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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掘行业会计准则制定的国际比较

及对我国的启示
———基于对 ＡＡＳＢ６与 ＩＦＲＳ６的趋同分析

吴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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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委员会（ＡＡＳＢ）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ＩＡＳＢ）同时发布了与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ＩＦＲＳ６对应的澳大利亚准则 ＡＡＳＢ６。ＡＡＳＢ６体现了 ＡＡＳＢ对会计准则国际
趋同制定的总体策略，而且在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同时，充分体现了澳大利亚国情；我国应借

鉴ＩＦＲＳ６和ＡＡＳＢ６，完善我国的《石油天然气开采》准则。
［关键词］采掘行业会计准则；矿产资源的勘探与评价；趋同分析

［中图分类号］Ｆ２５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５５９５（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１０－（０５）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ＩＡＳＢ）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６号———矿产资源的
勘探与评价》（ＩＦＲＳ６），首次对采掘业主体所发生的
勘探和评价成本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指南，为增强国

际采掘行业会计信息可比性和相关会计准则的趋同

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理事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Ｂｏａｒｄ，ＡＡＳＢ）为了
使其准则与ＩＦＲＳｓ趋同，在ＩＡＳＢ发布ＩＦＲＳ６的同时
也发布了与ＩＦＲＳ６对等的《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第６
号———矿产资源的勘探与评价》（ＡＡＳＢ６），取代了
《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第１０２２号———采掘行业会计》
（ＡＡＳＢ１０２２）和《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第 ７号———采
掘行业会计》（ＡＡＳ７），但保留了澳大利亚采掘行业
会计原有的特色。笔者通过对二者趋同分析，提出

对我国油气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的改进建议。

一、ＡＡＳＢ６与ＩＦＲＳ６的制定背景比较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世界采掘业有了很大的发

展，但其会计和报告实务却极不规范，各国会计实务

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同一国家内的不同企业之间的

作法也不一致，不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的概念框架，而

且由于采掘业风险很大，目前在是否存在具有商业

开采价值的矿物、储量大小、从探明储量到达经济可

采储量的时间间隔、市场需求、政府控制、环境保护

以及投资回报等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

性。因此，为了增强采掘业会计准则的国际可比性，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ＩＡＳＣ）于１９９８年初步确认了
开采前成本的确认、场地恢复成本的确认、存货的计

量、收入确认和准备的提取等问题的研究议

题。［１］７０－８０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ＩＡＳＣ发表了其采掘行业指
导委员会的一份题为《采掘行业问题报告》（Ｉｓｓｕｅｓ
Ｐａｐ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主
要论述了采掘业上游活动的会计处理，其目的是确

定采掘行业中重要的财务报告问题，评价解决这些

问题备选方式的优劣，并特别关注提供相关可靠信

息的需要。该报告还强调了为采掘行业建立一份通

用准则并单独设立矿业或石油行业指南的重要性、

历史成本计量的重要性和储量数量与储量价值信息

的重要性等等。ＩＡＳＢ在２０００年《采掘业问题报告》
的基础上，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颁布了ＩＦＲＳ６。

自２００１年４月ＩＡＳＣ改组为 ＩＡＳＢ并宣称制定
“全球会计准则”以来，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步伐明

显加快，而澳大利亚对采用 ＩＦＲＳ的态度最为积极。

０１



在ＩＡＳＣ改组前，澳大利亚已独自完成了具有本国
特色且体系较为完整的约 ５０项会计准则的建设。
但是，为了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澳大利亚不惜重新

颁布准则取代现有准则或对现有准则进行大规模的

修订。２００１年澳大利亚政府修改了《澳大利亚证券
和投资委员会法案》，规定“ＡＡＳＢ具有参与制定全
球统一会计准则并为之作出贡献的职责”。该法案

为澳大利亚的国际趋同提供了法律支持。ＡＡＳＢ国
际趋同的目标是通过参与 ＩＡＳＢ和国际会计师联合
会公共部门委员会（ＰＳＣ）的活动，寻求制定一套单
一的国际上可接受的会计准则，该准则既能在澳大

