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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强自然资源核算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是完善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基

础。基于WSR“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对自然资源核算理论和文献开展研究，探索构建我国

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研究结果表明：WSR系统方法论适宜于自然资源核算分析；基于WSR

系统分析，自然资源核算体系结构包括宏观的以服务于宏观经济规划和经济决策为目的的自

然资源国民经济核算，中观的以服务于政府资产管理为目的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核算，微观的

以服务于企业自然资源资产经营和市场要素配置为目的的企业经营性自然资源会计核算；基

于WSR方法构建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有助于明晰各层次核算目的、核算框架、实现途径、核算

方法上的选择。

关键词：自然资源核算；实践进展；理论体系；WSR方法论

党的十八大提出开展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以来，资源科

学、统计学和会计学等学科相关学者从事自然资源核算热点问题的交叉研究，政府职能

部门也在推进相关实践工作。自然资源核算的实践活动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的结绳记事

就是从核算自然资源的数量开始的。近代古典经济学家 Willian Petty、Thomas Robert

Malthus、David Ricardo、John Mill等较早关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支持要素核算[1]，他

们在分析经济活动时认识到工业革命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

发利用[2]。在自然资源的宏观国民经济统计核算、政府资产管理中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和企

业经营性自然资源资产会计核算领域，理论与实践不断演进[3]。我国学者已经开展了较多

研究，但目前在自然资源相关核算理论基础、框架体系等方面存在较多分歧。基于WSR

系统方法论，理清自然资源核算的理论基础和框架体系，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核

算理论研究，指导和推进自然资源核算工作，健全自然资源治理体系，提升自然资源治

理能力。

1 自然资源核算相关研究现状与进展

人类很早就开始认识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实践活动。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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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形成对自然资源核算观点、想法和见解，总结成朴素的自然资源核算思想。这些

思想是人类在长期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对自然资源核算活动的不断总结和深化认

识；自然资源核算理论是在自然资源核算活动中不断总结和深化而建立起来的系统科学

理论知识，其思想和理论来源于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进行核算的实践活动，并在实践中

得以验证其科学性，以进一步指导自然资源核算实践[4]。早在1956年，Anthony提出“应

建立环境核算体系核算每年自然资源总量发生的变化”[5]，在20世纪中后期逐步形成了资

源核算理论，并探索在企业微观层面、政府资产管理和国民经济核算层面建立自然资

源和环境核算体系[6]。我国学者李金昌[7]较早提出开展自然资源核算，完善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制度。

1.1 基于宏观国民经济核算层面的自然资源核算研究

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8]，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发展时遇到自

然资源的有限性，开始了探讨自然资源核算问题[9]。在SNA 1993（联合国《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和辅助系统表》）中，环境成本成为GDP核算的内容，自然资源还没有纳入GDP

核算[10]；在SNA 2008中，开始将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纳入SNA核算体系，并且SNA 2008

不研究实物性自然资源在经济系统内流转。在 SEEA （联合国《环境与经济核算体

系》）中，将自然资源核算纳入核算范畴，SEEA 核算先后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包

括：SEEA 1993、SEEA 2000、SEEA 2003、SEEA 2012。挪威、美国、日本、澳大利亚

等国家主要基于SEEA核算体系开展自然资源核算[11]。

《中国21世纪议程》发布后，我国更加关注自然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开展了

自然资源核算相关理论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但统一规范的核算实践活动

还非常少[12]。20世纪90年代，李金昌等[13]探讨了将自然资源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问

题。李金昌[14]、葛家澍等[15]、吴优等[16]先后对自然资源核算的理论进行了论述，《中国

21世纪议程》提出建立资源环境核算体系，《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是资源环境

核算领域有益的实践尝试[17]。目前，关于如何将自然资源统计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还存在分歧和争议[18]。

1.2 政府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核算理论与实践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均取得了较多成

果。在报表编制框架、内容结构、计量方法上，沈镭等[19]、张卫民等[20]、季曦等[21]、封志

明等[22]、耿建新[23]开展了相关研究，但还存在较多争议。会计学者张卫民等[20]、季曦等[21]

基于“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并核算负债；资源科学、统

计学者封志明等[22]以自然资源分类收支平衡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一些学者则主张

以国际SEEA 2012为基础，不支持开展自然资源负债核算。在分类核算上，吴芳等[24]探

讨了水资源核算，陶建格等[25]研究了土地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张卫民等[26]研究的森

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范振林等[27]、季曦等[28]研究了矿产资源核算，张婕等[29]探讨了

生态损益的核算。

目前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理论和方法仍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主流”研究遇

到瓶颈，如在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框架、核算标准与方法等均存在较多分歧[30]。相关学者

在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定位上存在认识差异，把宏观国民经济核算、政府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核算，甚至微观主体的资源会计核算任务都希望由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

工作来完成，这显然是不现实的[31]。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还存在“相关理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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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认识不统一，功能定位不完整、核算技术不规范，编制工作难协调等问题”[32]。

1.3 企业经营性自然资源资产核算

在企业会计核算上，对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研究相对不足。宏观经济上自然资源要

素市场化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核算理论定位与结构等系统性研究成果较少。加强自然

资源要素资产核算，实现自然资源的受益分配机制和市场配置自然资源生产要素，需要

对自然资源核算研究有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需要建立创新的研究逻辑[33]。

《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和《环境成本与负债的会计与财务报告》较早建立了

相关资源环境资产的确认、计量、记录、核算和报告制度，以及自然资源资产的受益分

配和市场配置制度[34]。在国内，许家林[35]系统地研究了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自然资

