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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5

号———生物资产》（简称“生物资

产会计准则”）将生物资产分为

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

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企业所

得税法也首次引入了生产性生

物资产的概念。《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生

产性生物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

农产品、提供劳务或者出租等

而持有的生物资产，包括经济

林、薪炭林、产畜和役畜等。从

生物资产的概念和分类来看，

会计准则和企业所得税法的规

定是一致的。两者的差异主要

体现在生物资产的计量上。

一、生物资产的初始计量

1援 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初始

计量。生物资产会计准则规定，

消耗性生物资产是指为出售而

持有的、或在将来收获为农产

品的生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

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存货的特征，因而应当作为存货在资产

负债表中列报。企业所得税法也将消耗性生物资产作为存货

看待，适用存货的有关规定，未对其作专门的规定。

2援 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初始计量。生产性生物资产在一定

程度上具有固定资产的特征。企业所得税法对生产性生物资

产计税基础的规定为：外购的生产性生物资产，以购买价款和

支付的相关税费为计税基础；通过捐赠、投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债务重组等方式取得的生产性生物资产，以该资产的公

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计税基础。对于外购的生产性生

物资产，会计的初始计量与税法的计税基础都包含购买价款

和相关税费。对于通过其他途径取得的生产性生物资产，企业

所得税法以公允价值加相关税费为计税基础，而生物资产会

计准则规定：生物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有确凿证

据表明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应当对生

物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二、生物资产的后续计量

1援 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后续计量。消耗性生物资产生长周

期短（一般在 1年以内），具有流动资产的性质。因此，生物资

产会计准则对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减值处理采取了类似其他流

动资产的处理方法，即发生减值时按其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提跌价准备，并允许价值恢复时在原计提范围

内转回。而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企业持有各项资产期间发

生增值或减值，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可以确认损

益外，不得调整该资产的计税基础。由此可见，税法对生物资

产的减值准备是不予承认的，由此产生了会计上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2援 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后续计量。生产性生物资产与长期

资产具有类似的性质，生物资产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的

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折旧。在折旧方法上，《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生产性生物资产按照直线法计

算的折旧，准予扣除。企业应当自生产性生物资产投入使用月

份的次月起计算折旧；停止使用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应当自停

止使用月份的次月起停止计算折旧。生物资产会计准则规定：

可以根据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性质、使用情况和有关经济利益

的预期实现方式，合理确定其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

法。可选用的折旧方法包括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产量法等。

生物资产会计准则用产量法替代了原制度中的年数总和法和

双倍余额递减法。在折旧年限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六十四条规定：生产性生物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

淤林木类生产性生物资产，为 10年；于畜类生产性生物资产，

为 3年。生物资产会计准则第十九条规定：企业确定生产性生

物资产的使用寿命，应当考虑下列因素：淤该资产的预计产出

能力或实物产量；于该资产的预计有形损耗；盂该资产的预计

无形损耗。企业按照会计准则确定的折旧与按企业所得税法

确定的折旧不一致时，计提的生物资产跌价准备或减值准备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允许扣除，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

规定进行纳税调整。

（2）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减值准备。生物资产会计准则对生

产性生物资产的减值处理采取了类似其他长期资产的处理方

法，即发生减值时按其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

减值准备，并规定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企业所得税

法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减值准备不予承认。

三、差异的会计处理

1援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会计处理。当企业确认的生物资

产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时，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例

如，某自行营造林木类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橡胶园，20伊7年 12

月 1日购入一批已进入生产期的新橡胶树，价值 90万元，预

计使用年限为 9年，税法规定使用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而企

业采用的是直线法，两者均不考虑残值因素。假设 20伊8年该

园的利润额为 200万元。则 20伊8年会计计提的折旧为 10万

元（90衣9）、账面价值为 80万元（90-10），计税基础则为 72万

元（90-90伊9衣45），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2万元［（80-72）伊

25%］。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费用 50；贷：应交税费———应交

所得税 48，递延所得税负债 2。

2援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会计处理。当企业确认的生物资

产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时，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例

如，某自行营造林木类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橡胶园，20伊7年 12

月处理一批以 50万元购进的已使用 3年期的橡胶树，当年利

润总额为 200万元，会计上已确认累计折旧 30万元，已知其

可收回金额为 8万元，会计上计提减值准备 12万元，其计税

基础为 18万元。此时，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费用 47.5，递延所得税资产

2.5；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50。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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