利亚国内又能在全球其他地方采用，从而使澳大利

亚获益。［２］２５－２９ＡＡＳＢ于 ２００３年发布了“ＡＡＳＢ在
２００５年采纳ＩＡＳＢ准则”的计划，阐述了 ＡＡＳＢ对主
要趋同问题的策略并决定为ＡＡＳＢ准则引入一套新
的编号方法，即ＡＡＳＢｓ１～９９系列与ＩＡＳＢ新发布的
ＩＦＲＳ系列对应，例如 ＡＡＳＢ６对应于 ＩＦＲＳ６；ＡＡＳ
Ｂｓ１０１～１９９系列与现有的或修订后的 ＩＡＳ系列对
应，例如ＡＡＳＢ１０１对应于ＩＡＳ１《财务报表的列报》。
２００４年６月ＡＡＳＢ正式发布了与 ＩＡＳＢ准则相对应
的澳大利亚准则（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ＩＡＳＢ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简称
ＥＩＡＳＢ准则），其中包括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发布的
ＡＡＳＢ６。

由此可见，ＩＦＲＳ６和 ＡＡＳＢ６都是在会计准则国
际趋同的大背景下制定的，都是为了增强准则的国

际可比性或提高会计准则的质量。但它们制定的直

接目的不同。ＩＦＲＳ６的制定是因为目前尚未制定采
掘行业统一的国际会计准则，各国制定的准则又非

常不一致，会计和报告实务不规范，严重影响了国际

采掘业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而澳大利亚则不

同，它已独自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且较为完整的会

计准则体系，但是，为了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颁布

了与ＩＦＲＳｓ系列对应的 ＡＡＳＢ系列，或对原准则进
行修订，以体现与ＩＡＳＢ或 ＩＡＳ的趋同，其背后的原
因，除“促进制定一套全球统一的会计准则”外，更

重要的是“如果最符合澳大利亚经济体中的私营和

公共部门的利益，则促进在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制定

过程中采用国际上最佳实务的会计准则”（２００１年
ＡＳＩＣ法案），以帮助澳大利亚公司筹集资本或在海
外上市。尽管看起来，ＡＡＳＢ似乎为了趋同而趋同，
但实质上是国家利益至上宗旨的体现。

