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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优势树种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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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长沙　 ４１０００４

２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长沙　 ４１０００４

３ 南方林业生态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长沙　 ４１０００４

摘要：选取湖南省 ２０１６ 年优势树种森林资源为研究对象，核算了林地、林木、生态服务、森林资源负债与净资产的价值。 根据核

算结果编制了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 结果表明，２０１６ 年优势树种林地总价值 ４９３８．００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１２．８４％，其中杉木、阔
叶林和马尾松林地价值合计占比达 ９１．８６％。 林地单位面积价值为 ５４７９７．２３ 元·ｈｍ－２。 林木账面价值达到 ３３８５．０６ 亿元，较上

年增长 ２．１９％。 其中阔叶树、杉木和马尾松林木账面价值占总价值比重为 ９５％；单位面积平均价值为 ３７５６４．１５ 元·ｈｍ－２。 ２０１６
年生态服务价值 ３３０４．３９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２．３６％，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 ３６６６９ 元·ｈｍ－２。 各生态服务价值在总价值中占比

在 １．８１％（积累营养物质）到 ２５．６８％（涵养水源）之间。 征占林地等 ４ 类森林资源损害因素共计减损森林面积和蓄积分别为

１．３５万 ｈｍ２和 ４８．７７ 万 ｍ３。 因此造成的森林资源负债金额由高到低依次为征占林地（６１８．２６ 亿元）＞森林火灾（５０５．４８ 亿元）＞乱
砍滥伐（２３６．６５ 亿元）＞毁林开荒（６７．１２ 亿元）。 林地资产、林木资产和生态服务价值占森林资源总资产价值的比重分别为

４２．４７％、 ２９．１１％和 ２８．４２％。 森林资源资产负债率为 ０．２６％，资本积累率为 ６．５０％。
关键词：湖南省；优势树种森林资源；森林资源核算； 资产负债表；总账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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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１］ ”，２０１５ 年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进一步明确规定，要“制定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指南，构建森林资源资产

和负债核算方法，定期评估自然资源资产变化状况［２］ ”，国务院随后发布《关于印发〈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试点方案〉的通知》 ［３］（以下简称“方案”），并在湖南娄底、浙江湖州等地市开展了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试点

工作。 从试点情况和“方案”设计来观察，目前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准确界定与核算自然资源资产和自然资源

负债，在于如何科学设计与编制资产负债表并通过该表真实反映自然资源存量与流量变化以及对领导干部实

行自然资源离任审计。 本研究仅核算自然资源中的森林资源。 按 ２０１５ 年由国家林业局和统计局联合组织的

“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项目组”设计，森林资源实际核算内容分为林地、林木和生态服务［４］，而森林资源负

债则从概念到内容、从核算方法到信息披露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目前为止，也没有统一规范森林资源资产负

债表格式与具体列报细则；森林资源存量与流量都需要核算，但核算结果具体应如何通过资产负债表科学列

报？ 是分项列报还是合并列报？ 均无明确规定。
传统意义上的资产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５］）。 据此，森林资源资产可称为“过去的事项形成的、由资源控制主体拥有

的，具有经济价值、环境价值或其他社会价值的森林资源，包括林地资产、林木资产、各类林产品以及生态服务

环境资产等。”森林资源负债属于环境负债，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ＩＳＡＲ）发布《环境

成本和负债的会计与财务报告》，在国际上首次对环境负债的确认与计量作了介绍［６］。 随后，各国相继展开

了对环境负债问题的研究［７］。 森林资源负债是因对森林资源造成实质性损害而形成的、能以货币计量且需

在可预期的将来对森林资源进行补偿的现时债务。 实质性损害行为一般包括毁林开荒、征占林地、乱砍滥伐、
森林火灾、森林环境污染、商业性或以低产林改造为由采伐天然林、以土地占补平衡为由开垦天然林等。

湖南是南方林业大省，本研究以湖南省森林资源中的乔木林优势树种为对象（表 １），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湖

南省森林资源统计年报数据为基础，通过核算优势树种林地、林木和生态服务价值、以及森林资源负债和净资

产，尝试设计了“垂直报告式”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经由“总账平衡法”试算平衡，按“资产＝负债＋净资产”结
构关系，编制了 ２０１６ 年的湖南省优质树种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以探求编制该表的基本规律。

１　 研究区森林资源概况

湖南省地处东经 １０８°４７′—１１４°１５′、北纬 ２４°３８′—３０°０８′，山地和丘陵分别占全省总面积的 ５１．２％和

２９．３％；平原与水面则分别为 １３．１％和 ６．４％。 全省天然水资源总量为南方 ９ 省之冠。 森林覆盖率达 ５９．６４％
（２０１６ 年），远超当年全国平均水平（２１．６６％）。 有林地面积为 １１０６．１３ 万 ｈｍ２，活立木蓄积 ５２６２０．７２ 万 ｍ３，其
中乔木林优势树种面积 ９０１．１４ 万 ｈｍ２，蓄积 ５００２１．１６ 万 ｍ３（表 １），分别占有林地面积和蓄积的 ８１．４７％和

９５％。 全省人均森林面积 ０．１６ｈｍ２。 “十二五”时期，湖南省还完成森林抚育经营 ２５０．３７ 万 ｈｍ２，其中中幼林

抚育 １６７．２１ 万 ｈｍ２，低产低效林改造 ８３．１６ 万 ｈｍ２。 培育无节良材 ３４．３７ 万亩，实施优材更替 ４．４１ 万 ｈｍ２。 林

种树种结构得到了一定改善，森林质量得到了一定提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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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森林资源的 ４８％集中在东南西三面山区，湘中腹地和湘北平原相对较少。 ２０１６ 年，乔木林中的中

幼龄面积占比达到 ６８．７％，近成过熟林占 ３１．３％；用材林占总面积的 ５７．３％；林种以杉木、马尾松等针叶林为

主，针阔面积比为 ６４：３６。 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 ５５．５１ｍ３·ｈｍ－２，为全国平均值的 ６１．８２％。

表 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湖南省优势树种森林资源面积与蓄积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优势树种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ｈｍ２

