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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生物资产进行了重新分类，分析了生物资产会计核算面临的新问题，探索了生物资产的考核标准，从而

进一步阐明了生物资产的会计特性，以期为现代综合农业企业生物资产的会计核算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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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资产会计新问题探讨

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生物资产是指有生命的动物

和植物，生物资产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

益性生物资产。笔者认为，这种分类方法在实践中不能全面反

映生物资产的本质。

一、生物资产的重新分类

1. 动态生物资产和静态生物资产概念的提出。生物资产
按其本身的固有特性，可分为动态生物资产和静态生物资产。

动态生物资产是指资产本身具备相对物理活动性特征的有生

命资产，具备宏观原始客观能动性，比如牲畜等动物；静态生

物资产是指资产本身不具备相对物理活动性特征的有生命资

产，不具备宏观原始客观能动性，如农林果木等植物资产。

2. 动态生物资产和静态生物资产的差异。动态生物资产
和静态生物资产本身相对独立，差异明显，但是两者的产出物

（子代）存在差异，也存在共性。一般情况下，动态生物资产其

产出物可能是动态生物资产，也可能是静态生物资产，而静态

生物资产其产出物必然是静态资产。比如，种鸡是动态生物资

产，其产出物鸡蛋在孵化之前是相对静态的，属静态生物资

产；在孵化成小鸡后，静态生物资产转变成动态生物资产。再

如，种牛是动态生物资产，其产出物牛犊（子代）是动态生物资

产。但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良种种牛所生产的胚胎，也作为

商品在市场中交换。作为交换的“胚胎”本身不具备原始能动

性，符合一般工业产品的特性，然而其市场价值却取决于“有

生命”这一特性，所以符合生物资产定义，应属于静态生物资

产范围。胚胎经过孕育后，其又由静态生物资产转化为动态生

物资产。

3. 生物资产重新分类的意义。
其一，将生物资产划分为动态生物资产和静态生物资产

后，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生物资产的本质。由于生物资产本

身具备转化性和增值性特点，同一生物资产品种总是在不停

地变化着其资产属性。例如养殖中生物资产从幼畜到育成畜

再到成龄畜，作物种植中由一粒种子到幼苗再到成熟收获，苗

木种植由种子到苗圃再到成林等，都存在一个动态变化和自

然增值的过程。尤其是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生物资产转

化性这一特点将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由一枚生物胚胎培育

成一个生物个体（幼仔）等，胚胎和幼仔都是以“生命”为特征

的生物资产，且具备同质性，但胚胎和幼仔又存在着明显的属

性差异。所以，将生物资产分类为动态生物资产和静态生物资

产，能够更好地反映生物资产的本质。

其二，将生物资产划分为动态生物资产和静态生物资产，

能更好地满足管理需要。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以及顺应

循环经济发展的需要，现代综合农业必将蓬勃发展。尤其是既

从事活体养殖业，又从事农作物种子培育及园林苗木等种植

业的综合型农业企业，单从现行会计准则的生产性生物资产

和消耗性生物资产进行归类，已无法满足管理者对生物资产

价值信息评判的需要，管理者更多地关心的是动态资产和静

态资产的价值，即所谓“能动”的和“不能动”的生物资产的价

值，而并非“生产性”和“消耗性”。对于管理者来说，一项生物

资产不管其是否为“生产性”和“消耗性”的，只要其不再具备

投资价值，就只能对其进行处置。所以，将生物资产分类为动

态生物资产和静态生物资产，能够更好地为管理服务。

其三，将生物资产划分为动态生物资产和静态生物资产，

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数理统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决

策的需要，各项统计数据越来越重要，不但要求数据准确、及

时，而且要求简便、直观、易懂。我国的农业统计基本是按照种

植业、养殖业等原始特性进行指标设置，然后分类汇总统计。

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和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归