二、ＡＡＳＢ６与ＩＦＲＳ６的主要内容比较［３－４］

ＡＡＳＢ６与ＩＦＲＳ６的框架结构基本相同。ＩＦＲＳ６
主要包括目标、范围、勘探与评价资产的确认及勘探

与评价资产的计量、列报、减值、披露等，而 ＡＡＳＢ６

多出了“应用”一节，其他的标题相同，多出的１８段
是增加了“澳”字的段落，以体现澳大利亚国际趋同

的总体策略和特有要求。具体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

比较：

（一）准则目标基本相同、适用范围完全相同

ＩＦＲＳ６和ＡＳＢ６的目标都是规范矿产资源勘探
与评价的财务报告，都是为了：有限地改进现存的关

于矿产资源勘探与评价支出的会计实务；确认勘探

与评价资产的主体应按本准则的要求对这些资产的

减值进行评估，而对资产减值的计量应根据《资产

减值》的要求进行；披露用于确定和解释因矿产资

源的勘探与评价而在主体财务报告中确认的金额的

信息，帮助财务报告的使用者理解主体确认的勘探

与评价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分布和确

定性。不同的是，ＡＡＳＢ６增加了“应用”部分，体现
了澳大利亚的特色。ＡＡＳＢ６与 ＩＦＲＳ６的范围完全
相同，都适用于发生的勘探与评价支出，不规范从事

矿产资源勘探与评价的主体的其他方面的会计问题

和主体发生的在矿产资源勘探与评价之前发生的

支出。

（二）勘探与评价资产的确认：ＩＦＲＳ６采用成果
法，ＡＡＳＢ６采用权益区域法

在矿产资源勘探与评定资产的确认方面，

ＩＦＲＳ６采用成果法，而 ＡＡＳＢ６采用权益区域法，它
规定了与某权益区域有关的矿产资源勘探与评价支

出应予以费用化或资本化的条件，基本要求和成果

法类似。

（三）勘探与评价资产计量：都要求确认时按成

本计量，但成本构成要素不同

１．确认时的计量。ＩＦＲＳ６与 ＡＡＳＢ６都规定，在
确认时按成本计量勘探与评价资产。

２．勘探与评价资产的成本构成要素。双方存在
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１）关于勘
探与评价资产的成本构成要素的规定。ＩＦＲＳ６与
ＡＡＳＢ６都规定：一个主体应根据支出与发现特定矿
产资源之间的联系程度，规定哪些支出可以确认为

勘探与评价资产并且一贯遵守该会计政策。同时二

者都举例了勘探与评价资产在初始计量时应包括的

支出：探矿权的获取；地形、地质、地球化学、地球物

理研究；勘探性钻井；挖掘；采样；与评价开采矿产资

源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价值有关的活动；（２）
ＡＡＳＢ６的特殊要求。这些要求是澳大利亚原准则
中特有的内容，主要包括与矿产资源勘探与评价有

关直接和或间接成本的分配问题、勘探与评价资产

成本是否包括租赁权或其他矿区使用权的取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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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以及综合管理费用的分配问题；（３）有关开
发活动的支出。ＩＦＲＳ６与 ＡＡＳＢ６都规定，与矿产资
源开发活动有关的支出不应确认为勘探与评价资

产；（４）有关拆除与恢复义务。ＩＦＲＳ６与 ＡＡＳＢ６都
规定，主体应根据 ＩＡＳ３７（ＥＩＡＳＢ：ＡＡＳＢ１３７，《准备、
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的规定，确认在特定期间内

发生的从事矿产资源的勘探与评价而导致的所有拆

除与恢复义务。

３．确认后的计量。ＩＦＲＳ６与 ＡＡＳＢ６都规定，主
体对勘探与评价资产进行确认以后，应采用成本模

式或重估价值模式对其进行计量。

（五）列报要求相同

关于列报的规定，ＩＦＲＳ６与 ＡＡＳＢ６的要求完全
相同，都规定：（１）主体应根据取得的勘探与评价资
产的性质将其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并一贯地

运用该分类，而且不能将开发无形资产过程中使用

的有形资产划转为无形资产；（２）当开采一项矿产
资源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价值能够得到证明时，勘

探与评价资产将不再作如此分类。在重新分类之

前，主体应对勘探与评价资产进行减值评估，并确认

减值损失。

（六）减值处理基本精神相同，但 ＡＡＳＢ６在评
估层次的确定方面体现了澳大利亚特色

１．勘探与评价资产减值的确认与计量的会计处
理基本相同，这里不赘述。

２．确定勘探与评价资产减值评估的层次。ＩＦ
ＲＳ６与ＡＡＳＢ６都规定，主体应确定一项会计政策，
将勘探与评价资产分配于现金产出单元或现金产出

单元组以便进行减值评估。分配到勘探与评价资产

的现金产出单元或现金产出单元组，不应大于主体

按照ＩＡＳ１４（ＥＩＡＳＢ：ＡＡＳＢ１１４，《分部报告》）确定的
主要或次要报告形式中的分部，并且主体为进行勘

探与评价资产的减值测试而确定的层次，可以由一

个或多个现金产出单元组成。但 ＡＡＳＢ６在澳２２．１
段特别规定，主体为进行勘探与评价资产减值测试

而确定的层次不应大于与该勘探与评价资产有关的

权益区域。

（七）披露要求基本相同，但 ＡＡＳＢ６增加了与
权益区域有关的要求

二者都规定，主体应披露用于认定和解释因矿

产资源的勘探与评价而在财务报告中确认的金额的

信息。为遵循上述规定，主体应披露：（１）勘探与评
价支出的会计政策；（２）产生于矿产资源勘探与评
价的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的金额以及经营活动和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主体还应根据勘探与评价资

