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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利用”转变为“生态利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生态

林业已成为我国林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新的形势下，如何

从宏观上再认识我国林业财会理论和方法体系，已成为摆在

林业财会理论及实践工作者面前的崭新而又严峻的课题。 一

、 传统林业会计核算体系的缺陷 长期以来，我国林业经营基

本上停留在传统林业阶段，林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一个“资

本原始积累”的角色，以破坏森林资源为代价支持经济发展

战略。在“木材利用”原则指导下的林业经营必须以森林的

经济效益为主，而忽视其生态和社会效益，导致森林资源锐

减，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林业陷入“两危一困”

境地。林业会计核算也围绕“木材利用为中心”进行，没有

把森林资源、生态环境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因此，传统林业

会计核算体系的缺陷是明显的：第一，森林资源消耗的价值

没有计入木材成本，被摒弃于经济循环之外，却用循环外的

育林基金进行森林资源再生产的残缺的补偿。第二，传统林

业会计计量体系中的收益部分只计量在市场上可以进行交换

的货币收益,而林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引起的生态、社会效益部

分,无论是在“投入”还是在“产出”方面均未得到反映，导

致林业生产经营的个别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第三，传统

林业会计计量体系中的成本部分中只包含经济成本，不包含

林业经济活动环境资源、环境质量的消耗，造成某些林业生

产者（单位）的个别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由于森林生态



资源使用价值的公共品属性，那些个别收益小于社会收益、

个别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的林业生产者（单位），其为社会的

贡献成果为他人无偿享用却得不到回报；而那些个别收益大

于社会收益、个别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林业生产者单位)，其

对社会的损害后果，也由他人无偿负担。 这种林业会计核算

体系，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消耗的森林资源

价值不计入木材成本，一方面由于资源无价使得木材和其他

林产品成本虚低，利润虚增；另一方面，用于弥补森林资源

消耗的客观性成本补偿却要向国家寻求财政扶助得以解决。

一端是国家财政收入的虚假增长，另一端是森林资源的持续

减少。这实质上是混淆了作为补偿的物质消耗与新创造价值

之间的关系，它导致了林业部门收益分配领域的紊乱，也导

致了国家在宏观价格、财政、税收政策上的失误。 （2）森

林生态、社会效益不作为收益，环境资源、环境质量的消耗

不计成本。 一方面林业生产者（单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 必须只着眼于木材利用为中心的物质财富的生产，而忽视

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生态环境和环境自然力的更广

泛生产，从而导致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日益严重；另一方

面，林业生产者（单位）必然对经济效益低而生态社会效益

等的营材生产活动以及对林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社会负

效益问题无意顾及，随着森林资源的日益枯竭，一系列环境

生态灾害的出现，导致社会——环境系统的不协调运转，并

最终导致林业经济效益下降，危及林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二、按生态林业理论完善林业会计核算体系 纵观世界林业的

发展，从本世纪30年代起传统林业理论的基石正在崩溃，把

林业经营的指导思想建立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的生态林业理



论的框架在60年代已基本形成。从这种新型的理论出发，森

林肩负着既要发挥生态、社会效益，又要提供木材和林副产

品的双重任务。随着立体林业模式、混农林业模式、生态林

业工程复合模式在我国的成功实践表明，我国的生态林业已

起步，并正在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生态林业的进一步发展

和完善，将有力地解决我国林业建设中生态、经济、社会效

益难以兼顾的难题。 生态林业的目标是追求生态、经济、社

会三大效益的协调、高效，要求在三者之间相互促进，构成

一个良性循环的整体，如果只注重眼前经济效益，森林采伐

过量，那么迟早会导致经济效益的下降；反之，只保护、没

有经济效益的刺激，这种保护也不能持久，因此，在“生态

利用”原则指导下，客观上要求林业生产者（单位）对生态

环境和社会承担责任，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提高。林业会计作为林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必须与这一客观要求相适应，不仅要反映能以货币计量

的经济效益，同时把林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社会的

贡献和损害纳入林业会计核算体系，记录有关的生态环境效

益和环境资源成本，以完全成本替代传统的成本，以综合收

益替代传统的货币收益，真正使林业生产者（单位）的个别

成本与社会成本，个别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一致，有效地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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