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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0月 30日，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称，因遭遇异常的冷水团灾难对扇贝等消耗性生物资产

核销及计提巨额存货跌价准备，这一事件被称为獐子岛

“黑天鹅”事件。由此引发了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生物资

产披露问题的广泛关注。本文以我国 63家农业上市公司
2014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为基础，从其生物资产的计量属
性、会计报表列报以及附注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描述性

统计分析，对农业上市公司生物资产列报的透明度进行

考察，以期望为我国农业会计准则的完善与改进农业上

市公司生物资产的披露提供实证依据。

一、农业上市公司生物资产的确认情况

根据深、沪证券交易所行业类别划分，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我国共有农业上市公司 63 家，其中，深圳证
券交易所 42家，上海证券交易所 21家，根据这 63家上市
公司 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编制农业上市公司生物资
产确认及分类统计如表 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这 63家公司中，未确认生物资产

的共计 17家，占全部样本的 26.98%，明确确认各类生物
资产的共计 46家，占全部样本的73.02%，其中，生产性生
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的确认比例

分别为55.56%、68.25%和4.76%。
在细分行业中，林业类上市公司确认生物资产的比

例最高，达到了 100%，饲料类次之，其余依次为农业综合
类、渔业类和种植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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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我国64 家农业上市公司 2014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为基础，从其生物资产的计量属性、会计报表
列报以及附注信息披露状况等方面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对农业上市公司生物资产披露的透明度进行考察，以期望

为我国农业会计准则的完善与改进农业上市公司生物资产的披露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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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类上市公司生物资产披露实证分析

出”的项目，对基建项目月度并账的所有的支出科目（“教

育事业支出”、“科研事业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

保障支出”、“经营支出”）都实行项目核算，按“项目支

出”、“财政补助支出”和“非财政专项资金支出”等层级进

行明细核算，以此确定基建项目资金结转的相关支出。其

次，设置“自筹基建收入”和“基建财政拨款”两个项目，按

基建项目资金来源确定使用的收入项目，如新一年度的

自筹基建年度资金计划 3 000万元的来源分别为教育事
业收入 1 500万元及其他收入 1 500万元，那么在当年实
现的收入中，教育事业收入及其他收入项目支出中“自筹

基建收入”项目各 1 500万元，而基建项目收到的财政拨
款，则在“财政补助收入”科目实行项目核算形成“基建财

政拨款”的项目收入数。最后，期末通过定义结转凭证读

取“自筹基建收入”项目的收入数与“基建项目支出”的非

财政专项资金支出数形成“非财政补助结转”余额、读取

“基建财政拨款”项目的收入数与“基建项目支出”的财政

专项资金支出数形成“财政补助结转”余额。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大账”中基建并账业务是以收

付实现制为核算基础，而基建账套自身业务的发生是以

权责发生制为核算基础，当基建账出现“在建工程”的形

成包含“应付工程款”或“其他应付款”的情况时，按新旧

制度衔接规定，“大账”中尚未支付的基建款项不作为支

出，“大账”的支出数会剔除“应付工程款”或“其他应付

款”相应的金额，最终会出现两套账关于基建项目的资金

结转数是不相等的情况。

综上所述，关于基建并账业务的处理尚属于新生事

物，其相应的处理方法和方式仅靠新旧制度衔接规定的

指导是远远不够的，不同学校处理思路、核算软件的不同

都会导致不同的处理结果，本文就笔者在日常业务处理

及经验交流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展开了研

究和探讨，期望对高校的基建并账实务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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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行业