产的分类，将勘探与评价资产作为资产中的一项单

独的资产类别。此外，ＡＡＳＢ６澳２４．１段规定，除了
上述（２）要求的披露之外，确认其权益区域中勘探
与评价资产的主体，还应在披露这些资产的金额时，

解释清楚勘探与评价资产的账面价值的可收回性依

赖于成功的开发和商业性开采，或相应权益区域的

销售的情况。

三、ＡＡＳＢ６的主要特点
（一）体现了 ＡＡＳＢ对准则国际趋同所制定的

总体策略，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采用ＩＡＳＢ准则时，ＡＡＳＢ的总体策略采纳了
ＩＡＳＢ准则的内容和措辞，只有在需要适应澳大利亚
的法律环境时才会对有关文字加以修改。ＡＡＳＢ６
就充分体现了ＡＡＳＢ国际趋同的这一总体策略。例
如，ＡＡＳＢ６的框架结构与 ＩＦＲＳ６基本相同，都包括
目标、范围、勘探与评价资产的确认、勘探与评价资

产的计量、列报、减值、披露、生效日期和过渡性规定

９个部分，除在相应段落增加了带“澳”字段的规定
以外，所有的条款编号都相同；在内容和措辞方面，

除了涉及与澳大利亚准则对应的国际会计准则以

外，内容和措辞几乎相同，准则编号相同，名称相同，

就连发布的日期都是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９日，是名副其
实的趋同准则即ＥＩＡＳＢ。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与ＩＦＲＳ６的适用范围一致，
ＡＡＳＢ６取代了１９８９年发布的 ＡＡＳＢ６和 ＡＡＳ７。从
主体方面，ＡＡＳＢ１０２２适用于公司企业，而 ＡＡＳ７应
用于私营部门的非公司报告主体和公营部门的企

业。ＡＡＳＢ６取代了这两项准则，属于所谓部门中立
准则（ｓｅｃｔｏｒｎｅｕｔｒ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其次，从采掘行业涉
及的生产阶段讲，ＡＡＳＢ６的适用范围限定于勘探与
评价支出的处理但不包相关的折耗、折旧与摊销。

因此ＡＡＳＢ６是一项活动基础准则（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ｂａｓ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仅仅用于勘探与评价支出的处理。而
ＡＡＳＢ１０２２还适用于：开发、土建和恢复成本的处理
及其摊销和存货的处理与收入确认。因此

ＡＡＳＢ１０２２和ＡＡＳ７是一项行业基础准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ａｓｅ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由 于 ＡＡＳＢ１０２２和 ＡＡＳ７被
ＡＡＳＢ６所替代，因此，从事采掘活动其他阶段的主
体也将必须同时采用其他澳大利亚会计准则，这些

准则可能应用于 ＡＡＳＢ１０２２和 ＡＡＳ７以前所描述的
各方面的会计处理，例如矿产资源勘探与评价之前

的活动、开发与土建成本、资本化成本的摊销就要采

用《概念框架》、ＡＡＳＢ１１６《不动产、厂场和设备》和
ＡＡＳＢ１３８《无形资产》的要求，而恢复成本就要采用
ＡＡＳＢ１３７《准备、或有负债与或有资产》、ＡＡＳＢ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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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厂场和设备》等。笔者认为，这也是趋同

的代价，因为牵涉到会计政策的变更，提供信息的成

本将会增加。

（二）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同时，充分考

虑澳大利亚国情

ＡＡＳＢ６在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同时，也考虑
了澳大利亚法律环境和国情特点的需要，并没有全

