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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ource shortage problem has caused widespread concern around 
the world. Research on the value of forest resources is the topic of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ccounting ideas and contents of forest assets ar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rest assets. Based on the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business enterprises and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the recognition, the measurement and the disclosure of forest 
assets are studied. Forest asset accounting system is 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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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短缺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森林资源价值化研究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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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本文在森林资产的概念和特点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森林资产会计核算思路、内容，并以企业会

计准则以及国际会计准则为基础，对森林资产的确认、计量、披露进行研究，构建出森林资产会计核算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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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产，确认，计量，信息披露 

 
 

1. 引言 

在过去的若干世纪的生产活动中，人们很少考虑资源的再生、永续利用等问题，更没有考虑经济发

展而引起的资源环境耗费的代价。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日益尖锐化，自然资源

及其利用问题开始受到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与机构以及广大学者一致认为，不能

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上的表面繁荣，而必须让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因此就有必

要对自然资源进行核算，并将其纳入到国民经济账户之中。而森林资源是自然资源的一部分，森林资源

既具有现实社会价值，又具有潜在社会价值，有着其他资源不可取代的价值。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

体，是人类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自然资源，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资源无

价观念是导致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森林资源资产的计价以及会计核算研究就势在必行

了[1]。 
我国的森林资源价值化研究，就目前的研究情况看，从统计核算角度进行的宏观层面的研究较多，

而从会计核算角度进行的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特别是上升到会计系统核算上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还未形成一套公认的、可以实际运行的理论方法体系，所以研究森林会计核算体系构建，对加强森林资

源管理，拓展会计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森林资产会计核算体系构建 

2.1. 森林资产的概念与核算内容分析 

2.1.1. 森林资产的概念及特点的界定 
中华人国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 年 1 月 29 日)第二条规定：“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

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林木，包括

树木和竹子。林地，包括郁闭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

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 
森林资产的概念是在森林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森林资产是具有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结构，以

森林资源为物质财富内涵的财产，即为森林资产(柴恒忠、甄世武 1994)。森林资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

除具有一般资产的属性外，还具有可再生性、生长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大，兼具经济、生态和社会

效益于一体的特性。因此，森林资产培育过程风险大、管护难度大、投资回收期长。而且从自然层次讲，

它具有支持生命生存的意义，能满足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支持人类的持续生存，支持其他生命

的持续生存，从而实现森林资源本身的发展和演化。 

2.1.2. 森林资源与森林资产 
森林资源与森林资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作为资产，首先必须是一种经济资源，因此二者的物质内

涵是一致的。但由于资产与资源分属不同的管理范畴，因而也有显著的区别。资产更加注重财富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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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和法律属性，而资源主要强调财富的物质属性。森林资源是构成森林资产的物质基础，是物质存在

的反映；森林资产则是一种观念形态，是财产关系的反映。由森林资源变为森林资产，需要具备以下条

件：1) 森林资源的物质实体具有使用价值，可作为经营对象，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属于物质财

富范畴；2) 数量确定，归属于明确的会计主体，为该主体所拥有或控制，并受法律保护；3) 其价值或成

本能够可靠计量，并可作为商品进行交换。 

2.2. 森林资产价值会计核算内容分析 

对森林资产的会计核算，应包括林地、林木、森林景观、森林环境资产的核算。但其核算的重点，

主要应是核算林木资产的每年增减变化的价值。对林木资产的会计核算，可根据用材林(经济林)的林业生

产特点，按幼龄林、中龄林、近成林、过熟林的不同特点[2]，在按重置成本、收获现值或市场价法评估

的基础上，根据林木每年自然生长的数量和相关的单位价值量，计算出林木资产当年的增值额；或根据

林木成熟采伐或因自然灾害、人为因素造成森林资源的减少额，计算林木资产当年的减少额，并分别进

行相应的会计核算，以客观反映林木资产的消长变化[3]。 

2.3. 森林资产会计核算的确认 

根据我国现行的财务会计准则和制度，同时遵循国际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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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成本、价值可以可靠计量就可以确认为资产。由此看来，可以纳入森林资产的森林资源应该是指：

在现有的科技水平和社会经济条件下，森林资源是因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形成的，并由控制主体拥有或

控制的，预期能为其经营者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的森林资源。根据森林资产的定义，森林资产具备以下

几个方面的特征： 
1) 森林资产首先必须是一种森林资源。森林资源资产是以森林资源为基础的，不属于森林资源范畴

的物质不可能成为森林资源资产，这是确认森林资源资产的最基本条件。 
2) 森林资产必须能为其经营者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那些不能为其经营者带来经济利益的就不能作