林业

农业综合

饲料

渔业

种植业

合计

总
数

6

23

13

9

12

63

比重

10%

37%

21%

14%

18%

100%

不确认生
物资产

总
数

0

4

2

2

9

17

比重

0

17.39%

17.09%

22.22%

75%

26.98%

确认生产性
生物资产

总
数

3

18

11

2

1

35

比重

50%

78.26%

84.62%

22.22%

8.33%

55.56%

确认消耗性
生物资产

总
数

5

18

11

7

2

43

比重

83.33%

78.26%

84.62%

77.78%

16.67%

68.25%

确认公益性
生物资产

总
数

2

0

1

0

0

3

比重

33.33%

0

7.69%

0

0

4.76%

表 1 农业上市公司生物资产确认及分类统计分析表

资料来源：根据巨潮资讯网发布的上市公司 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整理，下同。

农业上市公司不确认生物资产的原因，或是公司的

主营业务不涉及生物资产，如农产品的主要业务为农产

品批发市场的开发与运营、大禹节水的主要业务为节水

灌溉工程、中水渔业的主要业务为海洋捕捞等；或是公司

的主营业务为经营农产品，如大多数种植业上市公司的

主营业务为农作物种子研发、繁育、推广和服务，而农作

物种子作为收获的农产品，当它与生物资产母体分离时，

不再具有生命特征，在会计上作为存货而不是生物资产

进行核算。

此外，同时确认生产性生物资产与消耗性生物资产

的农业类上市公司有 30家，占全部确认生物资产公司样
本的65.22%，同时确认生产性生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
与公益性生物资产的农业类上市公司有3家，占全部确认
生物资产公司样本的6.52%。

二、生物资产计量属性及会计报表列报方式

1. 生物资产的计量属性实证分析。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5号——生物资产》（简称“生物资产准则”）的规定，
我国生物资产应当按照历史成本进行计量，如果有确凿

证据表明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应

当对生物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

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一是生物资产有活跃的交易市

场；二是能够从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生物资产的

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

做出合理估计。

根据确认生物资产的 46家农业上市公司的 2014年
半年度财务报告，编制生物资产确认属性统计分析表如

表 2所示。

从表 2可以看出，全部样本采用历史成本的计量属
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我国

会计准则对何为“活跃的市场交易”未做具

有可操作性的界定，在实务中，农业上市公

司要提供“确凿证据”去证明该市场交易为

“活跃交易市场”，难度较大。二是农业上市

公司的自身选择：一则获取与使用公允价值

须付出相关成本，二则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

幅度一般较为剧烈，如采取公允价值计量，

会导致农业上市公司不同会计期间的损益

动荡起伏，会对企业形象与发展造成不利影

响。因此，综合以上因素，农业上市公司一致

选择历史成本作为生物资产的计量属性。

2. 生物资产会计报表列报方式实证分
析。生物资产的披露方式统计一览表如表 3

所示。

生物资产准则只对生物资产在会计报表附注中的披

露进行规范，而 2014年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
——财务报表列报》规定，资产负债表应单独列示生物资

产。但是，由于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
报表列报》未对生物资产的单独列示方式做出具体规定，

上市公司在会计报表中仍是采用了原来的列示方式，即：

生产性生物资产作为单独的项目列示、消耗性生物资产

与存货项目合并列示、公益性生物资产与其他流动资产

项目合并列示，消耗性生物资产与公益性生物资产仅在

报表附注中对总额进行说明。在此模式下，消耗性生物资

产与公益性物资产价值变动与风险状况将无法得到及时

反映。

而与此相对的是，如表 4所示，消耗性生物资产作为
农业上市公司的重要资产组成部分，占存货项目的较大

比重，特别是在林业类、农业综合类和渔业类上市公司

中，所占存货比重分别达到了 77.14%、30.95%、58.80%，从
金额上说，已经达到了重要性的标准，而如此重要的资产

项目不在会计报表单独列示，不能不说是与重要性原则

相违背的。

三、农业上市公司附注中消耗性生物资产披露情况

对于消耗性生物资产，生物资产准则要求在附注中

项目

公司数量

历史成本

数量

46

比重

100%

公允价值

数量

0

比重

0%

表 2 农业上市公司生物资产确认属性统计分析

项目

生产性生物资产

消耗性生物资产

公益性生物资产

资产
负债表

 
×

×

会计报表附注

单独项目列示

 
×

×

作为子项目列示

×

作为“存货”子项目

作为“其他流动资
产”子项目

表 3 农业上市公司生物资产披露方式一览表

项目

消耗性生物资产
占存货百分比

林业类

77.14%

农业综合类

30.95%

饲料类

5.94%

渔业

58.80%

种植类

0.15%

表 4 消耗性生物资产占存货比重统计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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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以下信息：①各类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实物数量和账
面价值；②各类消耗性生物资产的跌价准备累计金额；
③与消耗性生物资产相关的风险情况与管理措施；④与
生物资产增减变动有关信息。

2014年上半年度，确认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农业上市公
司有43家，其消耗性生物资产披露情况统计分析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43家拥有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农业上
市公司中，只有大康牧业、福成五丰、正虹科技与壹桥海

