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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8/2021_2022__E7_94_9F_E

4_BA_A7_E6_80_A7_E7_c42_588647.htm 生物资产是指与农业

生产相关的有生命的(即活的)动物和植物。生物资产包括消

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2006年

新颁布的《生物资产准则》中规定的消耗性生物资产和公益

性生物资产账务处理比较简单，现仅探讨生产性生物资产的

相关问题。 一、生产性生物资产与固定资产的比较 (一)生产

性生物资产与固定资产的相同点二者均能够在生产经营中长

期、反复使用，能够多年连续为企业创造价值，在使用过程

中后续支出(维护性支出)较少，创造价值不以牺牲自身形态

为代价等等。由于生产性生物资产与固定资产类似，所以账

务处理与固定资产相似，如界定停止资本化时点、计提折旧

等。 (二)生产性生物资产与固定资产的区别由于生物资产是

活的，具有天然增值能力，而固定资产是死的，不具有自身

增值潜能，所以两者差别较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价值

与生命周期。固定资产投产后，其价值随着生命周期的延续

呈逐年下降趋势。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价值随生命周期的延长

呈缓慢增长、快速增长、趋于稳定和下降趋势。 (2)产能与生

命周期。固定资产投产后，其产能随着生命周期的延续呈逐

年递减趋势。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产能随生命周期的延长呈零

产能、增长、稳定、下降趋势。 (3)后续支出与生命周期。固

定资产后续支出随生命周期的延续呈现递增趋势。生产性生

物资产的后续支出与固定资产相反，呈下降趋势。 由分析可

知，生产性生物资产与固定资产有相同之处，即都能在较长



时间内为企业反复创造价值，所以，可参考固定资产的相关

政策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账务处理。但是，二者在生命周

期内，其自身价值量、产能以及后续支出等方面又存在巨大

差别，因此完全参考固定资产政策处理生产性生物资产与事

实不符，必须结合生产性生物资产自身特性研制适合的会计

政策。 二、现行生产性生物资产存在的问题 (一)成熟与未成

熟生产性生物资产的界定不严格生产性生物资产达到预计生

产经营目的是指生产性生物资产进入正常生产期，可以多年

连续稳定产出农严品、提供劳务或出租。据此，把生产性生

物资产分为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和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

所谓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企业会计准则讲解)尚未达

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还不能够多年连续、稳定产出农产品

、提供劳务或出租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如尚未开始挂果的果

树，尚未开始产奶的奶牛等。但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活的动物

和植物，简单将其划分为成熟与未成熟，是固定资产准则的

体现，没有考虑生物资产是活的动物、植物，其生命周期包

括生长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这是固定资产所没有

的，所以，参照固定资产准则界定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成熟与

未成熟时点不够严格，脱离了生物资产生命周期的实际情况

。 (二)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折旧与收益不匹配《生物资产准则

》规定，成本模式计量的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应计提折旧，

目的是实现生物资产成本的补偿，实现产能与成本的匹配，

正确计算其净收益。事实上，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产能从成长

期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成熟期趋于稳定，衰退期开始下降，

其成长期即有产能，但《生物资产准则》规定不计提折旧，

且相关支出予以资本化，没有折旧等成本。成熟生产性生物



资产计提的折旧仅与成熟后的产能匹配，不考虑成熟前成长

期的产能，致使成熟后的折旧等成本增加，收益下降，与事

实不相符，违背配比原则。 三、生产性生物资产有关问题的

改进建议 (一)重新界定“达到预计生产经营目的”生产性生

物资产达到预计生产经营目的是指生产性生物资产进入正常

生产期，可以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该定义与现行

《生物资产准则》定义的区别在于不再强调“多年连续稳定

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原因是果树开始挂果、奶

牛开始产奶、役畜开始服役已达到生产经营的目的。至于生

物资产“多年连续稳定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是生

物资产生命周期中的特殊阶段(最佳阶段)，不能说生物资产

投有达到最佳产能阶段就不能生产或服役，就没有到达生产

经营目的。所以，笔者认为生产性生物资产开始收获或服役

阶段，即生命周期中的成长期即达到生产经营目的。如此界

定会计操作简单，易于理解把握，减少了职业判断，增强了

会计核算的可操作性。 (二)实现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三项”

明细核算目前；生产性生物资产设置“生产性生物资产成熟

生产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

产”两明细账进行核算，这与现行成熟、未成熟生产性生物

资产的界定匹配，但与生产性生物资产的生命周期不符，与

生物资产生长实际不符。因此，在重新界定“达到预计生产

经营目的”的基础上，建议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设置“生产性

生物资产生长期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成长期生物

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成熟期生物资产”三明细账进行

核算。由于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成熟期与衰退期的特征与固定

资产类似，故把成熟期与衰退期合并，统一在“生产性生物



资产一成熟期生物资产”核算，这样实现了生产性生物资产

的明细核算与生命周期各阶段相匹配。 (三)改进成本模式核

算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折旧政策。 第一，生产性生物资产从

成长期开始计提折旧。这样改进保证了成长期、成熟期及衰

退期产能与折旧成本的匹配。而且，由于生产性生物资产自

身特征的变化(比如，果树开始挂果等)，成长期时点界定容

易，开始计提折旧时点确定简便，易于操作。 第二，生产性

生物资产成长期折旧与支出资本化并行。处于生长期的生物

资产为满足自身生长投入较大，这部分投入一是满足生物资

产自身生长、价值增值的要求，二是满足生物资产实现其产

能的需要。在这两中需求中，前者大于后者。而且这期间价

值升值较快，所以，这期间的投入，能够分清上述两类投入

的，分别确认为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增值成本和生产性生物资

产的产能成本或期间费用等。不能分清两类投入的，依据重

要性原则，全部作为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增值成本。生产性生

物资产的增值成本，不仅能增加生产性生物资产的自身价值

，而且能延长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使用寿命，满足资产支出资

本化的条件，所以应予以资本化，增加生产性生物资产账面

价值。 第三，生产性生物资产进入成熟期后支出停止资本化

。生产性生物资产进入成熟期，其自身价值趋于稳定，其后

的支出主要是维持生物资产实现其产能的需要，属维护性支

出。该支出由于不再增加生物资产自身价值，所以不进行资

本化处理，即不确认为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增值成本，而应费

用化处理，记入期间费用或作为当期产能的成本。为此，需

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界定不同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成长期年限

，以防范企业通过任意缩短或延长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成长期



人为调节利润。 第四，生产性生物资产成长期折旧的计算。

由于生产性生物资产成长期支出资本化，其账面价值在不断

增加，这就为成长期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计算增加了困难。

鉴于成长期生产性生物资产账面价值的增加和产能的增加，

建议其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或产能(量)法或其它更适合的方

法，方法一经选定，不得随意变更。且不论使用哪种方法，

其预计使用年限或预计总产能(量)均自成长期开始。由于成

长期折旧与支出资本化并行，所以，成长期折旧按选定的方

法，分年度计算折旧额。以年限平均法为例：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