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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的评价与改进

龚 光 明
（湖南大学 会计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９）

［摘　要］石油天然气生产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应有会计规则。中国财政部于２００６年
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７号———石油天然气开采。为提高该准则的质量，该准则还需在体例、
用词、内容等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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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中国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的总体评价
在进行了长时间研究、调查的基础上，２００６年２

月２５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７号———
石油天然气开采》（以下简称《油气准则》）。笔者有

幸参与了财政部组织的两次有关石油天然气会计问

题的课题研究，对该准则的出台十分关注。笔者对

该准则的总体评价是：该准则是一份简洁、实用，但

尚需进一步加以完善的准则。

之所以说该准则是一份简洁的准则，是因为该

准则是目前世界上最短的石油天然气准则。美国的

ＳＦＡＳＮｏ．１９有 ２７５段①，英国的建议实务公告有

２５２条加４个附录②，澳大利亚矿物资源与矿石储量

报告法典有４１条加１个附表和１个附录③。尽管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６号———矿产资源的勘探与评
价④较短，但因其未能涵盖油气生产活动的全过程，

因而还称不上是一份完整的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

可见，中国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建设在风格上体现

了原则导向。

说该份准则实用，是因为它包括了石油天然气

会计的主要内容。由于中国的财务分析师和社会公

众对石油天然气生产活动缺乏相应的了解，该准则

文本在用词上较为通俗，工程用语和石油天然气经

营活动的专业用语使用得较少。

不可否认，该份准则还很不完善，笔者现提出以

下建议，供准则制定者加以考虑，也可作为学术讨论

的内容。

二、关于中国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的改进问题

（一）关于准则的名称和总则问题

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当然是规范石油天然气生

产活动的。石油天然气生产活动有四个基本环节

（阶段），即矿区权益取得、勘探、开发和生产。在西

方文献中，对石油天然气生产有大概念和小概念之

区分，用在不同的地方意义大不一样。大概念的石

油天然气生产包括全部四个环节，小概念的石油天

然气生产仅指开采。所以，准则的名称最好由“石

油天然气开采”改为“石油天然气生产”。同时，将

第１、２、３条中的“开采”改为“生产”。为避免大概
念与小概念之间的相互混淆，可将第２条中的“生
产”改为“开采”，或在“生产”后加括号标明“开采”

二字。

（二）关于矿区权益的会计处理问题

从内容上看，《油气准则》对矿区权益的取得、

折耗、减值、转让、不同类型间的结转以及冲销作了

较全面的规范，不仅较为全面、简洁，而且具有较强

的逻辑关系，但有如下几个方面可以考虑修改：

其一，第６条中对探明矿区权益折耗的会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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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油气准则》允许在产量法和使用年限法之间进

行选择，这种做法虽有弹性，但不符合国际惯例。另

外，国际上目前正在用“折旧”一词取代“折耗”，因

而用词方面可再斟酌一下。

其二，关于未探明矿区权益的减值处理，《油气

准则》总的原则精神是按第８号准则———“资产减
值”处理。未探明矿区权益公允价值低于账面价值

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未探

明矿区权益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笔者认

为，石油天然气未探明矿区权益的价值，受太多因素

影响，不确定性较其他资产更大，不允许减值转回，

不能正确反映石油天然气经营的风险。

其三，关于企业转让矿区权益的处理，《油气准

则》第８条的第１款规定了部分探明矿区权益转让
的利得与损失确认问题，要求以转让和保留权益公

允价值比例确定转让出权益的利得或损失，但对公

允价值如何计算没有明确的规定，不便于操作。

ＳＦＡＳＮｏ．６９有标准化的现值计量⑤，这是美国石油

天然气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基础，但它的当前油气

价格、当前开采成本和当前税收政策以及１０％的贴
现率假设是否恰当，值得我们考虑。

其四，《油气准则》第８条的第２款规定：转让
单独计提减值准备的未探明矿区权益的，如果转让

所得大于矿区权益账面价值，将其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如果转让所得小于矿区权益账面价值，以转让所

得冲减矿区权益账面价值，不确认损益。对于单独

计提减值准备的未探明矿区权益来说，它实际上是

一项单独的资产。它的整体转让，不论其转让所得

是否大于其账面价值，都应计入当期损益。至于转

让部分未探明矿区权益的，准则规定应当将部分转

让所得与全部矿区（组）权益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确认为利得或损失。这种处理是非常谨慎的，但不

