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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理解生物资产的分类

2. 熟练应用生物资产的确认、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

3. 熟练应用生物资产的收获与处置方法

4. 理解生物资产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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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案例



• 獐子岛的扇贝“逃跑”事件——扇贝大规模死亡导致公司业绩瞬间由盈转亏

引入案例



启示：

• 獐子岛不是我国A股第一家由于所经营的是生物资产，无法可靠计量，而引发

质疑的公司。早在2002年初，蓝田股份造假就震惊了整个资本市场。

• 农业类企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生物资产的计量

• 生物资产是一项特殊、复杂、有生命的资产，其价值随着生长状况和加工程

度不断变化

引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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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生物资产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 第二条 生物资产，是指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

• 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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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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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生

长中的大田作物、蔬菜、用材林以及存栏待售的牲畜等。

总则



（二）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为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等目的而持有的生物资产，包

括经济林、薪炭林、产畜和役畜等。

（三）公益性生物资产，是指以防护、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的生物资产，包括防风固沙林、

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等。

• 第四条 下列各项适用其他相关会计准则：

（一）收获后的农产品，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

（二）与生物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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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和初始计量



• 第五条 生物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一）企业因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而拥有或者控制该生物资产；

（二）与该生物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或服务潜能很可能流入企业；

（三）该生物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 第六条 生物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 第七条 外购生物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运输费、保险费以

及可直接归属于购买该资产的其他支出。

确认和初始计量



• 第八条 自行栽培、营造、繁殖或养殖的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成本，应当按照下

列规定确定：

（一）自行栽培的大田作物和蔬菜的成本，包括在收获前耗用的种子、肥料、农药等材料费、

人工费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

（二）自行营造的林木类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成本，包括郁闭前发生的造林费、抚育费、营林

设施费、良种试验费、调查设计费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

确认和初始计量



（三）自行繁殖的育肥畜的成本，包括出售前发生的饲料费、人工费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

必要支出。

（四）水产养殖的动物和植物的成本，包括在出售或入库前耗用的苗种、饲料、肥料 等材

料费、人工费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

确认和初始计量

比如养殖的黄鱼、基围虾等，为
了出售而养殖的生产性生物资产

比如养殖的三黄鸡、肉猪等，为
了出售而养殖的生产性生物资产



• 第九条 自行营造或繁殖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成本，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自行营造的林木类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成本，包括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前发生的造林

费、抚育费、营林设施费、良种试验费、调查设计费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

（二）自行繁殖的产畜和役畜的成本，包括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成龄）前发生的饲料费、

人工费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

 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是指生产性生物资产进入正常生产期，可以多年连续稳定产出

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

确认和初始计量

比如产奶的奶牛，为了生小猪的种猪等



• 第十条 自行营造的公益性生物资产的成本，应当按照郁闭前发生的造林费、

抚育费、 森林保护费、营林设施费、良种试验费、调查设计费和应分摊的间

接费用等必要支出确定。

• 第十一条 应计入生物资产成本的借款费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

—借款费用》处理。消耗性林木类生物资产发生的借款费用，应当在郁闭时

停止资本化。

确认和初始计量



• 第十二条 投资者投入生物资产的成本，应当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

确定，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

• 第十三条 天然起源的生物资产的成本，应当按照名义金额确定化。

• 第十四条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和企业合并取得的生物资产的成本，

应当分别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

则第12号——债务重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确定。

确认和初始计量



• 第十五条 因择伐、间伐或抚育更新性质采伐而补植林木类生物资产发生的后

续支出，应当计入林木类生物资产的成本。生物资产在郁闭或达到预定生产

经营目的后发生的管护、饲养费用等后续支出，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确认和初始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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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计量



• 第十六条 企业应当按照本准则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生物资产进行

后续计量，但本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的除外。

• 第十七条 企业对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应当按期计提折

旧，并根据用途分别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当期损益。

后续计量



• 第十八条 企业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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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

变更。但是，符合本准则第二十条规定的除外。

后续计量



• 第十九条 企业确定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使用寿命，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该资产的预计产出能力或实物产量；

（二）该资产的预计有形损耗，如产畜和役畜衰老、经济林老化等；

（三）该资产的预计无形损耗，如因新品种的出现而使现有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产出能力和

产出农产品的质量等方面相对下降、市场需求的变化使生产性生物资产产出的农产品相对过

时等。

后续计量



• 第二十条 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

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

 使用寿命或预计净残值的预期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或者有关经济利

益预期实现方式有重大改变的，应当作为会计估计变更，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处理，调整生产性

生物资产的使用寿命或预计净残值或者改变折旧方法。

后续计量



• 第二十一条 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

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病虫害、动物疫病侵袭或市场需求变化

等原因，使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或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生物资产

跌价准备或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上述可变现净值和可收回金额，应当分别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和《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确定。

 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

计提的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公益性生物资产不计提减值准备。

后续计量



• 第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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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

（一）生物资产有活跃的交易市场；

（二）能够从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生物资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生物

资产的公允价值作出合理估计。

后续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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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与处置



• 第二十三条 对于消耗性生物资产，应当在收获或出售时，按照其账面价值结

转成本。

 结转成本的方法包括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蓄积量比例法、轮伐期年

限法等。

收获与处置



• 第二十四条 生产性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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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伐期年限法等方法，将其账面价值结