类，势必导致在进行统计指标填报时，不得不进行重分类和数

据分割，这样必然导致统计数据出错率增加，复核工作难度

大、不直观，甚至出现会计数据和统计数据相差甚远等现象，

最终影响管理部门的决策。

二、生物资产会计核算面临的新问题

1. 资产属性的多重性。同一生物资产，根据其自身特性，
或者出于管理、决策的需要，可以将其划归流动资产范畴，也

可以将其划归固定资产范畴，甚至可以划归无形资产范畴（长

期待摊）。同一生物资产，在培育成幼龄前或者正处于幼龄或

育龄阶段时，应归属流动资产范畴，按照存货的有关规定进行

核算。例如种牛、种羊在培育成幼仔以前的胚胎、冻精以及在

培育过程中发生的各项培育费用分别作为库存产品和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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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当进入成龄阶段，归属哪一种资产范畴，完全取决于管

理或决策需要，如果管理者是将其作为种子资源使用，利用其

繁育或培育新一代生物资产，无论其是否已经投产，都应划归

固定资产范畴核算（即生产性生物资产），并按照一定的方法

计提折旧；如果管理者将其作为商品对外销售，这时的成龄生

物资产具备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双重特征；如

果管理者将其作为名贵生物品用于展览观赏，或者作为生物

标本使用，应将其划归无形资产范畴核算（长期待摊费用），并

在合理年限内摊销。例如杨凌科元克隆股份有限公司科研人

员自主研发的克隆羊、克隆牛、转基因牛羊等，既非消耗性生

物资产，也非生产性生物资产，更非公益性生物资产，因为它

本身既不用来出售，也不用来生产，更不具有公益性，只为人

类生物医学研究提供方法或手段。

2. 资产属性的多变性。由于生物资产“生命价值”这一固
有生理特征，决定了生物资产具有多变性，即使是按上述方法

对生物资产进行了不同的属性划分，也存在可变性。例如：由

幼龄畜转为生产畜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在生产完成之后，又转

为消耗性生物资产，即由固定资产范畴变为流动资产范畴。同

时，由于生物资产的终身市场性特征（一生的每个育龄阶段均

可面向市场销售），也使决策者对生物资产的存留存在随意

性，从而导致其属性的多重变化。例如种牛、种羊的培育，如果

市场价格活跃，在幼龄阶段就可以销售，如果市场疲软，就培

育其成龄，然后销售或自繁。

3. 资产减值的不确定。现行会计准则对资产可能面临的
减值风险进行了有效的规避，并制定了详细的减值操作方法，

其会计处理方法也随资产范畴不同而有所区别。但生物资产

同其他资产相比面临的减值风险除政策、法律、经营、市场等

减值因素外，还面临的主要减值风险因素是疫病和虫害。通常

情况下，疫病和虫害对生物资产的减值是毁灭性的，如牛羊养

殖面临的口蹄疫等瘟疫，植物种植面临的虫害等等。然而，疫

病和虫害本身除具备毁灭性外，还具备不可预见性和难控性。

在一个会计核算日或会计报告日，很难就疫病和虫害的是否

发作做出合理预测，更重要的是疫病和虫害的发作通常不以

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决定了生物资产减值具备极大的

不确定性。同时，现行会计准则对生物资产减值规定了不同的

会计处理方法，生产性生物资产一旦发生减值就不能转回，而

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后是有可能转回的。但生物资产本身的

多重性和多变性，极有可能导致决策者为了粉饰会计报表而

对生物资产进行重新归类，从而导致同一生物资产既可能按

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减值处理，又可能按消耗性生物资产进

行减值处理，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这也导致生物资产减值在

制度上的不确定性。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加剧了生物资产减

值的不确定性。例如，现代种牛、种猪等养殖业所使用的冷冻

胚胎、冷冻精液等，其正常保存环境是零下 196摄氏度，在常
温下只能存活 3 ~ 5秒，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价值不菲的生物
资产（冷冻胚胎、冷冻精液）在瞬间化为乌有，而这种减值因素

