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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3_81_E6_9E_97_E4_c44_70984.htm 摘 要:本文结合林木资源

生产及资金运作特点,探讨了在商品林生产采取企业式经营、

核算的前提下,商品林企业林木资源资产、收入、成本、费用

的确认及计量问题。 关键词:商品林企业.林木资源资产.收入.

成本费用 随着人类对可持续发展认识的提高,保护和发展森林

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成为国家对林业的主导需求,林业正在由

以木材生产为中心转向三大效益兼顾、生态效益优先.林业经

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正在由产业、事业混合经营向分类经

营变化。商品林是以提供林特产品,获取最大经济产出为主体

功能,对其经济管理以市场为导向.公益林是以涵养水源,保持

水土,调节气候,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环境的公益效能为主体功

能。商品林经营和公益林经营的目的不同,对它们应采取相适

应的资金来源渠道、管理体制、管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分别设

置会计核算方法。商品林生产是以企业方式经营、核算,应真

实反映企业的成本、收益及林木资源价值的增减变化等。公

益林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来经营,按事业会计进行核算。本文只

探讨商品林企业的有关会计问题。 1 林木资源生产的特点及

对会计确认、计量的影响 1 1 生产的长周期性 林木资源培育

从造林、抚育开始,直到交付采伐利用,短则十几年,长则几十

年,甚至上百年。林木资产计价若采用历史成本计价,累计的营

林成本就是林木资产的计价。历史成本信息基于实际发生过

的交易数据,具有可验性,比较可靠,然而林木生产具有长周期

性,在物价变动的条件下却不能正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无法



提供在现实条件可供决策的相关信息,因而不具相关性。若采

用公允价值计价,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会计信息相关性加强,可靠

性降低,将影响企业收益的确认、计量、成本费用的跨期摊配

等。 1 2 生产的高风险性 林木资源是人力和自然力相互作用

形成的,林木资源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因素的影响,风险高

。由此给资产、收益的确认、计量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应贯彻谨慎性原则,考虑计提风险准备等。 1 3 生产投入的间

断性 林木资源培育周期长,早期投入多,包括:整地、苗木栽植

费、幼林抚育费等。后期投入少,包括管护费用等。造林、幼

林抚育支出与后期的抚育管护支出都是营林支出,但是造林、

幼林抚育支出与后期的抚育、管护支出在营造森林的过程中

作用与性质是不同的。在会计确认、计量时应充分考虑划分

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的会计原则。 1 4 生产效益的反差性

林木资源培育早期投入资金多,林木生长量小,后期投入资金

少,林木生长量却大。投入与产出不配比,呈现出生产效益的反

差性。林木资产既是工厂又是产品,林木的生产量是企业的产

品,是企业投入的一种回报。只是这种产品很特殊,不能入库,

不能单独销售,而且产出量受林木的生长规律的限制。造林、

幼林抚育阶段投入多、产品很少,是企业形成一定生产能力的

阶段。以后的阶段投入少、产品多,是企业利用形成的生产能

力获得产品的主要阶段。在确认计量资产、收益、成本、费

用时应充分考虑这一特性,区分不同的阶段。 1 5 长期投入,一

次产出 林木资源生产周期长,采伐前一直投入资金。只有采伐

、销售时才能收回投资,成本、费用不能及时得到补偿。若采

伐销售时确认收益,不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因为林木生产周

期长,要经历造林、幼林抚育、速生期、成熟期等阶段,最终林



木对外销售实现的收入是企业几十年的经营成果,应分期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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