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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合理的会计计量不仅有利于企业产权的保护，而且对企业产权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收益的会计计量在某种程度上比资产的会计计量更为重要，甚至可以看作是会计
计量的核心。
    农业活动的最主要生产资料是生物资产，而生物资产的主要特征在于具有生物转化功能，这种生物
转化功能使生物资产的价值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面临诸多困难
。
生物资产多样性的存在，使这种计量和披露变得异常艰难。
再加上各国农业基本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公众公司数量极少，使得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
的理论和实务研究长期不被学术界、实务界和准则制定机构所关注。
只是近十几年来，随着农业公众公司数量的增加，与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相关的理论研
究才有所增加。
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集中于农业会计准则制定、生物资产计量属性选择及林木资产核算等方面，专
门针对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极为罕见。
而在实务和准则制定界，尽管已有《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农业》以及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
—生物资产》等的发布实施，但这些准则也基本局限在对生物资产的计量和披露方面，没有触及农业
活动会计收益的计量和披露。
因此，本书选择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模式作为研究主题，既可丰富会计理论研究，又能
为农业活动会计收益标准制定和相关会计实务操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本书以公司制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规范研究、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着重研
究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方法及信息披露模式的选择与构建。
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    1.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重要概念的辨析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和
会计学家对收益内涵的解释有所不同。
经济学家认为，收益的本质是企业财富的增加。
而会计学家却基于收益范围界定的不同，形成了两种收益观，即：当期经营收益观和总括收益观。
近年来，总括收益观逐渐得到了会计界的认可，并在会计实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关于会计收益的可操作性定义，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界定最具代表性。
它认为，收益是指“会计期间内经济利益的增加”，“但不包括与权益参与者出资有关的权益增加”
。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收益源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是企业的经营成果而不单单是交易的结果，这是收益
的一个重要特质。
    会计收益的计量模式有二，即收入费用观和资产负债观。
前者通过收入与费用的直接配比计量企业收益，后者则基于资产和负债的变动来计量企业收益。
本书认为，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属于衍生性计量，其计量结果无法直接取得，而必须依赖于农业活
动收入和与此相关的农业活动费用的计量；并且强调生物资产在初始确认和后续确认时所形成的增值
不应属于利得，而属于收入。
    2.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的国际、国内会计标准分析评价    通过分析和评价国际、国内农
业会计标准可以看出：在国际上，除了美国和加拿大外，其他大部分国家都采用公允价值对生物资产
进行计量，这意味着生物资产增值作为农业活动会计收益的组成部分是一个世界潮流。
在我国，长期以来对生物资产的计量一直采用的是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尽管2006年发布的生物资产准
则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但同时规定了非常苛刻的运用条件。
这表明我国准则制定机构并不想大面积地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生物资产。
在以历史成本计量生物资产的情况下，农业活动会计收益主要包括那些通过交易实现的农产品以及生
物资产的收益额，而未实现交易的农产品以及生物资产的增值只能被排斥在收益之外。
    3.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的国际、国内现状及其应有的逻辑    通过对国内外涉农上市公
司2007年和2008年财务会计报告的分析发现：国外和国内上市公司都存在着信息披露不充分、不规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业会计收益探论>>

等问题。
针对这种状况，本书认为，生物资产增值既是客观存在的经济事实，也是农业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取
得的成果，因而在会计系统中进行生物资产增值的计量及信息披露，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必然要求
。
     4.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的具体模式探索和设计     既符合国际会计趋同总体要求，又适
合我国特有会计环境的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方法及信息披露模式，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生
物资产价值计量模式     生物资产价值计量是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的关键。
从价值变动信息披露的有用性看，生长周期不足一年的生物资产价值变动信息的披露意义不大，出于
节约会计操作成本的考虑，不必采用公允价值对这类生物资产进行计量。
而生长周期超过一年的生物资产的价值变动具有较高的信息含量，应主要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本书分别以用材林、肉牛和奶牛、果树为例构建了不同类别生物资产的价值计量模式。
     (2)农业活动的成本流转程序及收益确定模式     农业活动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农业活动的成本流
转程序、收益确定及其核算产生重要影响。
为了使研究成果具有对实务的指导性，本书结合不同农业活动，分别以林木资产、育肥牛资产、果树
资产、奶牛资产为例构建了经营不同类别生物资产农业活动的成本流转及收益确定模式。
     (3)农业活动会计收益信息的披露模式     本书认为，我国农业活动会计收益披露应包括表内披露和表
外披露，其中表内披露主要涉及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两张主表。
为了“如实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应增设“短期生物资产”、“长期生产性生物资产”、“长期消
耗性生物资产”等项目，以反映农业上市公司各类生物资产的持有金额。
在利润表中增设“农业活动收入”、“农业活动成本”和“农业活动价值变动收益”等项目，以揭示
农业活动利润的构成。
表外披露应主要包括农业活动类别及生物资产分类、生物资产增减变动、企业采用的农业会计政策与
会计估计、农业活动经营风险及其管理措施、与农业相关的政府补助等信息。
     本书最后指出，生物资产增值计量及信息披露的难点是公允价值的正确运用，而要增强生物资产增
值信息的可验证性，需要政府、企业、中介机构、信息使用者共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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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的关键在于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将生物资产的增值确认和计量为
收益，相关的成本费用应怎样予以确认和计量，生物资产增值信息以何种方式披露以及如何披露。
由于历史成本一直是会计中最基本的计量属性，加之从事农业活动的个体绝大多数为家庭农场或农户
，生物资产增值信息无关紧要。
因此，会计实务界并不重视生物资产增值的计量及披露，生物资产的价值变动与其他资产的价值变动
常常不加区分。
而用于规范会计实务的各国会计准则不是回避这一问题就是做出某些欠细致或可操作性不强的规定。
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的有关会计准则或规范就基本采取了回避的做法，没有对生物资产增值计量及披
露做出规范；而IAS 4l和AASB 141尽管要求企业计量及披露生物资产的增值额，但对相关的成本费用如
何计量及披露却未能做出明晰规定。
　　从理论研究层面上看，比较早地对生物资产增值及收入确认问题有所涉及的学者是佩顿和利特尔
顿，他们（1940）在《公司会计准则导论》一书中默认了小麦等以产出计量收入的合理性，但对生物
资产自然增值的确认则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对生物资产增值及收入如何确认问题所持的观点是含糊的
。
G.爱德华·菲利普斯（G.Edward Philips，1963）提出了收益自然增值的概念，认为在收益概念中，各
部分利润应被看成是在公司经营周期的每一阶段获得的。
埃尔登·s.亨德里克森（1977）在《会计理论》一书中对自然增值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从经济意义
上来说，生长着的树木、饲养的牲畜和长年储存的陈酒等的自然增值也产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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