盘照搬ＩＦＲＳ６内容。ＡＡＳＢ规定，除了那些专门针
对非营利或公众部门的准则，或仅适用于国内的准

则以外，ＡＡＳＢ倾向于将 ＩＡＳＢ准则作为“基本”准
则，并在此基础上增加重要的详细说明，说明在澳大

利亚环境中准则的使用范围和适用性。ＡＡＳＢ在需
要的地方增加一些必要内容，以覆盖没被 ＩＡＳＢ准
则和国内其他规章所覆盖的部分。对 ＥＩＡＳＢ准则
中加入的额外披露要求以及非营利性主体的条款，

ＡＡＳＢ在 ２００３年明确要求应在其前面加上前缀
“Ａｕｓ”，以便于识别它是澳大利亚所特有的要求。
“Ａｕｓ”体现了澳大利亚采掘业会计的特色，基本都
与“权益区域”法有关。例如，确认勘探与评价资产

时，要求主体应就每个权益区域分别对勘探与评价

支出作出决策，只有满足一定条件时，与一个权益区

域有关的勘探与评价资产才予以确认；在规定勘探

与评价资产的计量时，要求勘探与评价成本一定要

与某“权益区域”相关；在确定勘探与评价资产减值

评估的层次时，要求主体为进行勘探与评价资产减

值测试而确定的层次不应大于与该勘探与评价资产

有关的权益区域；在披露方面，ＡＡＢ６规定，除了披
露产生于矿产资源勘探与评价的资产、负债、收入和

费用的金额以及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之

外，确认其权益区域中勘探与评价资产的主体，在披

露这些资产的金额时，应解释清楚勘探与评价资产

的账面价值的可收回性依赖于成功的开发和商业性

开采，或相应权益区域的销售的情况。可见，在矿产

资源的勘探与评价的所有重要方面，如确认、计量、

减值和披露，ＡＡＳＢ６都保留了澳大利亚特色，而且
这种特色是原ＡＡＳＢ１０２２和ＡＡＳ７的规定或方法。

四、对完善我国石油天然气开采准则的建议

我国会计准则的公布在停滞了两年后，为了适

应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趋势，财政部２００５年已经发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等２０项会计准
则征求意见稿，其中包括《企业会计准则———石油

天然气开采》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规范了石油企业从事的矿区权益取得、

勘探、开发和生产等油气开采活动的会计处理和相

关信息披露。相对于我国企业目前普遍采用的企业

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突出了油气开采会计与其生

产工艺相适应的特点，并且与国际惯例基本实现了

趋同，且主要是与美、英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趋同，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１）是一项行业基础准
则。征求意见稿只涵盖了石油天然气行业上游各阶

段的会计处理，不涉及炼制、销售等下游活动，也不

涉及其他采矿行业的会计处理。这完全与美、英等

国的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一致，但与前述的 ＡＡＳＢ６
和ＩＦＲＳ６只涉及矿产资源的勘探与评价活动不同。
但是按照 ＩＡＳＢ和 ＡＡＳＢ的计划，ＡＡＳＢ６和 ＩＦＲＳ６
只是过渡性准则，一旦时机成熟，它们将被完整的行

业基础准则———采掘行业会计准则取代，将与美、英

石油天然气准则趋同。我国不能像澳大利亚如此激

进，因为我国以前没有像澳大利亚的 ＡＡＳＢ１０２２或
ＡＡＳ７那样的准则作为基础，如果仅仅颁布一个活
动基础准则即仅涉及勘探与评价活动，那么，我国的

石油天然气行业企业仍然没有完整的准则可遵循，

不利于该行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２）明确了油
气资产的计量模式。国外对油气资产的计量主要有