为资产，例如因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而毁损的森林资源就不能再作为资产，而应将其作为一项费用或损

失，并从经营者的资产总额中扣除。 
3) 森林资产必须能够被其经营主体所拥有或控制。具体是指企业拥其最终所有权，或者虽然不拥有

所有权，但该资源能够被企业控制，享有资产的实际经营权或使用权。这一条件对我国森林资源资产的

确认非常关键，因为我国森林资产的很多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林地资产，按照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其所有权归政府或集体，经营主体所控制的仅有经营权和使用权。经营主体虽不是所有者，但

也应当通过各种方式将其所掌握的林地作为一项资产在其账面上加以反映[4]。 
4) 森林资产必须是其经营主体因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形成的，也就是说这种资源是当前存在的，而

不是对未来的预测、估计。 
森林资产的确认不仅要满足森林资产的定义，还应同时满足另一条件：森林资产的成本或价值能够

用货币予以可靠地计量，这是实施森林资源价值量管理的前提。也就是说，能够在其经营主体的会计信

息载体中加以反映的森林资源资产，必须是那些成本和价值能够用货币进行确切计量的，如商品林资源

资产等；或者是那些没有交易市场，无法确切地加以计量，但可以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合理估计的资产，

如森林景观资产等[5]。 
另外还应该说明的是森林资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的大小是以一定的科技水平和社会

经济条件为前提的，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断进步，其所涉及的内涵和外延也处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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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张之中，如森林资产所涉及的生态价值，目前人类还难以将其确认和计量，即使是合理估计也有相

当大的难度，所以目前人们还无法将森林生态资源纳入会计核算的范畴。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生态

公益林资源的价值在将来能够准确地进行计量或合理地予以估计时，则可以作为一项资产确认入账[6]。 

2.4. 森林资产会计核算的计量 

在森林资源资产会计核算实务中，计量属性的争议主要集中于是采用历史成本还是公允价值，虽然

这两种计量属性各有优缺点，但相对而言公允价值更为适合。原因是森林资产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特点，

以历史成本计价会低估森林资产。森林资产大部分在长期的自然条件下自发形成的，少部分是人工种植

的。因此，它们的历史成本为零或者非常低。另外，它们又是不断生长的植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

会不断生长，因此价值也就不断地变化，历史成本计量无法追踪这种成长，按幼苗的成本怎么能衡量大

树的价值。因此，如果仅按目前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来计量，它们的价值计量会偏低，违背了会计信息

相关性的原则，不能达到为决策者提供有用信息的目的，应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取代“历史成本计

量模式”[7]。同时从发展的角度看，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极有可能成为 21 世纪的主流(黄世忠，1997 [8])，
那么森林资产将来应主要选择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向包括公允价值在内的多种计量模式并存的方向发

展。 
森林资产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情况下，采用可实现净值法。在初次确认和资产负债表日均应按

其公允价值减去预计至销售将发生的费用计量，即采用可实现净值法来反应森林资产的价值。为了确认

公允价值:首先应该对森林资产进行分组，存在活跃市场的则以该市场中的报价为基础，不存在活跃市场

的，则可采用最近的市场交易价格，按资产差别进行调整过的类似资产的价格或行业基准价等为基础。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情况下，初次确认时森林资产应按照其成本减去折旧和增减值或非市场价值计

价方法确定。 
森林资产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情况下，可按“评估价”近似计量。因为评估价具有很强的专业

技术性，要以森林经营方案、森林资源档案等为依据，通过修正有效的森林资源数据，分别森林类型、

林龄，结合评估的目的选用不同形式的评估方法，以总体森林类型或小班为单位，采取实物核查、市场

调查、技术经济分析等手段对森林资源资产进行评定估算。因此，森林自然资本的公允价值的确定，是

一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的技术性工作，需要聘请专业的评估人员进行评估。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对森林资产实物量的“公允价值”进行再次确认与计量。从我国目前情况

看，更多地应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及森林资源二类调查资料，根据不同树种，各龄段的林木自