蓄积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ｔｏｃｋ

ｖｏｌｕｍｅ ／ １０４ｍ３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ｈｍ２

蓄积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ｔｏｃｋ

ｖｏｌｕｍｅ ／ １０４ｍ３

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３０７．３０ １８６７７．２５ ３１０．０１ １９５４７．１８

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２０６．２３ １２１０８．５１ ２０６．４０ １２６２６．３５

阔叶树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ｆ ｔｒｅｅｓ ３１３．４５ １４０８５．１６ ３１４．４２ １４６４３．４５

柏木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 ｆｕｎｅｂｒｉｓ ２２．２８ ８９６．２５ ２０．００ ７８２．４４

国外松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ｉｎｅｓ ３４．７７ １２６９．４９ ３５．８４ １４４８．１６

杨树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ｓｐｐ ９．７６ ６８７．１３ ９．９４ ７１４．８８

桉树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ａ ３．９１ ２０４．９８ ４．０９ ２２６．２５

三杉① 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ｅｔｃ ０．４１ ２７．２０ ０．４４ ３２．４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８９８．１１ ４７９５５．９７ ９０１．１４ ５００２１．１６

　 　 资料来源：根据湖南省林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５，２０１６），湖南省森林资源统计年报（２０１５，２０１６）整理； 注释①：含 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

Ｔａｘｏｄｉｕｍ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ｓ， ＆ Ｔａｘｏｄｉｕｍ ｄｉｓｔｉｃｈｕｍ．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林地资产核算方法

林地资产的价值采用“年金资本化法”核算［９］，计算公式如下：

Ｖｎ ＝ ∑
ｎ

ｉ ＝ １

Ａｉ

ｐ
（１）

式中，Ｖｎ ．为林地价值（元 ／ ａ）；ｉ 为林地类型；Ａｉ为第 ｉ 种林地年平均租金（元 ／ ａ）；Ｐ 为投资收益率（％），取值

２．５％［４］ ５３。 按“土地流转网［１０］”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湖南地区土地流转行情并结合调查，杉木、马尾松等主要林地

年平均租金区间为每亩 ８０—１００ 元与 ９５—１１０ 元。
２．２　 林木价值核算方法

采用“市价倒算法”估算湖南省优势树种林木账面价值（不含木材利税等），核算公式如下：
Ｖｎ ＝ Ｋ蓄· Ｅ － Ｃ － Ｐ( )·ｒ （２）

式中，Ｖｎ 为林木账面价值（元 ／ ａ）；Ｋ蓄为实测林分蓄积量（ｍ３）；Ｅ 为原木市场价格（元 ／ ｍ３）；Ｃ 为木材采运成

本（元 ／ ｍ３）；Ｐ 为木材销售利税（元 ／ ｍ３）；ｒ 为干材出材率（％）。 根据对杉木、马尾松等优势树种出材率的研

究，其平均值在 ７４．３５％—８５．８８％之间［１１］。 根据“中国木业网”以及长沙木业市场调查结果，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各优势树种原木各径级规格每立方米平均价格分别为：杉木 １１６１．５ 元、１１４１ 元；马尾松、国外松和三杉为

８８０ 元、８５０ 元；阔叶树（选择长株潭地区常见的樟树）为 ３５３０ 元、３５５０ 元；柏木 ２５００ 元、２５５０ 元；杨树、桉树两

年价格保持不变，分别为 １５００ 元和 ７２０ 元［１２］。 原木采运成本和销售利润率以杉木代替，根据对杉木采运成

本的研究，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采运成本分别为 ３５１．６ 元 ／ ｍ３ 和 ３６５ 元 ／ ｍ３，杉木销售利润率分别为 ２７．４％和

２７．１％［１３］。
２．３　 生态服务核算方法

选取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中的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净化大气、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物种保育 ６ 种主要

功能为核算对象，以《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１４］（ＬＹ ／ Ｔ１７２１—２００８，以下简称《评估规范》）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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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依据。
２．３．１　 涵养水源的核算方法

按《评估规范》，森林涵养水源实物量与价值量的核算公式分别为：
Ｇ调 ＝ １０·Ａ·（Ｐ － Ｅ － Ｃ） ； Ｖ调 ＝ Ｇ调·（Ｃ库 ＋ Ｋ净） （３）；（４）

式中，Ｇ调为林分调节水量（ｍ３ ／ ａ）；Ａ 为林分面积（ｈｍ２）；Ｐ 为林外降水量（ｍｍ ／ ａ）；Ｅ 为林分蒸散量（ｍｍ ／ ａ）；Ｃ
为林分地表快速径流量（ｍｍ ／ ａ）。 Ｖ调为涵养水源价值（元 ／ ａ）；Ｋ净为污水处理成本（元 ／ ｍ３）；Ｃ库为水库的单位

库容造价（元 ／ ｍ３），该指标取值方法较为关键，常用“影子工程法”下的水库库容投资成本代替。 近年，有学者

用水的市场价格，有的用扣除利税后的综合成本价（含制造成本、输送费用、水损与其他费用等），本研究则采

用“制造成本法”核算涵养水源价值，因为考虑到 ＳＥＥＡ—２０１２ 在第 ２．１４０ 段建议，对自然资源价值的评估，在
“非市场产出”（无市场交易依据）情形下，应“参考其他同等货币价值，按生产成本估价［１５］ ”；我国《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５ 号———生物资产》第 ２３ 条也明确规定，消耗性生物资产应“按照其账面价值结转成本［１６］”，即评估价

值仅为实际制造成本而不包含流通环节费用和利税等。 很明显，森林蓄持所得水量并无市场交易，亦符合消

耗性生物资产特征，所以，本研究把森林蓄持水量的价值视同企业的产水成本，即仅含制水环节产生的直接材

料费、直接人工费、其他直接费和间接费用，不包含成品水输送环节的管网维护费用、水损费用、二次供水费

用、管理费用和利税等［１７］。
根据《湖南省水资源公报》，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降水量分别为 １６０９ｍｍ 与 １６６８．９ｍｍ［１８］，蒸散率指标取杉木

