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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前，南京林业大学温作民教授送来《森林生态会计》书稿，请我作序。
虽已从事会计学研究与教学二十余载，但森林生态会计于我完全是个新话题，本不敢妄加评说。
然而，在拜读了温教授的书稿之后，深感此书给会计研究领域送来了一股新风，且与时下倡导的可持
续发展有着重要关联，故愿略陈管见以为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确已创世界经济之奇迹。
但同时荒漠化在扩大，温室气体排放在增加，大量的河水被污染，生物多样性在消失。
人类生态系统因经济发展而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不平衡，这是有违人类发展宗旨的。
反映生态系统的真实价值，应该是会计工作的使命之一。
地球上现存多种生态体系，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因此，选择森林生态价值为研究对象，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生态价值的诸多形式是以经济上的外部性来体现的，青山给我们带来了碧水的外部经济性，而生
物多样性的消失则给我们的后代带来外部不经济。
传统会计核算的是与企业利益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而不考虑生态外部性。
在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框架里，生态外部性不会直接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
而生态外部性核算就是要考虑企业对外部产生的生态影响，包括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
外部经济应转化为企业生态效益，外部不经济应转化为企业生态成本，从而真实地评价企业业绩。
理论上，可持续发展机制健全的社会，生态外部性应为零，因为生态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体现。
对于生态建设企业所产生的正的生态外部性，应启动生态补偿，以减少这种正的生态外部性；对于污
染环境而产生的负的生态外部性，则应征收生态税费，或进行对外生态补偿，以减少其负的生态外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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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森林生态会计》借鉴联合国设计的环境核算理念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合理内涵，以森林生态学、
生态经济学与外部性理论为根据，系统地构建了森林生态会计核算的理论体系，建立了具有可操作性
的森林生态价值会计核算办法，并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对生态效益进行有效地评价。
构建的森林生态会计核算体系，将有效披露生态环境信息，制约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为我国已实
施的巨额森林生态效益的资金补助提供微观配置依据，实现森林的可持续经营。
　　《森林生态会计》可供林业经济、环境经济、会计学等领域研究人员阅读，也可为农林牧渔、环
保部门决策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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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例如，当森林中一种虫害大量发生时，它就会被天敌所控制。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靠许多因素维持，如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及相生相克作用，环
境因子的相互影响等。
但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外界干扰强度太大，超过了生态系统维持自身稳定
性的能力，就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
　　4）动态性　　生态系统是随时问而变化的动态系统。
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占据一定的空间或地段，并随时间的推移，有其自身发育的生物周期和进化、演
变的历史。
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生态过程随年龄、季节、昼夜不断变化。
　　1．3．2生态系统的成分和结构　　1）生态系统的成分　　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由非生物成分和
生物成分两部分组成：非生物成分即自然环境综合体，包括太阳能、无机与有机物质、大气因子等。
生物成分是指构成生物群落的全部生物，根据功能差异区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和还原者三大功能类群
。
　　。
　　（1）非生物成分。
包括组成大气、水、土壤环境的物质。
具体可分为无机物质、有机物质、气候因素等。
无机物质，包括物质循环中的各种无机物，如氧、氮、二氧化碳、水和各种无机盐等；有机物质，包
括蛋白质、糖类、脂类和腐殖质等；气候因素，包括太阳辐射能、温度、湿度、风和雨雪等。
　　（2）生产者。
除能利用简单的无机物质制造食物的自养生物外，主要是各种绿色植物，也包括蓝绿藻和一些能进行
光合作用的细菌。
生产者有机体可以通过光合作用把水和二氧化碳等无机物合成为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等有机化
合物，并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潜能，贮存在合成有机物的分子键中。
植物的光合作用只有在阳光照射下于叶绿体中进行。
绿色植物还需吸收氮、磷、钾、硫、镁等多种元素及无机物把碳水化合物合成蛋白质和脂肪等有机物
。
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不仅为本身的生存、生长和繁殖提供营养物质和能量，而且它所制造的有机物质
也是消费者和分解者唯一的能量来源。
因此，生产者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和最关键的生物成分。
太阳能只有通过生产者的光合作用才能源源不断地输入生态系统，再被其他生物所利用。
　　（3）消费者。
消费者指依靠活的动植物为食的动物。
直接取食植物的动物称为草食性动物或一级消费者，如蝗虫、兔、鹿、马等；以草食性动物为食的动
物叫肉食性动物或二级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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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建立、健全森林生态效益评估与补偿制度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一项重要课题。
　　《森林生态会计》是中国首部将森林生态外部性纳入会计核算的著作，创新性地提出了森林生态
价值的会计确认与计量方法、科目与报告体系、森林生态会计核算体系及其与国际准则协调和独立第
三方评估等问题，确立了森林生态会计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森林生态会计》对于保护森林生态、促进对森林的可持续利用和开发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供从
事林业会计、环境会计研究的研究者，从事环境保护及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工作的政府官员、林业企
业的从业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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