品，可能在一段相当

长的时间内，每年的产出能力差不多，而且自身的消耗也比较

均于平衡，但生产期结束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生产性生

物资产自身的生长情况，生产性生物资产会加快自己的衰老

过程，自身价值加速减值。

（三）公益性生物资产

1. 公益性生物资产的价值可能被低估。公益性生物资产

是指为了改善大自然环境为主要目的的生物资产。公益性生

物资产在自身的不断生长过程中，起到防风固沙、保持水土、

净化空气质量等作用。人们较多采用历史成本来反应公益性

生物资产的价值。但是，对于天然的公益性生物资产处理方法

是以名义价值 1元来计量，低估其实际价值。以公益性生林木

资产为例，林木资产在为人们不断提供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

的同时，还为大量的动物提供栖息场所，达到整个生物链的平

衡性。这种在公益性生物资产中成长的其他的生物资产又被

人们直接或间接利用，产生巨大的综合效益。因此，以名义价

值来反映天然的公益性生物资产是不科学的。

2. 准则对公益性生物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不科学。根据准

则规定，公益性生物资产在经营期间是否发生了减值现象，我

们都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但是，公益性生物资产在进行培育

种子、试苗过程中会因各种原因不能成活；还有公益性生物资

产在成长过程中也许会受到干旱、水灾、火灾、冰雹等自然灾

害的侵袭，一旦这些公益性生物资产遭到实体上的损害，它们

的环境保护能力，为社会提供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能力

就会明显下降，公益性生物资产无论是从实际有形体还是提

供的服务潜能都会大大受损，因此，此时公益性生物资产就发

生明显减值。在这种情况下，对公益性生物资产进行计提减值

准备能够更符合客观性原则和历史成本计量原则。

（四）兼具有其他功能的生物资产

准则按照持有生物资产的目的或者最终用途将生物资产

划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

三大类。但是很多生物资产则兼具有其他生物资产的特点。公

益性生物资产主要是指那些用于环境保护的生物资产，起到

防风固沙，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的作用。如果这些公益性生物

资产是水果树。在成长期间还没有结果时，可以说它就是属于

公益性生物资产，但是要是这些果树开始长满果子，而且还带

来经济收益，此时这些果树就具有了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功能。

（五）生物资产的信息披露

1. 企业财务报表披露的随意性比较大。下表是上海和深

圳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从事培育牲畜、栽种农作物以及林业

种植业等 43家，披露情况见下表。

由表可知，在 43 家的上市公司中，只有一家公司对消

耗性生物资产进行披露，以及一家公司对公益性生物资产进

行披露，各占总数公司的 2.33%。对生产性生物资产披露的公

司不到一半，由此可以看出生物资产的资产负债表内的披露

不够充分、较随意、不够严谨。这样会因为资产负债表的不

完整性造成会计信息使用者作出错误的判断，从而给其带来

损失。

2. 公司报表附注披露不详细。由于生物资产是一种特殊

的资产，其生长的过程中会受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

响。公司在进行报表附注披露时，应该在财务说明书中说明生

物资产的类别及价值、生长的自然条件状况、生物资产的更新

以及天然的生物资产的取得及实际数量和质量等。在上述的

生物资产信息披露表中，报表附注披露只涉及生物资产核算

方法、存货跌价准备和生物资产减值准备三项，在报表的附注

中还应该对生物资产自身的转化能力和增值能力编制资产价

值变动表和生物资产自然增值变动表，以及反应企业报告期

生物资产自然增值账面价值的异动情况。

二、对生物资产准则相关规定的改进

（一）消耗性生物资产

1. 历史成本计量法和公允价值计量法结合。历史成本计

量法是通过过去的交易真实的记录来反应企业的资产价值

的。为了更好地反映出消耗性生物资产的价值，我们应该采取

“以历史成本计量法为主，通过抽样调查再估值的公允价值计

量为辅”的计量模式来确认和计量消耗性生物资产的真实价

值。而这一做法基本符合 IAS 41要求的在市场条件不允许的

情况下不采用市场价，而其他情况都采用市场价计量。这样，

无论是人工栽培的还是天然起源的消耗性生物资产都可以纳

入到资产确认中来，由此也打破了生物资产只局限于人工栽

培的，而忽略天然起源的生物资产的局面，将天然起源的生物

资产囊括其中，这样就更显得资产确认的合理与科学。

2. 归类整理消耗性生物资产收作农产品后发生的费用。

消耗性生物资产收获作为农产品后，一种作为生物资产标本

存储起来，比如克隆羊标本；一种作为存货销售，比如小麦；另

资产负债表

披露

披露种类

消耗性生物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

公益性生物资产

存 货

固定资产

生物资产核算方法

存货及跌价准备

生物资产减值准备

披露公司个数

1

21

1

20

2

21

18

21

披露结果

2.33%

48.84%

2.33%

46.51%

4.65%

48.84%

41.86%

48.84%

报表附注

披露

披露情况

生物资产信息披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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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来加工成另一种农产品，作为存货以待出售或者用于