林平均蒸散率 ７３．７２％，地表径流系数取平均值 １．９６％［１９］。 根据长沙市水费标准，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制水成本

分别为 １．１５ 元 ／ ｍ３ 和 １．２８ 元 ／ ｍ３、污水处理成本分别为 １．０２７ 元 ／ ｍ３ 和 １．０４３ 元 ／ ｍ３ ［２０］。
２．３．２　 保育土壤的核算方法

按《评估规范》，保育土壤分为固持土壤和保有肥力两个部分，固土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公式分别为：
Ｇ土 ＝ Ａ·（Ｘ２ － Ｘ１） ； Ｖ土 ＝ Ｃ土·Ｇ土 ÷ ｐ （５）；（６）

式中，Ｇ土为林分年固土量（ｔ ／ ａ）；Ｘ２为林分单位面积土壤侵蚀模数（ｔ ｈｍ－２ ａ－１）；Ｘ１为林分单位面积裸地侵蚀模

数（ｔ ｈｍ－２ ａ－１）；Ａ 为林分面积（ｈｍ２）。 Ｖ土为固土价值（元 ／ ａ）；Ｃ土为挖取和运输每立方米土方费用（元 ／ ｍ３）；Ｐ
为土壤容重（ｇ·ｃｍ－３）。 根据对湖南省土壤侵蚀模数的研究，无林地平均为 ３７．５８ｔ ｈｍ－２ ａ－１，有林地平均在

０．７３—２．６４ｔ ｈｍ－２ ａ－１之间［２１］。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水利建筑工程预算定额》 ［４］ １９８，结合湖南省物价指

数，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挖取每吨土方成本分别为 ４．６９ 元和 ４．７０ 元。
按《评估规范》，林分保肥实物量与价值量的核算公式分别为：

Ｇ ＝ ∑
ｎ

ｉ ＝ １
Ａ·ｉ·（Ｘ２ － Ｘ１） （７）

Ｖ肥 ＝ Ａ· Ｘ２ － Ｘ１( )·（Ｎ
Ｃ１

Ｒ１

＋ Ｐ
Ｃ１

Ｒ２

＋ Ｋ
Ｃ２

Ｒ３

＋ Ｍ·Ｃ３） （８）

式中，Ｇ 为森林每年固持土壤而减少流失的营养元素量（ｔ ／ ａ）； ｉ 为第 ｉ 种营养元素在土壤中的含量（％）；Ｘ２为

林分单位面积土壤侵蚀模数（ ｔ ｈｍ－２ ａ－１）；Ｘ１为林分单位面积裸地侵蚀模数（ ｔ ｈｍ－２ ａ－１）；Ｖ肥为年保肥价值

（元 ／ ａ）；Ｎ、Ｐ、Ｋ、Ｍ 分别为土壤的含氮量、含磷量、含钾量和含有机质量（％）；Ｒ１和 Ｒ２分别为磷酸二氨化肥的

含氮量和含磷量（％）；Ｒ３为氯化钾化肥含钾量（％）；Ｃ１、Ｃ２、Ｃ３分别为磷酸二氨化肥、氯化钾化肥和有机质肥

价格（元 ／ ｔ）。 根据对杉木［２２］、马尾松［２３］等 ８ 种优势树种的表层土壤养分含量研究整理得知，土壤含氮量在

０．１３６％—０．２０３％ 之间，含磷量在 ０． ０４８％—０． ０６５％之间，含钾量在 １． ３１９％—２． ２１７％之间，有机质含量在

３．０２７％—４．５８９％之间。
按“中国化肥网” ［２４］并参照“化学肥料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磷酸二氨化肥价格分别为每吨 ３１２７．２５ 元和 ３０３０．３１ 元；氯化钾化肥均价分别为每吨 ２６５３．４３ 元和 ２５７１．１７
元；有机质肥分别为每吨 ７５８．１２ 元和 ７３４．６２ 元。 按化肥产品的成分含量，磷酸二铵化肥的含氮量为 １４％，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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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量为 １５．０１％，氯化钾化肥（农用级）的含钾量为 ５０％。
２．３．３　 固碳释氧的核算方法

按《评估规范》，林分固碳实物量与价值量的核算公式分别为：
Ｇ碳 ＝ Ａ·（１．６３ Ｒ碳·Ｂ年 ＋ Ｆ土壤碳） ； Ｖ碳 ＝ Ｃ碳·Ｇ碳 （９）；（１０）

式中，Ｇ碳为林分的固碳量（ｔ ／ ａ）；Ａ 为林分面积（ｈｍ２）；Ｂ年为林分年净生产力 （ｔ ｈｍ－２ ａ－１）；Ｒ碳为二氧化碳中碳

的含量（２７．２７％）；Ｆ土壤碳为单位面积林分土壤年固碳量 （ ｔ ｈｍ－２ ａ－１）；Ｖ碳为固碳价值（元 ／ ａ）；Ｃ碳为固碳价格

（元 ／ ｔ）。 据研究［２５］，湖南省优势树种林分净生产力在 ５．０９—１３．９ｔ ｈｍ－２ ａ－１之间，林地土壤年固碳量为 ０．６６—
１．６５ｔ ｈｍ－２ ａ－１之间。 按“中国碳交易网” ［２６］ 近年碳交易价格并结合湖南地区物价指数，确定 ２０１５ 年与 ２０１６
年每吨碳价分别为 ４６ 元和 ４７ 元。

按《评估规范》，林分释氧实物量与价值量的核算公式分别为：
Ｇ氧 ＝ １．１９Ａ·Ｂ年 ； Ｖ氧 ＝ Ｃ氧·Ｇ氧 （１１）；（１２）

式中，Ｇ氧为林分年释氧量（ｔ ／ ａ）；Ａ 为林分面积（ｈｍ２）；Ｂ年为林分年净生产力 （ｔ ｈｍ－２ ａ－１）；Ｖ氧为林分年释氧价

值（元 ／ ａ）；Ｃ氧为制造氧气的价格（元 ／ ｔ）。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氧气制造价格信息和医药制造业工业