参等四家公司对其拥有的消耗性生物资产进行了内部明

细资产分组列示，占样本总数的 9.3%，但是，福成五丰仅
说明了消耗性生物资产各明细分组的实物数量，而剩下

三家公司仅说明了消耗性生物资产各明细分组的账面价

值，均未能满足准则披露各类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实物数

量和账面价值的要求。

在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累计金额披露方面，有

11家农业上市公司本期存在跌价准备累计金额，占样本
总数的 25.58%，而其中，对计提跌价准备依据进行披露
的，只有6家公司，占全样本总数的13.92%。
农业上市公司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增减变动金额披露

的执行情况较好，达到了100%，但仅有少数几个公司对其
变动原因进行了说明。

农业上市公司对消耗性生物资产风险情况与管理措

施披露的执行情况最不令人满意，尽管农业企业属于高

风险行业，但无一家公司对生物资产的风险与管理进行

披露。会计准则未对风险和措施的详细内容及披露方式

进行具体规范而使上市公司进行选择性忽略，应是主要

原因之一。

从以上分析来看，农业上市公司执行生物资产会计

准则的情况不容乐观。

此外，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生物资产全部采用了历史

成本计量属性，但只有 17家公司对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成
本构成在附注中进行了文字说明，占全部样本数的

39.53%，无一家公司对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成本构成进行
了数量说明，这使消耗性生物资产账面价值的透明度大

大降低。生物资产准则未对生物资产成本构成披露做出

规范应是主要原因。

四、农业上市公司附注中生产性生物资产披露情况

对于生产性生物资产，生物资产准则要求在附注中

披露以下信息：①各类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实物数量和账
面价值；②各类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
值、折旧方法、累计折旧和减值准备累计金额；③与生产
性生物资产相关的风险情况与管理措施；④与生物资产
增减变动有关信息。

2014年上半年度，确认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农业上市公
司有36家，其生产性生物资产披露情况统计分析见表6。

从表 6可以看出，有 31家农业上市公司在附注中对
其采用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折旧政策进行披露，占样本

总数的 86.11%，执行情况相对较好。然而，尽管准则进行
了明确规定披露累计折旧金额，但只有7家公司进行了披
露，仅占样本总数的19.44%。
在生产性生物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累计金额披露方

面，只有益生股份和新农开发两家上市公司当期确认减

值准备，仅占样本总数的5.56%，准则执行情况不佳。
在生产性生物资产风险情况与管理措施披露方面，

只有罗牛山和雏鹰农牧两家上市公司在附注中予以披

露，仅占样本总数的5.56%。
在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内部明细分组披露方面，除武

昌鱼外，剩下 35家上市公司均进行了分行业框架下的披
露，占样本总数的 97.22%，其中，进一步进行行业内明细
分组披露的企业有15家，占全部总数的41.67%，进一步进
行成熟与未成熟分类的企业有 5家，占样本总数的
16.67%。
从以上分析可知，农业类上市公司在生产性生物资

产披露方面，与生物资产准则的要求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中，有关生

物资产的披露是不规范、不充分、不透明的，与其所属的

农业行业所特有的高风险属性不甚相符，严重影响了投

资者对公司的资产状况及盈利水平做出正确的判断，这

也是农业上市公司频发类似獐子岛“黑天鹅”事件的根本

原因之一。我国应从完善生物资产准则与加强对上市公

司执行准则情况监管两个根本途径上进行改进，以充分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与促进农业上市公司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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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折
旧披露

总
数

7

比重

19.44%

折旧政
策披露

总
数

31

比重

86.11%

风险情况与
管理措施
披露

总
数

2

比重

5.56%

计提减值
准备披露

总
数

2

比重

5.56%

内部明细
分组披露

行业内
明细分组

总
数

15

比重

41.67%

成熟/
未成熟

总
数

6

比重

16.67%

表 6 生产性生物资产披露情况统计分析表
内部明细
分组披露

总
数

4

比重

9.3%

跌价准备累
计金额披露

总
数

11

比重

25.58%

风险情况
与管理措
施披露

总
数

0

比重

0

增减变动
金额披露

总
数

43

比重

100%

成本构成披露

文字说明

总
数

17

比重

39.53%

数量说明

总
数

0

比
重

0

表 5 消耗性生物资产披露情况统计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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