恰当。不如规定为按部分转让所得与转让出权益账

面价值之差确认损失，不确认利得。

其五，《油气准则》第８条的第３款规定：转让
以矿区组为基础计提减值准备的未探明矿区权益

的，如果转让所得大于矿区权益的账面原值，将其差

额计入当期损益；如果转让所得小于矿区权益账面

原值，以转让所得冲减矿区权益账面原值，不确认损

失。该款的规定至少有如下不足之处：（１）“矿区权
益账面原值”的提法不妥，至少可以说与第２款的
提法不匹配；（２）转让的以矿区组为基础计提减值
准备的未探明矿区权益，实际上是把矿区组作为一

项单独的资产。对于矿区组的整体转让来说，不论

转让所得是否大于未探明矿区组权益的账面价值，

其差额均应计入当期损益。但转让未探明矿区组中

单个未探明矿区权益，是否确认损益，什么条件下确

认损益则值得讨论。

（三）关于油气勘探的会计处理问题

《油气准则》在第三章油气勘探的会计处理部

分，对油气勘探活动、勘探支出类别及其相应的会计

处理进行了规范。但亦有如下几个方面可考虑

修改：

其一，非钻井勘探活动一般在钻井勘探活动之

前，因而非钻井勘探支出也是发生在钻井勘探支出

之前。所以，第１３～１５条应调整顺序，原第１５条应
调整为第１３条，原第１３条调整为第１４条，原第１４
条调整为第１５条。这样调整后，体例安排才符合实
际的勘探活动过程的逻辑，因为价值核算安排要与

勘探过程相一致。

其二，钻井勘探支出的会计处理是石油天然气

会计的核心。从准则的内容上看，规定是按照成果

法的要求来写的。为什么不允许企业在完全成本法

与成果法之间进行选择，并没有说明理由。但至少

应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采用的是成果法而不是采

用完全成本法。不采用完全成本法的理由或许有如

相关专家的分析。［１］

其三，《油气准则》第１３条规定：钻井勘探支出
在完井后，确定该井发现了探明经济可采储量，应当

将钻探该井的支出结转为井及相关设施成本。确定

该井未发现探明经济可采储量的，应当将钻探该井

的支出扣除净残值后计入当期损益。确定部分井段

发现了探明经济可采储量的，应当将发现探明经济

可采储量的有效井段的钻井勘探支出结转为井及相

关设施，无效井段钻井勘探累计支出转入当期损益。

未能确定该探井是否发现探明经济可采储量的，应

当在完井后一年内将钻探该井的支出予以暂时资本

化。应该说第１３条最后一句话有问题，可改为：在
钻井勘探完成时，不能确定该探井是否发现经济可

采储量的，可暂时资本化。暂时资本化的时间为一

年，且应符合第１４条的条件。
（四）关于油气开发的会计处理问题

《油气准则》的第四章为油气开发的会计处理，

就油气开发的主要活动、主要支出类型及开发活动

形成的主要资产———井及相关设施的成本构成进行

了规定。总的来说，油气开发活动形成石油天然气

企业的主体资产———油气资产。开发过程所形成的

油气资产会计的主要原则是分类进行资本化。之所

以要分类进行资本化，是因为油气资产的构成中，有

些资产的年限与油气储量生产的年限不一致，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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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折旧方法应该有所差异。