生产者价格指数计算确定，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６ 年氧气制造价格分别为 １１１３ 元 ／ ｔ 和 １１１８ 元 ／ ｔ［４］ １９８。
２．３．４　 净化大气的核算方法

森林净化大气功能主要包括吸收污染物和滞尘功能。 其中，污染物主要指二氧化硫、氟化物和氮氧化物

等。 按《评估规范》，林分吸收污染物实物量与价值量的核算公式分别为：

Ｇ ＝ ∑
ｎ

ｉ ＝ １
Ｑｉ·Ａ ； Ｖ ＝ ∑

ｎ

ｉ ＝ １
Ｋ ｉ·Ｇ ｉ （１３）；（１４）

式中，Ｇ 为实测林分吸收污染物的量（ｔ ／ ａ）；Ｑｉ为单位面积林分年吸收第 ｉ 种污染物的量（ｋｇ·ｈｍ－２）；Ａ 为实测

林分面积（ｈｍ２）；Ｖ 为实测林分吸收污染物的价值（元 ／ ａ）；Ｋ ｉ为治理单位重量的第 ｉ 种污染物的价格（元 ／
ｋｇ）；Ｇ ｉ为林分吸收第 ｉ 种污染物的量。

按《评估规范》，林分滞尘实物量与价值量的核算公式分别为：
Ｇ滞尘 ＝ Ｑ滞尘·Ａ ； Ｖ滞尘 ＝ Ｇ滞尘·Ｋ滞尘 （１５）；（１６）

式中，Ｇ滞尘为实测林分年滞尘量（ ｔ ／ ａ）；Ｑ滞尘 为单位面积林分的年滞尘量（ ｔ ｈｍ－２ ａ－１）；Ａ 为实测林分面积

（ｈｍ２）；Ｖ滞尘为林分滞尘价值（元 ／ ａ）；Ｋ滞尘为粉尘排放价格（元 ／ ｋｇ）。 据研究［２７］，针叶林和阔叶树年均吸收二

氧化硫分别为 ２１５ｋｇ ｈｍ－２ ａ－１和 ８８．６ｋｇ ｈｍ－２ ａ－１，年均吸收氟化物 ０．５ｋｇ ｈｍ－２ ａ－１和 ４．６５ｋｇ ｈｍ－２ ａ－１，年均吸收

氮氧化物 ６ｋｇ ｈｍ－２ ａ－１。 针叶林和阔叶树年均滞尘量为 ３３２００ｋｇ ｈｍ－２ ａ－１和 １０１１０ｋｇ ｈｍ－２ ａ－１。 按 ２０１５ 年湖南

省《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８］，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湖南省二氧化硫排放价格分别为 ０．９５
元 ／ ｋｇ 和 １．２６ 元 ／ ｋｇ；氟化物排放价格为 ０．６９ 元 ／ ｋｇ（两年价格不变）；氮氧化物排放价格为 ０．９５ 元 ／ ｋｇ 和 １．２６
元 ／ ｋｇ；粉尘排放价格依据 ２００３ 年价格及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确定，分别为 ０．１７６ 元 ／ ｋｇ
和 ０．１７４ 元 ／ ｋｇ。
２．３．５　 积累营养物质的核算方法

按《评估规范》，林分积累营养物质实物量和价值量的核算公式分别为：

Ｇ ＝ ∑
ｎ

ｉ ＝ １
Ａ·ｉ·Ｂ年 （１７）

Ｖ营养 ＝ Ａ·Ｂ年（Ｎ营养

Ｃ１

Ｒ１

＋ Ｐ营养

Ｃ１

Ｒ２

＋ Ｋ营养

Ｃ２

Ｒ３
） （１８）

式中，Ｇ 为林分每年积累的营养元素实物量（ｔ ／ ａ）；Ａ 为林分面积（ｈｍ２）；ｉ 为林木第 ｉ 种营养元素的含量（％）；
Ｂ年为林分的年净生产力（ｔ ｈｍ－２ ａ－１）。 Ｖ营养为林分营养物质年积累价值（元 ／ ａ）；Ｎ营养、Ｐ营养和 Ｋ营养分别为林木

含氮量、含磷量和含钾量（ ｇ ／ ｋｇ）； Ｒ１、Ｒ２分别为磷酸二氨的含氮量和含磷量（％）；Ｒ３为氯化钾含钾量（％）；

５　 １９ 期 　 　 　 袁继安　 等：湖南省优势树种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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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Ｃ２分别为磷酸二氨化肥和氯化钾化肥价格（元 ／ ｔ）。 依据对杉木、马尾松等树种氮、磷、钾元素含量的研

究［２９］，优势树种中营养元素平均含量为氮 ３．６８ｇ ／ ｋｇ、磷 ０．８４ｇ ／ ｋｇ、钾 ０．６９ｇ ／ ｋｇ。
２．３．６　 物种保育功能的核算方法

按《评估规范》，林分的物种保育功能价值核算公式为：
Ｖ生物 ＝ Ｓ生·Ａ （１９）

式中，Ｖ生物为林分每年物种保育价值（元 ／ ａ）；Ｓ生为单位面积林分每年物种损失的机会成本（元 ｈｍ－２ ａ－１）；Ａ 为

实测林分面积（ｈｍ２）。 据研究［３０⁃３１］，阔叶树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在 ２—３ 之间（机会成本 １００００ 元 ｈｍ－２

ａ－１）；而针叶林、杨树和桉树则在 １—２ 之间（机会成本为 ５０００ 元 ｈｍ－２ ａ－１）。
２．４　 森林资源负债与净资产的核算方法

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保护天然林的通知》 ［３２］和湖南省《关于实施森林禁伐减伐三年行动的通

知》 ［３３］等规范，本研究试将毁林开荒、征占林地、乱砍滥伐和森林火灾 ４ 种情形作为湖南地区森林资源负债的

核算对象，以期反映森林资源的真实价值。 湖南省近年减少森林蓄积和面积数据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湖南省林业和非林业经营减少森林蓄积和面积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ｔｏｃｋ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ｂｙ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份
Ｙｅａｒ