其他用途。针对这几种情况，笔者建议：若作为动植物标本的

农产品，期间发生的处理费用应计入“管理费用”科目，因为这

期间的支出是管理活动，是一个长期的保护管理过程。若作为

农产品销售出去的，期间发生的费用，如小麦、水稻需晒干之

后才能出售，此时发生的人工费用、其他间接费用等应作为

“销售费用”的一部分来处理，它的目的是为了直接销售才发

生的费用。

3. 合理计提消耗性生物资产折旧、减值准备。无论是外

购的还是自行营造、培养的消耗性生物资产，都会发生直接人

工费用、直接材料费以及其他间接费用，这些费用都应该作为

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成本。消耗性生物资产采用历史成本法进

行折旧，针对这些情况的处理建议为:若是外购的消耗性生物

资产，应该用平均年限法进行折旧，对期间发生相关费用进行

摊销。若是自行营造、培养的消耗性生物资产，就以工作量法

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进行折旧，将相关的费用摊销到消耗性生

物资产成本。

由于天然的消耗性生物资产无法从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

价值得出一个相对的价值量，就没有相对准确的方法进行折

旧处理，就可以参照 ISA 41。但是，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既不

能获得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历史成本，又不能获得公允价值，而

消耗性生物资产确实发生减值的，可以通过估值的方法确定

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减值准备。

（二）生产性生物资产

1. 重新界定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分类标准。生产性生物资

产有一个生长、成长到成熟的过程，只有达到了预定的生产经

营目的，即生产性生物资产能够产出时，才发挥真正的为人们

服务、创造价值的功能。至于生物资产准则规定“可以多年提

供产出，为人们创造价值”，这只是生产性生物资产发挥自身

作用的最佳时期，其实有些生物资产在成长期就已达到预定

的生产经营目的，即可有投入与产出关系。

在进行重新界定生产性生物资产之后，生产性生物资产

就可以划分为生长期生产性生物资产、成长期生产性生物资

产和成熟期生产性生物资产以及衰退期生产性生物资产四大

类，这样实现了生产性生物资产的生产明细核算与生物资产

的生长周期相匹配，更具有实质性的效果，如此分类生产性生

物资产的归类处理也简单明了。

2. 改进生物资产在进行重分类之后的折旧政策。由于生

产性生物资产进行重分类之后，具体成长形态为生长期、成长

期和衰退期。生产性生物资产具有固定资产的功能，能够在达

到预定的经营目的时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者出租。因此应

该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计提折旧，但从什么时候、以何种计提方

法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计提折旧呢？笔者认为：生物资产在成长

期就有服务的潜能，因此可以从生物资产的成长期开始计提

折旧。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生物资产处于保值和增值的阶段，

服务期间，每年消耗自身的能量比较均匀，可采用平均年限法

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计提折旧，处理简便。生物资产在成熟期之

后，产出价值就会越来越小，可以选用加速折旧中的双倍余额

递减法对生物资产进行加速折旧。这样的做法符合生物资产

的自然生理特征，不会因生物资产的成熟与不成熟造成折旧

少提或者多提以及不合理的提法，显得更科学合理。

（三）公益性生物资产

1. 合理计量公益性生物资产价值。公益性生物资产不具

有商品化性质，但是它所服务的潜能远不比能够商品化的资

产差，由于其产生的作用没有直接体现出来，往往被低估。因

此我们可以采用估值的方法以及公益性生物资产对环境的改

善程度进行估值，确保公益性生物资产价值不被低估，这样才

能在制定生物资产准则时体现科学性和先进性。

2. 修改公益性生物资产关于减值部分的规定。生物资产

准则规定公益性生物资产不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笔者认为

这一规定有悖常理和客观事实，所以建议将生物资产准则规

定少许修改：除发生自然灾害等实质性破坏导致公益性生物

资产发生实体损坏，影响其防护、环境保护等目的，服务潜能

下降的，对公益性生物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这样做的目的有利

于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中关于资产减值

的相关规定，同时也符合人们的主观思维。

（四）兼具有其他功能的生物资产

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分类。由于公益性的生物资产同

时具有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功能，所以准则方面没有做出明确

的规定到底地计入哪一种生物资产，笔者认为将这类生物资

产分为公益性资产较为不妥。按照生物资产固有的特点以及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于这类具有两种功能的生物资产，应根

据它们的流动性强弱来进行判断该计入哪类生物资产。显然，

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流动性要比公益性生物资产强，且在短期

内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服务潜能要比公益性生物资产高，此时

的生产性生物资产也具有防护、保护环境、保持水土和调节气

候等能力，也能提供生态效益，因此应将这类生物资产划分为

生产性生物资产，并对其确认、计量和披露。

（五）生物资产信息披露

1. 确保生物资产信息披露的固定性。针对公司对生物资

产披露存在的随意性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加

强：增加生物资产的分类标准的信息，生物资产的类别不同则

经济属性和带来的收益就会不同；增加生物资产的确认、计量

和有关收益的确认计量以及减值准备计提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和会计估计的内容。

2. 加强生物资产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对于政府在生物资

产相关方面的投入也应该进行披露。增加生物资产收益的情

况，生物资产不同于其他资产，它有一个自我保值、增值的过

程，应该披露这一部分，让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对生物资产得情

况有更清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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