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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碳汇造林得到广泛开展，我国参加 CDM造林再造林的企业也在不断增加，而目前

尚无对碳汇产品核算的具体规范。本文从微观层面出发，基于林业碳汇项目引入生物资产组合概念，系统探讨了林木资产

以及碳汇资产的会计确认、会计计量问题，以期为完善林木生物资产会计核算、规范碳汇资产会计核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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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林业碳汇项目的林木生物资产会计核算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变暖为

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进入本世纪，全球变暖的趋势还在加

剧。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提高对气候变化

的适应能力；二是增强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增加温室气体吸

收汇成为第二种途径的重要措施。而增加温室气体吸收汇，主

要是利用森林等的光合作用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以生物量的

形式固定到植物体中和土壤中，在一定时期内起到减少大气

中温室气体积累的作用。《京都议定书》的出台和生效使《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具有了明确的减排目标和实际的可操

作性。

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5号———生物资产》对

林木资产会计确认和计量进行了规定，对规范我国的林木资

产会计核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林木资产的衍生资产碳

汇的会计计量和确认方面，目前尚无具体的规范对其会计计

量和确认进行引导和规范。

近年来随着我国参加清洁发展机制（CDM）造林再造林

企业的不断增加，加强对林业碳汇项目下的林木资产和碳汇

产品会计核算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这既利于我国碳汇市场

的快速发展，又利于我国碳汇产品的正常流转，还有利于我国

与世界发达国家在林业领域开展林业碳汇项目合作，所以研

究 CDM林业碳汇项目中的林木资产和碳汇资产的会计核算

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研究现状

2006年我国的生物资产准则颁布后，关于林木生物资产

会计问题的研究有所增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林木资产计量属性方面的研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

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梅娟、温作民认为林木类消耗性生

物资产在郁闭前按历史成本进行计量，郁闭后主要采用公允

价值进行计量；张鹏提出了我国生物资产计量应该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对不同生长期、与附着物有不同联系的生物资产，

运用不同的计量属性。张心灵、王平心在分析了生物资产计量

模式的影响因素后，提出我国可以选择在历史成本计量基础

上，辅之以提供公允价值信息的方式。

2. 林木资产的跌价（减值）准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数量

较多，然而大多学者支持现行的会计准则，只有少数学者提出

了与准则不同的观点，张全富提出消耗性林木资产跌价准备

一经计提，不得转回；高志辉、杨艳艳提出生产性生物资产已

计提的减值准备应允许部分转回的观点。

3. 与林木资产有关的碳汇资产核算的研究。关于碳汇的

会计核算，目前缺少相关的会计核算依据，我国学者的意见主

要分为两类：王艳、李亚培认为，碳排放权具有自由交易市场，

拥有具体产品的定价机制，并始终以公允价值计量，其价值变

动直接增减资产价格，是一种金融衍生品。企业取得碳排放权

是为了近期出售或回购，使其具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特点，应

将其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王学瓅、胡昳、姜洋（2009）认为，

碳排放权是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非货币性资产，应界定为无

形资产。

纵观上述研究成果，现阶段对林木资产核算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计量属性、跌价（减值）准备方面，对林业碳汇核算的研

究较少。而且现有文献对林木资产和碳汇资产采取的是分别

核算、单独计量的观点，尚未见依托林木资产对其整体核算的

研究。

林业碳汇和林木资产密不可分，随着林业碳汇项目的不

断开展，对林木资产和碳汇资产核算的系统研究具有强烈的

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基于林业碳汇项目，系统探讨了林木资产

和碳汇资产的会计核算，并主张把林木资产的自然增值纳入

会计核算的范畴，同时引入生物资产组合的概念对林木资产

和碳汇资产在会计上以组合的形式进行整体确认。

二、林业碳汇的相关理论

1援 碳汇的概念。碳，即二氧化碳，也可以广义理解为温室

气体；汇，指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的活动或过程。碳汇可以

简单地被理解为温室气体清除项目。因此，碳汇是指经相关权

威部门认证可作为一国减除温室气体证明的数量指标。清洁

发展机制（CDM）下的造林再造林项目是《京都议定书》中规

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林业领域的合作机制。即发达

国家可以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林业碳汇项目抵消其部分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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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气体排放量。