项目
Ｉｔｅｍ

非林业经营活动减少蓄积和面积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ｔｏｃｋ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ｎｏ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乱砍滥伐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毁林开荒
Ｄｅｖａｓｔａｔｉｎｇ ＆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森林火灾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ｉｒｅ

征占林地
Ｌ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合计
Ｔｏｔａｌ

林业经营减少①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５ 蓄积 １０４ｍ３ １６．７１ ２．００ ２９．５ １６．４２ ６４．６３ ５８４．３９

面积 １０４ｈｍ２ ０．１８ ０．０６ ０．６５ ０．４２ １．３１ ４．３１

２０１６ 蓄积 １０４ｍ３ ８．４１ ２．５９ １７．１ ２０．６７ ４８．７７ ５００．８３

面积 １０４ｈｍ２ ０．２２ ０．０６ ０．４８ ０．５９ １．３５ ５．６６

　 　 数据来源：据湖南省森林资源统计年报（２０１５—２０１６）整理； 注释①： “林业经营减少”项目指湖南省因林业皆伐、择伐、抚育间伐和林分改

造等活动减少的森林蓄积和面积

上表所列非林业经营活动对森林资源构成损害形成的负债，本研究作如下分类核算（表 ３）。

表 ３　 森林资源负债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森林资源损失负债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ｓ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生态治理负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生态恢复预计负债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林地损失 林地治理 物料成本

林木损失 林木复植与抚育 人工成本

生态服务损失 森林污染治理 间接费用

其中，“森林资源损失负债”指因毁林开荒等给森林造成的既成损失，主要包括“林地损失”、“林木损失”
以及因此形成的“生态服务损失”等。 本着不高估资产、不低估负债的“稳健性核算原则”，“林地损失”按当

年林地租金价格与损失面积计算确定；“林木损失”按当年原木市场售价和损失蓄积确定（以杉木代替）；“生
态服务损失”按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与林地受损面积计算确定。

“生态治理负债”含“林地治理”、“林木复植与抚育”及“森林污染治理”等负债。 “林地治理”负债视为与

“林地损失”金额相同。 “林木复植与抚育”负债按实际林地损失面积与林木种植成本计算确定，根据对杉木

种植成本的研究［１３］ ３２⁃３３，２０１５ 年为 ３４４７６ 元·ｈｍ－２，２０１６ 年为 ３３８４２ 元·ｈｍ－２。
“生态恢复预计负债”属于非流动负债。 指林地被损害后，因在后期较长的恢复重建期内将要支付各种

费用而形成的对林地的负债。 所需金额与支付期的不确定性很大，因此，引入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中的“或有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事项”概念，作为预计负债，具体核算方法上借鉴《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３ 号———或有事项》 ［３４］，把生态恢复所需

总的支出预计等同于“林地治理”负债支出，分 １０ 年平均给付（约为林木平均幼龄期），但被污染林地的恢复

重建期可能更加漫长，从而支付期需相应延长。 对该笔长期支出按“社会折现率”（取当年社会平均金融价格

指数 ５．０％）进行 １０ 年折现，查“年金现值系数表”，“１ 元，１０ 期，５．０％”的年金现值系数为 ７．７２１７，根据该系数

及年均支付费用即可确认当年的“生态恢复预计负债”。
根据“资产＝负债＋净资产”平衡公式，森林资源净资产的核算结果取决于森林资源资产与负债的计量结

果，可按所有制口径，分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净资产分类核算。
２．５　 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法

可采用“总账平衡法”，分三步编制湖南省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
第一步，年末，核对与完善森林资源统计数据与行政数据，确保森林资源基础数据的准确与完整；第二步，

把本期核算所得的林地资产、林木资产、生态服务价值、森林资源负债、森林资源净资产及所属明细项目的发

生额经结计汇总后，转入“总账平衡表”（资产负债表的工作底稿，见表 ７）进行试算平衡，并结出期末余额；第
三步，将各期末余额及所属明细项目分析填入“２０１６ 年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林地与林木价值

林地与林木价值核算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湖南省优势树种林地与林木价值 ／亿元

Ｔａｂｌｅ ４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树种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林地价值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林木价值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

林地价值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林木价值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

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１５３２．６２ ６２９．２４ １７１５．５９ ６２４．１１

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１００６．８０ ２１３．４８ １１１２．９５ １９３．５７

阔叶树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ｆ ｔｒｅｅｓ １４８８．２６ ２３０６．８９ １７０８．１８ ２４１３．６３

柏木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 ｆｕｎｅｂｒｉｓ １０８．０８ ９６．１４ １１０．９５ ８５．８７

国外松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ｉｎｅｓ １６８．８０ ２３．５９ ２０１．０１ ２３．４０

杨树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ｓｐｐ ４９．３７ ４０．８２ ６１．４３ ４２．０４

桉树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ａ １９．８９ １．８８ ２５．４０ １．９１

三杉 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ｅｔｃ ２．０９ ０．５０ ２．５０ ０．５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３７５．９２ ３３１２．５５ ４９３８．００ ３３８５．０６

从表 ４ 可见，２０１６ 年优势树种林地总价值 ４９３８ 亿元，各树种林地价值从大至小排名前 ３ 的依次为杉木、
阔叶树和马尾松，地价占比分别为 ３４．７４％、３４．５９％、２２．５３％，合计占比为 ９１．８６％。 其余树种地价在 ２．５ 亿元

（三杉）至 ２０１．０１ 亿元（国外松）之间，地价占比在 ０．０５％至 ４．０７％之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林地单位面积价值

分别为 ４８７２３．６５ 元·ｈｍ－２和 ５４７９７．２３ 元·ｈｍ－２。 ２０１６ 年林地价值较上年增幅为 １２．８４％，而林地面积增幅仅

０．３４％，主要因林地租金增幅较大缘故。
２０１６ 年林木账面价值 ３３８５．０６ 亿元，较上年增幅为 ２．１９％。 各树种林木账面价值由大到小排名前 ３ 的依

次为阔叶树、杉木和马尾松，价值占比分别为 ７１．３０％、１８．４４％和 ５．７２％；其余树种林木账面价值在 ０．５２ 亿元

（三杉）至 ８５．８７ 亿元（柏木）范围内，价值占比在 ０．０２％到 ２．５４％之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林木单位面积平均

