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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浅谈如何确定生物资产折旧年限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王忠州]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新出台的《农业企业会计核算办法》要求对生物资产计提折旧，要求农业企业结合行业类别和本企业
的具体情况合理，确定成熟性生物资产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并选择合理的成熟性生物资产折
旧办法，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或经理（厂长）会议或类似机构批准，作为计提折旧的依据。但是，
如何合理确定生物资产的折旧年限，没做具体说明，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有待进一步探讨。目的是为
农业企业确定生物资产折旧年限提供一个可参照的依据。 
一、生物资产的定义 
《国际会计准则-农业》定义生物资产：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动物和植物，
该生物资产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我国《农业会计核算办法》对生物资产定义如下：“指企业进行农业活动所涉及的，由于过去的交
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活的动物和植物，该资产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根据价值
转移方式不同，生物资产又分为经收获后退出生物转化过程成为农产品或直接出售的消耗性生物资
产，以及继续保持自我生长性以便重复收获农产品或连续提供劳务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
产分为成熟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未成熟性生产性生物资产。由于生产性生物资产在未成熟之前并不能
重复产出农产品或连续提供劳务，属于生物资产的营造过程，《农业企业会计核算办法-生物资产和农
产品》明确规定不对其计提折旧。”因此本文所探讨的生物资产为成熟性生产性生物资产。 
二、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确定 
（一）确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是一个估计出来的数字，与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年限有着或大或小的差距。企业
要按照折旧年限计提折旧，因此这个估计的折旧年限，将决定固定资产的价值如何计入成本，进而影
响产品成本和企业利润。所以确定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在企业管理中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会计标准-折旧》指出：“应计折旧资产的使用年限，按项或按类估计，通常根据过去使用同类
资产的经验进行判断。对于使用新技术，用于生产新产品或提供新的服务的资产，由于缺乏经验，预
计使用年限较困难，但仍需进行预计。企业应计折旧资产的使用年限，可能较实物使用年限为短。资
产除与使用状况等因素有关的有形损耗外，还须考虑其他因素，其中包括由于生产技术的革新或改进
而造成的报废，由于该资产所生产产品或所提供服务的市场需求量发生变化而造成的报废，以及法律
限制如有关租赁期满等。” 
《国际会计标准-折旧》指出“应计折旧资产使用年限的估计应考虑下列因素：①预计有形磨损。②陈
废。③法律或其他方面对资产使用的限制。”在确定固定资产使用年限时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使之
与实际使用经济年限尽可能一致。 
现行财务制度规定的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均有一定的弹性区间，如机器设备为4～10年，运输设备6
～12年，自动化设备为4～10年。弹性区间的上限根据该类固定资产的有形磨损确定，下限则根据无形
损耗确定。因此固定资产类别不同，其上下区间的大小完全不一样，折旧年限的长短受人为因素的制
约，它直接调节着企业的折旧水平。因此在进行折旧年限确定时，应尽量使这种认定科学化。但目前
大多数企业是根据企业经济效益的需要来确定的。它不仅带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而且还受到确定者
认识水平、知识水平甚至其他意图的影响。实践证明，企业若简单的将折旧年限确定为国家规定的上
限或下限，不仅没有十分科学的依据，而且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若取上限，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长，
投资回收期长，对企业固定资产的更新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不利；若取下限，加大了固定资产的折旧速
度，企业较快收回投资，但是加大了企业产品成本，降低了企业盈利水平，削弱了企业产品在市场上
的竞争力。 
企业在确定折旧年限时，应在国家规定的年限内，结合固定资产经济寿命综合考虑。用固定资产的经
济寿命确定折旧年限基于以下原因： 
①经济寿命是企业固定资产最佳使用期。 
②比较符合企业的客观实际，使会计工作与企业技术管理相联系，减少会计工作的主观性和盲目性。 
③既考虑了固定资产的有形磨损，也考虑了固定资产的无形损耗，符合现行财务制度制定折旧年限弹