2. 森林碳汇的计量方法。目前对森林碳汇

的计量方法，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

生物量紧密相关的反映碳积累量的现存生物量

清查的方法，包括生物量法、蓄积量法和生物量

清单法。另一类是利用微气象原理和技术测定

森林二氧化碳通量，然后再将二氧化碳通量换

算成碳储量，包括涡旋相关法、涡度协方差法和

驰豫涡旋积累法等。

第一类方法在我国运用广泛，许多学者也

对该类方法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提出了适合我

国的一些计量方法，但由于资金、技术等方面的

原因第二类方法在我国运用较少。

三、基于林业碳汇项目的林木资产确认

碳汇产品作为一项资产，要在会计上对其

进行确认，必须要满足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资

产的确认标准：一是由过去的事项或交易形成

的，二是与该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企业，三是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对我国参与 CDM造林再造林项目的企业

而言，碳排放权从相关部门取得认证时已经形

成，满足第一个确认条件；同时，碳排放权作为

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可以“销售”并获得收入，

满足第二个确认条件；最后，碳排放权与林木资产密切相关，

为取得碳排放权而发生的各种林木资产投入能可靠计量。因

此，在林业碳汇项目中，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

源，应在企业的会计系统中确认和计量。

笔者认为应把林木资产和碳汇资产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会计上进行整体确认。所谓整体确认就是对林业碳汇项目

中产生的各种经济效益进行整合后在会计上进行确认。在

CDM造林再造林项目中，碳汇产品依附在林木资产上且不

可分割，其产生的现金流入独立于其他资产组，笔者认为从整

体性的角度考虑可以把林木资产和碳汇产品视为一个林木资

产组合在会计上进行整体确认。

四、基于林业碳汇项目的林木资产会计计量

1. 科目设置。林木资产的碳排放权具有三个重要特

征———没有实物形态、可辨认和非货币性，因此应纳入无形资

产进行核算，但该碳排放权在认证之前不应确认为无形资

产，而应仅作为林木资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以“生态资产”的形

式存在。右表是基于林业碳汇项目的林木资产会计核算科目

设置。

2. 初始计量。企业持有的林木资产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

历史成本和自然增值两部分，即：

林木资产组合的账面价值越在该林木资产组合上的各个

时期的各种投入（历史成本）垣林木资产的自然转化增值（自

然增值）

（1）初始成本的确定。为核算企业持有林木资产组合的历

史成本，应在“生态资产”和“林木资产”科目下设“成本”科目。

“成本”科目核算企业营造各种林木资产组合的成本。

林木资产组合的历史成本（各种累计投入）需要在生态资

产和林木资产两项资产之间进行分配。为了合理地反映组合

中两项资产的成本，可以按生态资产和林木资产能够带来的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的比例分配历史成本。

生态资产成本分配率越X/（X+Y）

林木资产成本分配率越Y/（X+Y）

其中，X为该林木资产组合中生态资产能够带来的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之和，Y为该林木资产组合中林木资产

能够带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之和。为了计算方便，可

以规定分配率一经确定不做调整。

（2）自然增值的核算。基于林木资产具有的自然增值特

性，应在“林木资产”科目下设置“自然增值”三级明细科目。自

然增值为林木资产组合成本按一定的投资收益率计算的时间

价值，为了计算方便，可以规定本期产生的成本不计入本期的

期初数而计入下期的期初数。

从理论上来说，应采用复利计算林木资产的自然增值，但

在实际中企业绝大多数是分期投入的，有时各年的投资回报

率也会有波动，这就致使按复利计算的方法在实际运用中难

以被推广运用。因此在实际中可以按单利的方法计算，计算公

式为（假设按年计算自然增值）：

A=B伊r

其中 A为该年林木资产的自然增值额，B为林木资产组

合本期的期初成本，r为年投资报酬率。

自然增值额是企业持有该林木资产的收益，这种收益只

明细科目

生态资产渊成本冤

林木资产渊成本冤

林木资产渊自然增值冤

生态资产渊成本冤

林木资产渊成本冤

林木资产渊自然增值冤

生态资产渊成本冤

林木资产渊成本冤

碳排放权渊成本冤

碳排放权渊公允价值变动冤

备 注科目代码

1422

14220101

14220201

14220202

1472

1624

16240101

16240201

16240202

1625

1626

1627

16270101

16270201

1701

17010101

17010102

总账科目

无形资产

消耗性林木资产
组合

核算企业持有的碳排放权
的价值

核算企业持有的消耗性
林木资产组合的价值

消耗性林木资产
组合跌价准备

核算企业持有的消耗性
林木资产组合的跌价准备

核算企业持有的生产性
林木资产组合的价值

生产性林木资产
组合

生产性林木资产
组合减值准备

核算企业持有的生产性
林木资产组合的减值准备

生产性林木资产
组合累计折旧

核算企业持有的生产性
林木资产组合的累计折旧

公益性林木资产
组合

核算企业持有的公益性
林木资产组合的价值

林木资产核算的科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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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企业出售该资产时才能实现，因此是一种未实现的收