账面价值分别为 ３６８８３．６２ 元·ｈｍ－２和 ３７５６４．１５ 元·ｈｍ－２。
３．２　 生态服务价值

生态服务的价值核算结果见表 ５。

７　 １９ 期 　 　 　 袁继安　 等：湖南省优势树种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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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湖南省优势树种生态服务实物量与价值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生态服务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实物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ｑｔｙ ／ １０６ ｔ
价值

Ｖａｌｕｅ ／ １０８ｙｕａｎ
实物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ｑｔｙ ／ １０６ ｔ
价值

Ｖａｌｕｅ ／ １０８ｙｕａｎ
涵养水源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３５１４４ ７６６．１３ ３６５７５ ８４８．５５
固碳释氧 Ｃ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２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１０７ ８１１．０６ １０８ ８１８．２０

净化大气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ｕｒｉｆｙｉｎｇ ２２４ ４０６．９２ ２２５ ４０８．６５

保育土壤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３４２ ５７６．３１ ３４３ ５６０．９１

积累营养物质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１ ６１．９６ １ ６０．３

物种保育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６０５．７８ － ６０７．７８

合计 Ｔｏｔａｌ － ３２２８．１６ － ３３０４．３９

从表 ５ 可知，２０１６ 年生态服务价值 ３３０４．３９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２．３６％。 各生态服务价值在总价值中占比

由高到低依次为涵养水源（２５．６８％）＞固碳释氧（２４．７６％）＞物种保育（１８．３９％）＞保育土壤（１６．９７％） ＞净化大

气（１２．３７％）＞积累营养物质（１．８２％）。 ２０１５ 年林分单位面积提供生态服务价值 ３５９４３．９３ 元·ｈｍ－２，２０１６ 年

为 ３６６６９ 元·ｈｍ－２。 ２０１６ 年每公顷林地创造生态服务价值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涵养水源（９４１６．４１ 元）＞固碳

释氧（９０７９．６１ 元）＞物种保育（６７４４．５７ 元） ＞保育土壤（６２２４．４５ 元） ＞净化大气（４５３４．８１ 元） ＞积累营养物质

（６６９．１５ 元）。
３．３　 森林资源负债

森林资源负债的核算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２０１６ 年湖南省优势树种森林资源负债 ／百万元

Ｔａｂｌｅ ６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６

森林资源负债项目
Ｉｔｅｍ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征占林地
Ｌ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森林火灾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ｉｒｅ

乱砍滥伐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毁林开荒
Ｄｅｖａｓｔａｔｉｎｇ ＆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合计
Ｔｏｔａｌ

一、期初余额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８７５．２４ １３９０．３５ ３３２．５４ １４２．５６ ２７４０．７０

二、森林资源损失负债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ｏｓ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４０６．１５ ３３２．９４ １５７．６２ ４５．６０ ９４２．３１

　 １、林木损失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ｏｓｓ １８１．６５ １５０．２８ ７３．９１ ２２．７７ ４２８．６１

　 ２、林地损失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ｌｏｓｓ ８．１６ ６．６５ ３．０４ ０．８３ １８．６８

　 ３、生态服务损失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ｏｓｓ ２１６．３４ １７６．０１ ８０．６７ ２２．００ ４９５．０２

三、生态治理负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７．８３ １６９．０９ ７７．４９ ２１．１４ ４７５．５５

　 １、林地治理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８．１６ ６．６５ ３．０４ ０．８３ １８．６８

　 ２、林木复植与抚育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ｎｄｉｎｇ １９９．６７ １６２．４４ ７４．４５ ２０．３１ ４５６．８７

四、生态恢复预计负债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６．３０ ５．１３ ２．３５ ０．６４ １４．４２

五、本期增加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６２０．２８ ５０７．１６ ２３７．４６ ６７．３８ １４３２．２８

六、本期减少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３１７．６１ ５２８．１０ ２２２．６３ ４２．３０ １１０４．６１

七、期末余额 Ｅｎｄ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１１７７．９１ １３６９．４２ ３４７．３７ １６７．６４ ３０６８．３７

表 ６“期初余额”为上期森林资源负债余额。 “本期增加” ＝ “森林资源损失负债”＋“生态治理负债” ＋“生
态恢复负债”。 “本期减少” ＝上期新增的“林木损失”、“林地损失”、“生态治理负债” ＋ １０％ 的上期新增“生
态服务损失”＋１０％的上期新增“生态恢复预计负债”，即本期偿还上期新增的流动负债（“林木损失”、“林地

损失”和“生态治理负债”）与 １０％的长期负债（“生态服务损失”与“生态恢复预计负债”）。 “期末余额”为期

末森林资源负债余额。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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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６ 的核算结果可见，２０１６ 年因毁林开荒等 ４ 类森林资源损害情形共计减损森林面积 １．３５ 万 ｈｍ２、减
损活立木蓄积量 ４８．７７ 万 ｍ３。 其中，减损面积与蓄积因素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征占林地（０．５９ 万 ｈｍ２、２０．６７
万 ｍ３）＞森林火灾（０．４８ 万 ｈｍ２、１７．１０ 万 ｍ３） ＞乱砍滥伐（０．２２ 万 ｈｍ２、８．４１ 万 ｍ３） ＞毁林开荒（０．０６ 万 ｈｍ２、
２．５９万 ｍ３）。 造成的森林资源负债金额由高到低依次为征占林地（６１８．２６ 亿元）＞森林火灾（５０５．４８ 亿元）＞乱
砍滥伐（２３６．６５ 亿元）＞毁林开荒（６７．１２ 亿元）。
３．４　 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

将上述表 ４、表 ５ 和表 ６ 数据分析填列于总账平衡表，形成资产负债表工作底稿，见表 ７。

表 ７　 ２０１６ 年湖南省优势树种森林资源总账平衡表

Ｔａｂｌｅ ７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ｅｄｇ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ｈｅｅ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６