转为农产品成本。

 收获之后的农产品，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处理。

收获与处置



• 第二十五条 生物资产改变用途后的成本，应当按照改变用途时的账面价值确

定。

• 第二十六条 生物资产出售、盘亏或死亡、毁损时，应当将处置收入扣除其账

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余额计入当期损益。

收获与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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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



• 第二十七条 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生物资产有关的下列信息：

（一）生物资产的类别以及各类生物资产的实物数量和账面价值。

（二）各类消耗性生物资产的跌价准备累计金额，以及各类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使用寿命、预

计净残值、折旧方法、累计折旧和减值准备累计金额。

（三）天然起源生物资产的类别、取得方式和实物数量。

（四）用于担保的生物资产的账面价值。

（五）与生物资产相关的风险情况与管理措施。

披露



• 第二十八条 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生物资产增减变动有关的下列信息：

（一）因购买而增加的生物资产；

（二）因自行培育而增加的生物资产；

（三）因出售而减少的生物资产；

（四）因盘亏或死亡、毁损而减少的生物资产；

（五）计提的折旧及计提的跌价准备或减值准备；

（六）其他变动。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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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指南



• 本准则规范的农业，包括种植业、畜牧养殖业、林业和水产业等。有生命的

动物和植物具有生物转化的能力，这种能力导致生物资产质量或数量发生变

化，通常表现为生长、蜕化、生产和繁殖等。生物资产的形态、价值以及产

生经济利益的方式，随其出生、成长、衰老、死亡等自然规律和生产经营活

动的变化而变化。企业从事农业生产的目的，主要是增强生物资产的生物转

化能力，最终获得更多的符合市场需要的农产品。

生物资产与农产品



• 农产品与生物资产密不可分，当其附在生物资产上时，构成生物资产的一部

分。收获的农产品从生物资产这一母体分离开始，不再具有生命和生物转化

能力、或者其生命和生物转化能力受到限制，应当作为存货处理，比如，从

用材林中采伐的木材、奶牛产出的牛奶、绵羊产出的羊毛、肉猪宰杀后的猪

肉、收获后的蔬菜、从果树上采摘的水果等。

生物资产与农产品



• 郁闭通常指林木类消耗性生物资产的郁闭度达0.20以上（含0.20）。郁闭度

是指森林中乔木树冠遮蔽地面的程度，是反映林分密度的指标，以林地树冠

垂直投影面积与林地面积之比表示，完全覆盖地面为1。不同林种、不同林分

等对郁闭度指标的要求有所不同，比如，生产纤维原料的工业原材料林一般

要求郁闭度相对较高；以培育珍贵大径材为主要目标的林木一般要求郁闭度

相对较低。企业应当结合历史经验数据和自身实际情况，确定林木类消耗性

生物资产的郁闭度及是否达到郁闭。各类林木类消耗性生物资产的郁闭度一

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林木类消耗性生物资产



• 郁闭之前的林木类消耗性生物资产处在培植阶段，需要发生较多的造林费、

抚育费、营林设施费、良种试验费、调查设计费等相关支出，这些支出应当

予以资本化计入林木成本；郁闭之后的林木类消耗性生物资产基本上可以比

较稳定地成活，一般只需要发生较少的管护费用，应当计入当期费用。因择

伐、间伐或抚育更新等生产性采伐而进行补植所发生的支出，应当予以资本

化。

林木类消耗性生物资产



• 根据本准则第二十一条规定，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消耗性和生产

性生物资产进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生物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消耗

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或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生物资产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通常表明该生物资产发生了减值：

（一）因遭受火灾、旱灾、水灾、冻灾、台风、冰雹等自然灾害，造成消耗性或生产性生物

资产发生实体损坏，影响该资产的进一步生长或生产，从而降低其产生经济利益的能力。

（二）因遭受病虫害或动物疫病侵袭，造成消耗性或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市场价格大幅度持续

下跌，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无回升的希望。

消耗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减值迹象



（三）因消费者偏好改变而使企业消耗性或生产性生物资产收获的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发生变

化，导致市场价格逐渐下跌。

（四）因企业所处经营环境，如动植物检验检疫标准等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

影响，导致消耗性或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市场价格逐渐下跌。

（五）其他足以证明消耗性或生产性生物资产实质上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消耗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减值迹象



• 天然林等天然起源的生物资产，有确凿证据表明企业能够拥有或者控制时，

才能予以确认。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天然起源的生物资产，通常并未进行相关

的农业生产，如企业从土地、河流湖泊中取得的天然生长的天然林、水生动

植物等。根据本准则第十三条规定，企业应当按照名义金额确定天然起源的

生物资产的成本，同时计入当期损益，名义金额为1元。

天然起源的生物资产



• 根据本准则规定，生物资产通常按照成本计量，但有确凿证据表明其公允价

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除外。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生物资产，应当同时满足

下列两个条件：

（一）生物资产有活跃的交易市场。活跃的交易市场，是指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市场：（1）

市场内交易的对象具有同质性；（2）可以随时找到自愿交易的买方和卖方；（3）市场价

格的信息是公开的。

（二）能够从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生物资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生物

资产的公允价值作出合理估计。同类或类似，是指生物资产的品种相同或类似、质量等级相

同或类似、生长时间相同或类似、所处气候和地理环境相同或类似。。

生物资产的后续计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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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物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 后续计量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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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获之后的农产品，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处理

• 披露的处理中，需要将与生物资产相关的风险情况与管理措施进行披露

• 郁闭的确定

课程回顾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