更具不确定性。

4. 会计核算的特殊性。会计是服务于生产要素的，通常
情况下，会计核算流程是伴随生产流程的变化而变化的。生物

资产生产过程的特殊性，决定了生物资产会计核算的特殊性。

生物资产从前期种子资源到幼龄、育龄到成龄再到产出物，其

生产过程具有循环性和市场性，决定其会计核算应立足生产、

兼顾市场、统一协调。一般生物资产会计核算流程如下：

在上述流程中，既要考虑各个环节的生产制造成本，为下

一环节继续培育生物资产奠定成本核算基础，又要考虑各个

环节的市场性。每个环节随时都有销售的可能，从而终止某一

批次或某一个体的后续成本计量，但整个流程是一个相对完

整的循环往复过程。

三、与生物资产相关的税收问题

我国税收框架设计以流通为出发点，分别对生产环节和

流通环节计征不同的税收税种，例如对流通环节征收的产品

税（增值税）和对生产环节征收的固定资产税是不同的。生物

资产除了粮食、花卉、蔬菜等一部分生物资产，相当一部分生

物资产在一个生命周期内各个阶段均可以对外销售，但问题

是不同育龄阶段应归属不同的资产范畴，不同资产范畴对应

不同的税收政策，这样就导致同一生物资产面临多种税收政策

的局面。比如现代的种牛、种猪、种羊养殖企业等，可以在幼龄

阶段销售，也可以在育龄阶段销售，也可以在成龄阶段销售。

在幼龄、育龄阶段对外销售，按照流转税政策申报增值税，期

末按销售额计算增值额，然后免税申报；而对于成龄阶段销售

（产后种畜销售），要求按照固定资产销售申报营业税，这样导

致同一生物资产在不同育龄阶段面临不同税收问题。

随着现代养殖业及城市园林的发展，这一问题已蔓延到

种植业、苗圃花卉产业。原始意义的农业种植业，大多以“农产

品”为收获对象，然后将农产品面向市场销售。由于现代养殖

业对青饲料的需要，导致很多农作物在收获“农产品”前，就可

以面向市场销售。比如，现代奶牛养殖所需的玉米青贮饲料，

已拒绝了原始意义的以秸秆为主的秸秆青贮饲料，也拒绝了

以玉米成品为原料的精饲料，专门需要处于腊熟期（农作物处

于成熟期的 60% ~ 70%）的全株带棒饲料，这种既非“农作物”
又非“农产品”的二维产品（即非秸秆、非粮食），同样面临上

述问题。

四、思考和建议

1. 完善法规制度建设。细化准则，统一政策，统一税制。
对生物资产特别是动态生物资产的会计处理规则进行细化，

按照生产动态转群特点分群核算；对生物资产的减值政策进

行统一，例如统一规定生物资产一旦发生减值均不能转回；考

虑到疫病和虫害的不确定性，建议在会计期末对生物资产按

账面价值提取一定比例的风险准备，然后再按照现行减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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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进行处理，这样可有效预防疫病对生物资产的毁灭性打击；

对税收进行统一，避免相互矛盾。

2. 完善会计科目设置。设置“幼龄及育龄生物资产”科
目，核算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初始价值，幼龄、育龄阶段转入价

值以及生产性生物资产因自身生理阶段或决策者管理需要转

入的价值。本科目可以下设“动态生物资产”、“静态生物资

产”二级科目，分别核算动态资产、静态资产的价值（这一点对

既从事养殖业又从事种植业的现代综合农业企业尤为实用）。

本会计科目归财务报表“存货”大类核算，或在“存货”大类下

单独填写。

（1）设“成龄生物资产 ”科目，核算生产性生物资产价值
及育龄后转入成龄价值，本科目类似固定资产科目。同时设

置“动态生物资产”、“静态生物资产”二级科目，并按照一定方

法计提折旧和跌价准备。

（2）设“生物产出物”科目，核算生物资产的产出物（子代
或农产品），本科目下设“动态生物产出物”、“静态生物产出

物”二级科目分别核算动态生物资产和静态生物资产所生产

的子代或农产品，本会计科目归财务报表“存货”类核算。

（3）设“生物资产生产成本”科目，核算生物资产在生产过
程中的直接人工消耗、饲料费、肥料消耗、苗木种子消耗及其

他应计入的各种物料消耗等，本科目最终应采用一定的方法

分配转入“生物产出物”和“幼龄及育龄生物资产”科目。

（4）设“培育费用”科目，核算企业经营过程中为组织和管
理生物资产所发生的培育、防疫、卫生、水电、物料、修理及不

能计入直接成本的厂房、圈舍、园林折旧等间接费用和间接劳

务支出，本科目按照费用项目设置专栏，期末采用一定的分配

方法，分配转入“生物资产生产成本”科目，期末无余额。

3. 完善考核指标。由于生物资产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
决定其会计核算考核指标不同于其他资产考核方法，生物资