益，应记入“递延收益”账户，待实现该收益时，再从该账户

转出。

企业确认林木资产组合的自然增值额时的会计分录为：

借记“消耗性（生产性）林木资产组合———林木资产（自然

增值）”科目，贷记“递延收益”科目。

应注意的是，公益性林木资产组合中的林木资产不计算

自然增值的价值。并且用该方法计算的自然增值并不等于林

木资产实际的自然增值，这只是一种近似的算法。

3. 后续计量。

（1）林木资产。淤林木资产计提折旧。企业对达到预定生

产经营目的的生产性林木资产，应当按期计提折旧，并计入收

获农产品的成本费用中，增设“生产性林木资产组合累计折

旧”科目，用于核算成熟生产性林木资产的累计折旧。企业应

当根据生产性林木资产的性质、有关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

式等来合理确定其折旧年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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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法等。于林木资产组合的减

值。对林木资产组合计提的跌价（减值）准备的会计处理与现

行准则规定一致，确认减值损失。盂林木资产组合的自然增

值。当消耗性林木资产郁闭和生产性林木资产达到预定经营

目的后，企业对林木资产组合实际发生的投入，应当计入当期

损益。此时，可以按当时林木资产市场价格估计的金额作为计

量自然增值的依据。

（2）生态资产。随着林木资产的生长，其每个时期的碳汇

量也在不断变化，因此需要对其产生的碳汇量进行确定，应依

据专业的认证机构认证产生的碳汇量，按照认证的实际数量

的公允价值入账，并相应地结转“生态资产”的成本，可按照该

次认证的实际数量与预计总碳汇量的比例结转。在“无形资

产”科目下增设“碳排放权”科目对其进行核算，碳排放权采用

公允价值进行计量，除此之外的无形资产会计处理与现行准

则的规范一致。

取得专业认证的碳汇数量时（假设取得时公允价值高于

成本），会计分录为：借：无形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碳排

放权（公允价值变动）；贷：消耗性（生产性/公益性）林木资产

组合———生态资产（成本），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支付给认证机

构的认证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在最后一次进行碳排放权确认时，应将生态资产成本的借

方余额全部转出。

4. 林木资产组合的收获。对于消耗性林木资产，按照产出

或采收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人工费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

必要支出计算确定，并采用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蓄积量

比例法等方法，将其账面价值结转为农产品成本。相关的会计

处理为借记“农产品”科目，贷记“消耗性林木资产组合———林

木资产（成本）”科目和“消耗性林木资产组合———林木资产

（自然增值）”科目。

对于不入库直接销售的林木资产，按实际成本，借记“主

营业务成本”科目，贷记“消耗性林木资产组合———林木资产

（成本）”科目和“消耗性林木资产组合———林木资产（自然增

值）”科目。同时，以自然增值为基础的递延收益已经实现，借

记“递延收益”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科目。

生产性林木资产收获的农产品成本，按照产出或采收过

程中发生的材料费、人工费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

计算确定，并采用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蓄积量比例法等

方法，将其账面价值结转为农产品成本，借记“农产品”科目，

贷记“农业生产成本”科目。

5. 出售或处置。企业将碳排放权出售时，应按实际收到的

处置价款，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该项无形资产的成本贷记

“无形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按该项无形资产的公

允价值变动，贷记或借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

变动）”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同时，将

该无形资产持有期间已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净损益，转入“投

资收益”科目，借记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及贷记

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企业将库存农产品出售，取得销售收入结转农产品成本

时，若为消耗性林木资产组合收获的农产品，其以自然增值为

基础的递延收益已经实现，会计分录为：借：递延收益；贷：营

业外收入。

将生产性林木资产出售时，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

“银行存款”等科目，按已计提的累计折旧，借记“生产性林木

资产组合累计折旧”科目，按其账面价值余额，贷记“生产性林

木资产组合———林木资产（成本）”、“———林木资产（自然增

值）”科目，按其差额，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或贷记“营业外

收入”科目。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还应同时结转已计提的减值

准备。

并且，以自然增值为基础的递延收益已经实现，也需要将

其转入营业外收入。其中，盘亏、盘盈、毁损的林木资产组合会

计处理与现行准则一致。

【注】本文系西南林业大学会计学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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