项目
Ｉｔｅｍ

期初余额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

本期增加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本期减少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期末余额
Ｅｎｄ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

实物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ｑｔｙ

价值
Ｖａｌｕｅ ／
１０８ｙｕａｎ

实物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ｑｔｙ

价值
Ｖａｌｕｅ ／
１０８ｙｕａｎ

实物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ｑｔｙ

价值
Ｖａｌｕｅ ／
１０８ｙｕａｎ

实物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ｑｔｙ

价值
Ｖａｌｕｅ ／
１０８ｙｕａｎ

林地资产（１０４ｈｍ２） ８９８．１１ ４３７５．９２ １０．０６ ６００．５１ ７．０３ ３８．４３ ９０１．１４ ４９３８．００

林木资产（１０４ｍ３） ４７９５５．９７ ３３１２．５５ ３５３５．７７ １２２．８９ １４７０．５８ ５１．１１ ５００２１．１６ ３３８５．０６

生态服务 ３２２８．１６ ８１．１８ ４．９５ ３３０４．３９

森林资源负债 ２７．４１ １４．３２ １１．０５ ３０．６８

森林资源净资产 １０８８９．２２ ７９０．２６ ８３．４４ １１５９６．７７

根据表 １、表 ２、表 ４、表 ５、表 ６ 和表 ７，编制出 ２０１６ 年湖南省优势树种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见表 ８。

表 ８　 ２０１６ 年湖南省优势树种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

Ｔａｂｌｅ ８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ｈｅｅ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６

项目
Ｉｔｅｍ

林地资产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ａｓｓｅｔｓ

林木资产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ｓｓｅｔｓ

生态服务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实物量①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ｑｔｙ ／
１０４ｈｍ２

价值
Ｖａｌｕｅ ／
１０８ｙｕａｎ

实物量①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ｑｔｙ ／
１０４ｈｍ２

价值
Ｖａｌｕｅ ／
１０８ｙｕａｎ

价值
Ｖａｌｕｅ ／
１０８ｙｕａｎ

总计价值
Ｔｏ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
１０８ｙｕａｎ

期初余额 ８９８．１１ ４３７５．９２ ４７９５５．９７ ３３１２．５５ ３２２８．１６ １０９１６．６３
　 其中：非供应林地② ４１７．９８ ２０３６．３０
　 　 非供应林木② ２３４４５．６１ １６１９．５０
本期增加 １０．０６ ６００．５１ ３５３５．７７ １２４．１２ ８１．１８ ８０５．８１
　 人工造林 ７．９６ ４３．５０
　 封山育林 ２．１ １１．４７
　 林地重估增值③ ５４５．５４
　 新增活立木 ３５３５．７７ １２４．１２
本期减少 ７．０３ ３８．４３ １４７０．５８ ５１．６１ ４．９５ ９４．９９
　 林业经营减少 ５．６６ ３０．９４ ５００．８３ １７．５８
　 非林业经营减少 １．３７ ７．４９ ９６９．７５ ３４．０３
期末余额 ９０１．１４ ４９３８．００ ５００２１．１６ ３３８５．０６ ３３０４．３９ １１６２７．４５④

　 其中：非供应林地 ４１７．９３ ２０３６．３０
　 　 非供应林木 ２４４５５．２８ １６５４．９４
　 减：森林资源负债⑤ １３．０１ ８．９３ ８．７４ ３０．６８⑥

森林资源净资产⑦ ４９２４．９９ ３３７６．１３ ３２９５．６５ １１５９６．７７⑧

　 　 注释：① 据湖南省森林资源统计年报（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②“非供应林地、林木”指禁伐天然林、公益林和其他禁止采伐、商业出售或改变用途

的林地与林木。 ③“重估增值”指因价格上涨因素导致的林地价值增量。 ④ 扣除生态服务环境资产价值后余额为 ８３２３．０６ 亿元。 ⑤ 将期末总

负债金额按林地、林木、生态服务价值在森林资源总价值中的比例计算确定并分配计入。 ⑥ 扣除生态服务负债后的金额为 ２１．９４ 亿元。 ⑦“森

林资源净资产”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森林资源负债”。 ⑧ 不考虑生态服务因素时的森林资源净资产为 ８３０１．１２ 亿元

（４９２４．９９ 亿元＋３３７６．１３ 亿元）

９　 １９ 期 　 　 　 袁继安　 等：湖南省优势树种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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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讨论

（１）研究特色

以自然资源为核算对象编制资产负债表尚处起步阶段，本研究结合了生态学和财务会计学的基本理论与

方法，特别引入会计学中的现代资产负债表编制机理，设计了报告式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在森林资源负债的

核算分类中，根据林地与林木恢复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参考或有事项会计准则，特别设计了“预计负债”这
一森林资源长期负债项目及相应核算方法，以真实反映森林资源负债和净值信息。

（２）研究方法说明

①生态服务价值核算方法中，本研究对涵养水源价值核算采用了较为保守的城市供水“制造成本法”，因
不含其他核算方法如“市场价格法”下的利润、税金等项目，以及不含“影子工程法”（如库容投资工程）下的

勘测、移民拆迁等费用，所以，同等情况下，涵养水源价值的核算结果约为“市场价格法”核算结果的 ５０％和

“影子工程法”核算结果的 ３６％［１７］ １１５。 生态服务其他功能价值核算方法采用《评估规范》建议的方法。 ②林

地价值核算方法还有“现行市价法”、“林地费用法”等，但因这些方法均需要有成熟、稳定的林地交易市场以

及公允的交易价格，在这些条件暂不成熟的时候，为稳妥计，本研究基于从省内多地调查取得的相对可靠的

“林地租金”而选择较为成熟的“年金资本化法”核算了林地价值。 ③林木价值核算也寻求保守稳健，采用了

“市价倒算法”核算林木的账面价值而非其市场价值，该方法广泛适用于近成过熟林且木材交易价格易于取

得。 相对而言，其他方法如“立木价值法”旨在反映林木的市场价，而“净现值法”一般只适用于成熟林且其可

靠性偏弱。
（３）应用前景

本研究设计的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是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２０１６》价值型资源账户的结构建议为