（五）关于油气生产（开采）的会计处理问题

第五章主要就油气生产（开采）的主要活动、油

气生产成本构成、操作费用构成、废弃处置支出的会

计处理等方面进行了规范。这里有如下几方面的问

题值得讨论：

其一，该章的油气生产是小概念的油气生产，为

避免混淆，可将其改为“开采”，或在生产后加括号

注明为“开采”。

其二，开采阶段所发生的直接费用为操作费用，

但对操作费用如何进行处理没有做明确的规定。不

论是采用成果法还是采用完全成本法，操作费用都

是要进入当期损益的。所以，在第２０条后面应加上
“操作费用直接进入当期损益”。

其三，油气生产过程中的会计处理问题，核心是

油气资产———井及相关设施的折旧问题。

准则第２１条规定，企业应当采用产量法或年限
平均法对井及有关设施计提“折耗”，这与国际上的

用产量法计提折旧的规定有所出入，增加了选择空

间。第２１条还规定，采用产量法计提折耗的，折耗
额可按照单个矿区计算，也可以按照若干具有相同

或类似地质构造特征或储存条件的相邻矿区所组成

的矿区计算，计算公式为：

井及相关设施折耗额＝期末井及相关设施账面
价值×折耗率

井及相关设施折耗率＝
（矿区当期产量）／（矿区期末探明已开发经济可采
储量＋矿区当期产量） （１）

在这里，非石油专业人士可能会提出疑问，即井

及相关设施的折耗率为什么不采用如下公式计

算，即：

井及相当设施折耗率 ＝矿区当期产量／矿区期
初探明经济可采储量 （２）

应该说，一个时点某矿区探明已开发经济可采

储量的多少是独立石油工程师采用一定程序，按照

一定标准加以确定的。石油天然气深埋于地下，即

使是独立石油工程师确定的储量数也只能是一种估

计。而且，随着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独立石油工程

师获取的地质数据会越来越丰富，因而对地下油气

储量的估计会越来越准确。可见，“矿区期末探明

已开发经济可采储量 ＋矿区当期产量”往往与期初
探明已开发经济可采储量不相等，且期末探明已开

发经济可采储量的估计值在可靠性上高于期初探明

已开发经济可采储量的估计值，所以，公式（１）比公
式（２）更为精确，这也是国际上使用公式（１）的

道理。

其四，该章定义了许多重要的概念，其中第１９
条定义了油气生产，第２０条定义了油气生产成本。
由于油气生产成本中的核心内容是油气资产折旧，

第２１条接着便规定了油气资产折旧的方法与计算
公式。由于油气资产折旧公式中出现了探明已开发

经济可采储量这一重要概念，第２１条还对该概念进
行了界定。由于油气生产过程不仅涉及到油气资产

这种核心的长期资产，还包括许多支持性资产（辅

助性固定资产），这些支持性（辅助性）固定资产如

何处理，尤其是折旧如何处理，第２２条进行了规定。
不过从体例上看，准则的格式似乎与国际会计准则、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不同，有关核心概念并没有采取

集中定义的方式。

其五，油气生产过程中及矿区废弃时，会出现环

境责任问题，这同时涉及到油气资产折旧的价值基

础问题。为此，《油气准则》第２３条做了规定：企业
承担的矿区废弃处置义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３
号———“或有事项”中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应当将

该义务确认为预计负债，并相应增加井及相关设施

的账面价值。不符合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在废弃

时发生的拆卸、搬运、场地清理等支出，应当计入当

期损益。

（六）关于油气生产活动的报告问题

第六章以“披露”为标题，就石油天然气生产活

动的报告问题作了相应的规定。该章主要有如下几

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其一，标题用“披露”一词不恰当，笔者建议用

“油气生产活动报告”，因为只有向公众公开的报告

才可称之为“披露”。

其二，关于油气储量报告问题。在附注中揭示

油气储量及其变动（准确地说应该是探明经济可采

储量，包括探明已开发经济可采储量和探明未开发

经济可采储量）是国际惯例，《油气准则》第２５条第
１款对此也进行了规定。ＳＦＡＳＮｏ．１９要求附注中
的储量数量单位为桶和立方英尺，而在中国的习惯

中，原油一直是按吨来计量，天然气按立方米来计

量。是遵从中国习惯还是国际惯例，以及二者之间

的转换计算方法问题，准则中没有明确。此外，油气

储量数量的分部揭示是按地理区域进行的，且地理

区域的划分相对较为粗略，这可能与中国海外石油

天然气生产活动还不多有关。另外，油气储量的数

量包括了母公司和子公司全部储量的数量及占合营

油气储量数量的份额是国际惯例，只不过国际上使

用的按权益法长期投资所占的储量份额来表示。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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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合营和长期投资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是这

样，这里的规定就不全面了。

其三，《油气准则》第２５条第２款对在国内和
国外发生的矿区权益的取得、勘探和开发全部支出

也提出了报告要求。应该讲，支出信息是一种成本

信息，在其他行业也许是不加以揭示的，属于商业机

密的内容。为什么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要揭示这种

信息？其目的在于让投资者了解石油企业的主要风

险及其分布，更加有利于投资者的决策。［２］

其四，《油气准则》第２５条第３款要求在附注
中揭示探明矿区权益、井及相关设施的账面原值，累

计折耗和减值准备金额以及计提方法；与油气开采

活动相关的辅助设备及设施的账面原值，累计折旧

和减值准备金额以及计提方法。揭示油气生产活动

的会计政策，目的在于让财务报告的使用者更好地

理解财务会计信息。就石油天然气生产活动的会计

来说，涉及到的重要会计政策包括：石油天然气资产

的会计方法及其折旧、减值计提方法。应该说，石油

天然气资产（核心是井及相关设施）的期末余额、累

计折旧和减值准备金额已在资产负债表中加以单独

揭示，是否还应在附注中加以揭示，值得考虑。与油

气生产活动相关的辅助设备及设施，其揭示要求同

固定资产，是否单独在附注中列示出来，也值得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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