然生长规律来计量与确认。 

2.5. 森林资产的会计核算 

2.5.1. 森林资产相关各核算科目的设置 
为了准确反映森林资产，需要在传统的会计科目下增设反映森林资产信息的科目，予以明细核算森

林资产价值(见表 1)。 

2.5.2. 森林资产会计核算的主要账务分录 
按照上面增设的相关森林资产核算所需会计科目，基本上可以满足森林资产核算的日常需求，具体

事项发生的会计处理分录如下(见表 2)。 

2.6. 森林资产会计核算的报告与披露 

森林资产的会计报表及财务报告，主要应根据森林资产一般不会贬值的原理，按森林资产的自然生 



森林资产会计核算体系构建 
 

 
41 

Table 1. Accounts setting related to forest assets 
表 1. 森林资产相关核算科目设置表 

科目名称 科目说明 科目使用 

森林资产 反映“森林资产”公允价值的首次确认、

核算 

依据经有关部门核准后的各类评估价值，分别设置林木资产、林地

资产、森林景观资产、森林环境资产等一级明细，又根据小班明细

表价值，按有关内容，分别不同工区、林班、小班，在一级明细帐

下设立并记入多级明细帐。 

林产品 

反映“林产品”价值的首次确认、核算，

是当森林资产成熟或生长过程结束，而所

能得到的收获品，是从“森林资产”收获

中分离出来，作为“资产”单独列示 

按市场近期交易价减去至销售将发生的费用或基准价确定，收获时

的数量乘以确定的单价(或基准价)即可。在总帐科目下，根据各单

位收获的不同林产品，自行、灵活设置明细帐。“林产品”实现利

得或损失，分别增、减本科目余额。“林产品”在条件成熟时结转，

转入“存货”管理阶段以后，按《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的常规核算

方法办理。 

森林资本 
反映历年来对森林资产的各种投入所形

成的现时“公允价值”总额(即：评估价

值) 

设置国家资本、法人(集体)资本、个人资本、外商资本等明细科目。

“森林资本”总额，基本等同于“历史营林成木”总额，是各种投

资的总和。 

资本公积 
反映“森林资产”按“公允价值”核算，

初始确认和实现利得或损失时的对应科

目 

分设“资本公积——森林资产评估增值”和“资木公积——森林

资产自然增值”科目，前者反映“森林资产”总帐金额与“森林资

本”总帐金额的差额；后者反映评估后，林木每年自然生长增值及

其采伐、毁坏林木等所造成“森林资产”减值等变化情况。年末，

根据批准采伐依据和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毁坏林分、林木意见，及时

办理减少或注销有关“森林资产”、“资本公积”相应明细科目。

当增值到一定程度，或者投资主体成份变化时，为便于确定对以前

或以后增值额按投资主体分配的比例，可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批

准，转增“森林资本”，并分别按比例记入相关明细科目。 

应付育林费 按政策规定留给单位用于发展林业生产

的育林费 

按比例应上缴的育林费，记入“其他未交款”的有关明细科目，及

时解缴。“应付育林费”贷方余额，反应了留给本单位专款专用，

且尚未用完的余额。 

“更新造林准

备金” 
反映用于森林采伐衰亡的成片恢复更新、

造林专项资金 
按规定提取，只能用于森林采伐、衰亡的成片恢复更新、造林的专

项资金，不能挪作它用。 

林产品收益 
反映经营“森林资产”而长期形成的收

益。它是“林产品”收到时、以及产生利

得或损失时的对应科科目 

实现收获时，“林产品”、“林产品收益”科目同时增加，金额相

等，方向相反。“林产品”出现利得或损失，也是两科目同时增加

或同时减少。 

 
长增值规律、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要求，逐年考核森林资产保值、增值情况，并在资产负债表或财务报

告内对相关内容进行披露。森林经营企业经营的森林资产，如遇特大森林火灾，病虫害、大规模、大面

积的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造成非正常的严重损毁，企业财务报表应作相应的披露。 
森林资源资产报告的形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把森林资源资产会计要素如林地资产、林木资产、森

林生态环境环境资产等直接添加到原有的会计报表中去；另一种则是设置独立的绿色会计报表，即另外

设置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森林资源损益表。当然也可以采纳第一种方式，增加一些项目来反映森林资

源资产有关信息。沈振宇等[9]认为“资源经营者要取得一项资源的使用权，不仅要支付取得成本，而且

要支付资源的所有权权益价值。这样，一方面递耗资产价值数额较大，往往占经营企业资产总额的较大

比重，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对递耗资产的开发和利用，促使各经营企业有效地、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

我们有必要将其单独列示在资产负债表上。其列示方法与固定资产基本相同。递耗资产的折耗费用，最

终要进入产品销售成本或存货成本中，所以不用单独在报表中另行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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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ccounting entry of forest assets 
表 2. 森林资产会计核算账务分录表 