依据［３５］，同时充分借鉴财务会计成熟资产负债表的设计思路以及阅读与使用习惯，以揭示森林资源存量资产

及其变动为主，以披露森林生态服务流量信息及森林资源负债为重要补充；报表勾稽关系清楚，便于编制、分
析和利用，可以为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提供参考。

（４）对策与建议

目前试点中，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快明确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总体定位，规范资产负债表格式与项目，优
化评估核算指标体系；创新森林生态服务的核算，提高核算精度［３６］。 湖南是林业大省，省内各地区可在资产

负债表的编制上多开展有益尝试。 包括：① 各地区应根据不同立地条件和不同类型的森林资源，在编制资产

负债表时既要反映森林资源资产负债共性，又要充分揭示地方森林资源特色。 ② 要准确而充分披露森林资

源存量与流量信息、森林资源资产质量及其变动信息、非供应林地与林木信息等。 报表还应做到既信息充分，
又便于理解［３７］。 ③ 要充分重视森林资源负债的核算，探索森林资源负债的核算类型、核算方法，以准确反映

森林资源净值，提高森林资源核算的准确性和信息的有用性［３８］。 ④建立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相关

的基础数据库，科学编制与利用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以充分发挥其在森林资源保护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中的作用，促进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４．２　 结论

（１）按照“资产＝负债＋净资产”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将报表设计成垂直报告式或者传统账户式格式，以森

林资源资产和负债为主要内容，利用“总账平衡法”的试算平衡原理，根据现代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机理，可以

编制出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
（２）湖南省优势树种森林资源林地、林木和生态服务价值占总资产价值的比重分别为 ４２．４７％、 ２９．１１％和

２８．４２％。 资产负债率为 ０．２６％，资本积累率为 ６．５％，反映森林资源的高净值和高安全性特征。 森林资源质量

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３．４ｍ３·ｈｍ－２提高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５５．５１ｍ３·ｈｍ－２，但距 ８９．７９ｍ３·ｈｍ－２的中国同期平均水平还有较

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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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差距。 ２０１６ 年减损林地面积 ７．０３ 万 ｈｍ２，其中林业经营活动减损率 ８０．５１％，非林业经营活动减损率 １９．
４９％。 因征占林地、毁林开荒等造成对森林资源的负债余额达 ３０．６８ 亿元，应引起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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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０７⁃２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ａｎｐａｉｆａｎｇ．ｃｏｍ ／ ｔａｎｊｉａｏｙｉ ／ ２０１８ ／ ０７２６ ／ ６２１７８．ｈｔｍｌ．

［２７］ 　 国家环境保护局主持《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编写组编．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北京：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８］ 　 湖南省发改委，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环保厅．《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湘发改价费［２０１５］ ３０６ 号）． （２０１５⁃ １０⁃

２９）［２０１８⁃０２⁃１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ｈｕｉ５．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ｅｅ ／ ８３０２６．ｈｔｍｌ．

［２９］ 　 刘茜，项文化，蔡宝玉，钟建德． 湿地松人工林养分循环及密度关系的研究． 林业科学，１９９８，３４（３）：１１⁃１７．

［３０］ 　 李少宁． 江西省暨大岗山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Ｄ］． 北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２００７．

［３１］ 　 Ｍäｌｅｒ Ｋ Ｇ， Ａｎｉｙａｒ Ｓ， Ｊａｎｓｓｏｎ Å．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 Ｈａｓｓａｎ Ｒ Ｍ， Ｍｕｎｇａｔａｎａ Ｅ Ｄ， ｅｄ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２：１８７⁃２０５．

［３２］ 　 国家林业局． 国家林业局关于严格保护天然林的通知（林资发［２０１５］ １８１ 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０６） ［２０１８⁃０２⁃ １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０１ ／ ０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３０９２６．ｈｔｍ．

１１　 １９ 期 　 　 　 袁继安　 等：湖南省优势树种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研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３３］　 湖南省林业厅，湖南省财政厅． 关于实施森林禁伐减伐三年行动的通知（湘林资［２０１５］ ２５ 号） ．（２０１５⁃０８⁃ ２８）［２０１７⁃０１⁃０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ｎｇｙ．ｇｏｖ．ｃｎ ／ ８３６５ ／ ８３６８ ／ ８３７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４７３６６０．ｈｔｍｌ．

［３４］ 　 中国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３ 号———或有事项（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８⁃０８⁃１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ｓｃ．ｏｒｇ．ｃｎ ／ ２０１８ ／ ０８１５ ／ １２５２６２．ｓｈｔｍｌ．

［３５］ 　 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２０１６）》的通知（国统字［２０１７］ １１５ 号） ．（２０１７⁃０８⁃ ２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

ｃｎ ／ ｓｔａｔｓｉｎｆｏ ／ ａｕｔｏ２０７１ ／ ２０１７０８ ／ ｔ２０１７０８２３＿１５２７０６１．ｈｔｍｌ．

［３６］ 　 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Ｒ Ｓ，Ｗｉｌｓｏｎ Ｍ Ａ，Ｂｏｕｍａｎｓ Ｒ Ｍ Ｊ． Ａ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２，４１（３）：３９３⁃４０８．

［３７］ 　 Ｍｕｒａｌｉｋｒｉｓｈｎａ Ｉ Ｖ，Ｍａｎｉｃｋａｍ Ｖ．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ｓｅｖｅ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 ／ Ｍｕｒａｌｉｋｒｉｓｈｎａ Ｉ Ｖ，Ｍａｎｉｃｋａｍ Ｖ，ｅ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１７：１１３⁃１３４．

［３８］ 　 Ｂｒａｎｄｅｉｓ Ｔ，Ｚａｒｎｏｃｈ Ｓ，Ｏｓｗａｌｔ Ｃ，Ｓｔｒｉｎｇｅｒ Ｊ．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ａｔａ ｈｉｎ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３９６：１７６⁃１８３．

２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