两种模式：“历史成本 ＋标准化计量”和“储量认可
法”。征求意见稿按照历史成本归集、确认矿区权

益和井及相关设施的成本，同时辅之以特殊的披露

要求，［５］但没有像美、英准则那样，要求对石油天然

气储量的价值按标准化计量的方法进行披露，只是

要求披露储量的实物数量。不过这对我国企业来说

已经是一大进步了。而 ＡＡＳＢ６和 ＩＦＲＳ６对勘探与
评价资产确认时的计量要求按历史成本，而确认后

的计量既可以采用成本模式也可以采用重估价值模

式，并且没有要求披露矿产资源的储量；（３）要求采
用成果法。对于油气勘探支出的会计处理，存在成

果法和完全成本法两种方法。目前主要国际石油公

司包括我国三大海外上市的石油公司都采用成果

法。征求意见稿在我国油气开采会计中正式引入了

成果法，只确认探明经济可采储量的钻井勘探活动

的支出。ＡＡＳＢ６和 ＩＦＲＳ６虽然没提到成果法的概
念，但实际上采用的却是类似成果法的方法；（４）按
产量法计提油气资产的折耗。矿区权益和井及相关

设施等油气资产，应当计提折耗。征求意见稿引入

了产量法，同时仍旧保留了使用年限法。而 ＡＡＳＢ６
和ＩＦＲＳ６没有涉及矿产资源勘探与评价资产的折耗
问题。

我国会计准则虽然实现了与国际惯例尤其是

美、英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多方面的趋同，但是在一

些方面仍存在可探讨的地方：（１）关于石油天然气
资产减值的规定不明确。征求意见稿规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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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探明矿区权益①的减值，应当分别不同情况确

认减值损失。对于探明矿区权益的减值，应当按照

《资产减值》准则处理；对于未探明矿区权益，应当

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减值测试。单个矿区取得成本较

大的，应当以单个矿区为基础进行减值测试，并确定

未探明矿区权益减值金额。单个矿区取得成本较小

的，且与其他矿区具有相同或类似地质构造特征或

地层条件的，可以按照具有相同或类似地质构造特

征或地层条件的矿区组进行减值测试。计算未探明

矿区权益减值时，将其公允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

额确认减值损失”。这样规定虽然类似美国准则的

规定，但是，它不具可操作性，因为油气资产减值迹

象的判断和资产组的认定都与其他行业不同，不能

简单地规定按资产减值准则处理了事。资产减值准

则毕竟是一般性的规定，对特殊资产并未进行特殊

考虑。企业无法直接按其规定的减值迹象判断油气

资产减值与否。而且征求意见稿也没考虑井及相关

设备和设施的减值问题，只规定了矿区权益的减值

问题。所以，笔者认为我国油气会计准则应借鉴ＩＦ
ＲＳ６和ＡＡＳＢ６的做法，对石油天然气资产的减值迹
象的判断和资产组的确定作出专门规定，而对其减

值测试、确认和计量则按资产减值准则进行；（２）披
露要求比较简单。首先，征求意见稿对油气资产减

值的披露太简单，只规定披露其减值金额，对于资产

减值准备的累计金额、分部的减值损失、资产组的情

况、可收回金额的计算方法等内容没有考虑。所以，

为了准则的一致性，油气准则应规定按照资产减值

准则的规定披露；其次，对油气储量的披露也比较简

单。只规定企业应当分别披露其在国内和国外拥有

的油气储量的年初年末数据，对于储量在年内的变

化原因和影响因素，以及储量的价值则没要求披露。

其实，我国的三大海外上市石油公司的年报和半年

报都按美国准则披露了这些内容。因此，它们的财

会人员已经掌握了相关的会计技术，国内上市的石

油公司虽没有被要求披露储量的价值信息，但是它

们几乎都是被我国三大石油集团控股的公司，技术

上也不存问题；（３）我国的征求意见稿没涉及成本
风险的分担安排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是油气开采企

业很重要的问题，随着油气勘探开发合作业务的增

多，这个问题可能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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