序号 发生事项 会计处理 

1 

经森林资产专职评估机构提供的评估报告，按有关资产

评估监督管理的要求，经财政(或业务主管)部门“核

准”(或“备案”)后的森林资产总额，作为清产核资的

入帐金额 

借：森林资产——林木资产、林地资产、森林景观资产、森

林环境资产 
贷：森林资本——国家资木、法人(集体)资本等 
资本公积——森林资产评估增值 

2 用材林(含薪炭林)森林资产每年按生长率计算的自然增

值额入帐(按当年各小班明细表汇总) 
借：森林资产——林木资产 
贷：资本公积——森林资产自然增值 

3 木材采伐或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等造成的森林资产减值

(须提供有关部门批准文件、证明、资料等) 

借：资本公积——森林资产自然增值(超出部分则按评估增

值、森林资本的顺序冲销) 
贷：森林资产——林木资产 

4 国家为了扶持林业生产，补助资金用于林业生产活动时

(分无条件补助、有条件补助两种情况) 

收到时：借：银行存款或应收帐款(无条件补助) 
贷：补贴收入 
或借：银行存款或现金(有条件补助) 
贷：其他应付款 
结转时：借：其他应付款(条件满足或任务完成时) 
贷：补贴收入 
冲销时：借：补贴收入 
贷：本年利润 

5 
国家补助资金用于新增造林而积(即：用于资本性支出)
的资金，按有关项目管理要求，完工后，经验收合格再

转入 

借：森林资产-——林木、林地资产等 
贷：森林资木——国家资本 

6 

增加投资主体或其他需要时，将资本公积下的森林资产

评估增值、森林资产自然增值科目余额(或一部分)，经

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转入森林资本的相关投资主体，便于

今后新增森林资产，按新的投资主体所占份额分配 

借：资本公积——森林资产评估增值、森林资产自然增值 
贷：森林资本——国家、法人(集体)、个人、外商资本(按投

资比例增加) 

7 
销售自产木材，实现收入，提取有关费、税等分录如下(存
货及结转成本环节部分的分录，同《企业会计制度》的

规定 

借：银行存款或应收帐款 
贷：应付育林费 
其他应交款(交省、地、县育林费) 
应交税金——农林特产税等 
主营业务收入等 

8 “更新造林准备金”的提取和使用 

提取时：借：现金或应收帐款等科目 
贷：更新造林准备金 
使用时：借：更新造林准备金 
贷：现金或其他应付款等科日 
借：森林资产——林木、林地资产等 
贷：森林资本——国家资本或其他资本 

9 从“森林资产”中分离出来，实现“林产品”的收获 借：林产品——(按品名列明细) 
贷：林产品收益 

10 从“林产品”转入“存货”管理。(按初始确认，分别按

不同品种转入。) 
借：存货——(按品名列明细) 
贷：林产品——(按品名列明细) 

11 
“林产品收益”科目的结转。(该科目反映的虽然不是直

接的变现收入，但确实额外增加了资财，应予列入损益，

核算利润。) 

借：林产品收益 
贷：本年利润 

12 

单位按规定提留的育林基金，用于弥补护林防火等资金

不足。(护林防火等林业生产活动的经营、管理费用开支，

相当于是对企业“长期资产”的维护，因此育林基金提

留使用不能增加所有者权益，只能费用化。) 

使用时：借：其他业务支出等(事先尚未确定是什么资金开支)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结转时：借：应付育林费 
贷：其他业务支出等 

13 

林业企(事)业单位日常从事的各项林业活动、管理的费

用开支(如：抚育、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害、防止森林

火灾等)，应该由当年实现的收益来负担。即：进入当年

损益 

发生时：借：其他业务支出等 
贷：银行存款或现金 
结转时：借：本年利润 
贷：其他业务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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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长期以来，森林资源为人类提供了各种社会、经济和环境产品与服务，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

本保证。为了合理利用有限的森林资源，提高公众保护森林的意识，促进人类社会对环境改造的投入，

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合理配置资源，应当采用多种方法和手段，评价森林资源的价值，便于森林功

能与市场和公众决策过程相结合，使森林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生态、社会效益受到同样重视。在全社会范

围内，逐步确立起森林资源的价值观念，对森林资源的价值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确立森林资源资产价值

理论。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对森林资源实物进行管理的同时，也必须对其价值量进行核算管理，

这是森林资产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的研究结论是：森林资源资产可以计量，我国应当加强森林资

源资产的价值评估，从而从价值方面加强对森林资产的管理；森林资源资产可以构建完整的会计核算体

系进行会计核算，并反映在我国的会计信息当中；建立森林资源资产会计核算制度，或叫森林资源资产

具体会计准则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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