产考核指标除了常规的考核方法（如存货周转率、资产成新率

等），还应做好如下指标的考核工作，主要是培育期指标、周转

期指标、产出期指标、淘汰期指标、繁殖率指标等。

（1）培育期指标。培育期是指生物资产在达到既定经济价
值或社会功效前所经历的生长发育阶段。无论是静态生物资

产还是动态生物资产，都面临由幼龄到育龄再到成龄的培育

过程。同时，无论生物资产在哪个阶段发挥经济效用，在其投

向市场或发挥社会功效前都有培育过程，例如种子资源的培

育、防护林的培育等。一般来说，生物资产都有其自身的自然

培育期，但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应用，在某些领域可以人为干

预生物资产的培育期，例如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可以使动物

快速繁育，其实质是对自然培育期的加快或终止。从经济效益

角度考虑，本指标越小越好，即生物资产的培育期越短，同等

条件下附加在培育阶段的成本就越小，带来的经济效益就越

高。涉及生物资产的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经营范围和实际情

况，健全培育期指标考核制度，明确指标波动范围，对于超过

考核范围的生物资产，应当分析原因、找出问题所在并进行必

要的处理。

（2）周转期（产出间隔期）指标。生物资产区别于其他资产
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产出过程的周期性，例如农作物按季收

获、牲畜定期产仔。周转期是指生物资产从提供一批生物产出

物开始到下一批同质生物产出物顺利获得的整个期间，也叫

产出间隔期，例如牲畜的胎间距、牧草的茬间距、苗木的移栽

间隔期、蔬菜的下果间隔期等。周转期指标应当越小越好，同

一生物资产其周转期越短，说明同等条件下其产出效率越高，

产能越大。特别是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打破了生物本身

的周期规律，导致生物资产的周转期可以人为控制。例如，通

过调节动物激素水平，从而调控胎间距；再如，通过调节大棚

内温度、光照、湿度等，从而控制蔬菜下果间隔期等。涉及生物

资产的单位，应当结合实际，制定恰当的周转期，以提高生物

资产的产出效率。

（3）产出期指标。产出期是指生物资产达到预期可使用
状态，能够提供生物产出物或能够发挥社会效益的整个期间，

例如奶牛的泌乳期、种猪的繁殖期、果园的产果期、花卉的观

赏期、防护林的固沙期等。一般情况下，本指标越大越好，同等

条件下，同一生物资产的产出期越长，在其满足一次性投资后

所带来的效益应当越大。本指标应当有其合理范围，不能一味

追求产出期的无限延长，因为生物资产的共性往往是随着产

出期的延长，其产能或社会效用逐渐减弱，如高龄产畜的产仔

率和产仔质量会下降，再如防护林老龄化会逐渐失去防护功

能等。因此企业应结合实际，制定合理的产出期，一旦在产出

期的变动投入成本大于其生物产出物的价值，或者在产出期

的变动成本投入超过其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功效，就应当对其

进行处置。

（4）淘汰期指标。淘汰期是指生物资产不能够提供生物产
出物和社会价值，或虽能提供生物产出物和社会价值，但所提

供的价值小于为换取本项价值而发生的变动投入成本。如活

体动物的淘汰屠宰期、果林的砍伐期、观赏林的换林期、防护

林的更换期等。本指标应当越小越好，一项生物资产一旦决定

对其进行淘汰，应当在很短的期间内处置清理完毕。但现实却

不尽如人意，由于人们普遍的“惜命”心理，往往对于决定淘汰

的生物资产不作处置或处置不及时，导致大量不良生物资产

长期存在，这就提示管理者应当健全生物资产的淘汰管理制

度，量化淘汰期考核指标，一旦超过规定的淘汰期，就应对其

进行刚性淘汰。

总之，通过对生物资产进行重新分类，分析生物资产会计

核算面临的新问题，探索生物资产考核标准，进一步了解生物

资产的会计特性，进而全面、准确地了解生物资产本质，可以

为现代综合农业生物资产的会计核算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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