性区间的本来意图。 
（二）固定资产经济寿命的计算方法 
固定资产经济寿命的确定方法常用的有两种： 
①低劣化数值法：低劣化数值G，为固定资产每年因技术状态下降而使经营费用增加的值。固定资产年
平均费用为： 
Y＝■+C+■T 
若使用年平均费用最少，则取dy/dt=0，得出该项固定资产的经济寿命为： 
T0＝■ 
例：某设备原始价值为80000元，年低劣化增加值为3200元，则其经济寿命为： 
T0＝■=7年 
②面值法：面值法是一种以同类设备逐年使用情况的统计资料来分析计算，得出某设备某年的平均费
用最低，则那年为该设备的经济寿命期T0的方法。 
三、生物资产折旧年限确定 
（一）生物资产折旧年限确定基础 
生物资产折旧年限的长短是影响农业企业一定时期内计提折旧额大小的主要因素之一，企业不论采用
何种折旧方法，都需要合理的确定资产的折旧年限。现行制度对资产折旧年限规定了一个最高年限和
最低年限，即折旧的弹性区间。如财政部（94）财农字第372号《国有农牧渔良种场财务制度（暂
行）》指出经济林木及产役畜中经济林木的折旧年限：橡胶树等15～30年；果、桑、茶树等5～15年；
产役畜按生产周期确定。 
“国有农场的固定资产折旧，按照农业会计制度规定的固定资产目录、分类、折旧年限、折旧方法进
行核算，在折旧年限上采用了使用年限孰低的原则。”《企业会计制度》第三十六条对企业固定资产
折旧年限等由企业自主制定，给了企业极大的自主权。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每个人的工作经验、知识
水平不同，对同一个资产的折旧年限会做出不同的职业判断。由于现行的财务制度对各类生物资产的



折旧年限列举的内容太少，目前只有橡胶树、果、桑、茶树等，而且产役畜按生产周期确定，缺乏生
物资产折旧年限确定方面的参照标准。这给会计人员的具体操作带来了和大难度。 
生物资产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生长周期，这种生长周期在生物学上称为生物资产的生物学年，不同的生
物资产其生长周期相差各异。树木从一年到几十年不等，家禽的生命学年从一百天到几百天不等，其
价值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不同，如种鸡(蛋鸡)处在产蛋初期、产蛋高峰期和产蛋衰退期，其价值不
同，一般来说具有不可逆转性。动物的生物学年是指从其出生到其生命终结的寿命周期；植物是指其
从育苗到成林，再到枯死或者自然生命终止。如果没有人的活动，则这些生物资产的生物学年是由动
植物所处特定环境决定的自生自灭的自然生命周期。但在农业企业中，生物资产的实际寿命与其自然
的寿命将不一致，为了区分和研究的需要，我们将企业持有生物资产至它转化为其他用途为止时的自
然寿命称为“生物资产生命周期”。例如，农作物生命周期是指从其育种、育秧、生长、结穗（挂
果)、收获结束过程称农作物的“生命周期”。有些农作物的生命周期如水稻在南方为4个月，而在北
方则可能是6个月；有些果木农作物从其育苗到第一次挂果期间需几年时间，之后将多年挂果直至枯
死，因此其生命周期将是5至10年不等。又如，农场育肥猪的生命周期是指企业从拥有，直至它被出售
或被宰杀为止的时间内为该育肥猪的生命周期；而对于种猪的生命周期则从其育种、生育直至处置止
的过程，其时间5年至10年不等。生物资产的生物学年与生命周期的区别是：作为活的动物与植物的生
物资产具有不同的自然生物学年，这种生物学年根据农业活动的需要人们可以令其终止。例如，肉畜
可以通过宰杀中止其自然生命，树木通过被砍伐终止其生长等等。而从生物资产的成长到人为中止时
这一段时间称为生物资产的生命周期。生物资产的经济寿命是指以年为单位计算的生物资产作为劳动
手段的有效使用时间。而非生物资产的生物学年。 
参照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确定方法，生物资产的折旧年限的确定应以生物资产的经济寿命为基础。 
（二）不同生物资产的经济使用寿命 
不同的畜种、品种和经营方向的畜群，具有不同的生命周期。 
如：各种家畜的利用年限一般为：公牛6～10年；母牛8～10年；公马15～18年；母马18～20年；公猪4
～5年；母猪4～6年；公绵羊4～5年；母绵羊5～6年；公山羊5～6年，母山羊6～7年；骆驼15～20年
等。 
母猪的利用年限为4-6年，从第三胎起，生产能力最强，到第八胎以后，产仔能力则开始下降。公猪一
般在5岁以后性机能开始减退。黑白花奶牛犊牛出生后一般6-9月开始性成熟，但作为配种牛，要在18-
20个月才能开始。公牛可在5岁开始配种。《家禽饲养禽畜顾问》 
《实用畜牧学》 
果树的年龄时期通常可以划分为:幼树期、初果期、盛果期、衰老期。各种果树进入和通过各个年龄时
期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具体数据如表3： 
《果树科学实用手册》 
北京市财政局在关于建立农业特产税源台账的通知中，规定了北京市各种果树树龄期界定表如下： 
（三）确定生物资产折旧年限应考虑因素 
1.生物资产本身的自然寿命(生物学年)。生物资产的自然寿命是确定生物资产经济寿命的基本依据。 
2.企业持有生物资产的功能用途（如用作产畜、配种畜、生产畜等）。不同用途的生物资产，其经济
使用寿命不同。 
3.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因素。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生物资产的
经济价值可能很快降低或不复存在，被市场淘汰。 
4.会计的谨慎原则。在确定折旧年限时，应在合理范围内尽降低生物资产的折旧年限，因为生物资产
的风险太大，随时存在灭失、死亡的危险。 
5.应考虑相关的法律限制条件。可见在确定生物资产折旧年限时，应以生物资产的经济寿命为基础。
如：果树可以确定在初果期至盛果期之间；公猪、公牛、公羊可以确定在性成熟期至适配年龄之间；
母猪、乳牛可以确定在初产期至盛产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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