源会计核算问题。在生态资源的价值核算上，近年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相关决议

中，对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提出越来越具体的要求，包括识别、计量和估算公司对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和依赖的价值，以及供应链可持续管理和信息披露。企业按

照财务会计学方法编制“环境损益账户”（EP&L），通过将生态资源的成本和效益货币

化，不但可满足公约上的要求，而且为商业决策提供了可信及可操作的信息，是实现环

保合规、避免运营风险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创新举措[36]。赵阳[37]还进一步研究了情景分析

法在企业核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应用。

目前，自然资源资产的企业核算研究逐步深入。全球变暖使碳排放容量成为重要的

自然资源，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签署，为减少碳排放量，欧美国家开始建立碳交易市

场，我国也在不断完善碳排放容量管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

[2019]22号）中，碳排放权交易、碳金融产品、碳资产管理等减排政策的落实对企业投

资、融资与生产经营产生了重要影响 [38]。碳会计作为资源环境会计领域的重要组成部

分，回顾和总结国内外碳会计的理论研究并展望未来发展，对资源环境会计领域进一步

拓展学术前沿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39]。

1.4 文献综述

综上所述，自然资源核算在宏观层面服务于国民经济核算（SNA/GDP）、在中观层

面服务于政府/区域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在微观层面服务企业经营自然资源资产，为自

然资源核算的分类、分级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借鉴。由于对自然资源核算的定

位不清，把宏观国民经济核算、政府资产管理核算和微观企业组织核算相混淆，导致目

前在自然资源核算目的、范围、内容、方法上存在较大分歧。基于WSR方法论的系统分

析，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的核算体系，厘清不同层次、不同目的和不同主体的自

然资源核算过程、方法与内容的差异。

当前需要建立适应生态文明需求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主要面临六个重大问题：

（1）如何借鉴SEEA核算框架，建立符合中国实际、与国民经济综合核算体系接轨的自

然资源核算体系？（2）如何借鉴会计学理论，建立政府自然资源资产核算体系，实施国

有自然资源资产核算？（3）如何将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纳入政府资产核算体系？（4）如何

完善企业微观层面的资源会计核算、信息报告和披露制度？（5）如何构建自然资源价值

体系和估价技术体系，适应自然资源核算的需求？（6）如何将单项资源与自然资源复合

系统关联，按照自然资源生态观、系统观和整体观开展自然资源核算？

围绕自然资源核算的六大问题，确定自然资源核算的基本任务：一是服务于国民经

济统计核算，建立自然资源的统计核算制度，服务宏观经济决策；二是建立自然资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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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核算制度，开展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服务政府机构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三是完善企

业经营性自然资源资产会计核算制度，服务于企业等微观组织的自然资源资产会计核

算。构建科学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框架，对于我国的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 自然资源核算的WSR分析和层次结构体系构建

2.1 基于WSR方法论的自然资源核算分析

在自然资源核算的理论与实践中，系统科学的WSR方法论为研究提供了一个解决此

类问题的系统工程方法论框架。运用WSR方法论，分别从问题的科学维度“物理W”、

管理维度“事理S”和人类价值观维度“人理R”来分析处理解决此类复杂问题[40]。

（1）在自然资源核算的“物理”维度分析，自然资源具有不同于其他资产的自然属

性，要以自然资源的产生、存在、演化客观规律为基础开展自然资源核算。

（2）在自然资源核算的“事理”维度分析，开展自然资源核算是人们在自然资源自

然属性认识的基础上，把自然资源的价值选择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管理中来，完善自然资

源治理体系，提高自然资源治理能力，提高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

（3）在自然资源核算的“人理”维度分析，对自然资源价值判断发生了变化，人们

越来越认识到自然资源的重大价值，在权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时候选择了后者，人

们选择了可持续发展，选择了生态文明。这一选择是开展自然资源核算的理论研究出发

点和实践工作的归宿。

2.2 构建我国自然资源核算层次结构体系

资源科学学者对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已经开展了较多的研究，对水、土、林、矿等

自然资源有了一定的认识，掌握了一些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其演化的客观规律和科学

知识。面对现实问题，往往会发现有些问题从自然科学规律来看是比较简单，也就是物

理结构简单，甚至对于如何处理此类问题的行动路线也是比较清楚，但却难以执行。如

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并执行一个符合自然科学的行动方案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41]。还

有这样一类问题，如果过度关注“人理”，而不考虑事物的科学规律和处理问题的科学方

法，虽然处理的结果会使“利益相关者”有比较高的“满意度”，但结果并不理想。

自然资源核算需要进行系统思考，需要学科交叉来解决问题。（1）在“物理”维

度。研究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根据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学规律，开展综合与分类研

究。既要注重“山水林田湖草”统一体，开展统一核算，也要注意水、林、矿、土等自

然资源的分类特征与属性，开展有针对性的核算；既要注重自然资源存量核算，也要关

注流量自然资源核算。（2）在“事理”维度。基于宏观经济，考察经济总量的关联，开

展自然资源总量统计，反映资源—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关联，实施自然资源的宏观国

民经济统计核算；在中观层面，各级政府需要承担自然资源受托管理责任，实施区域资

产核算；市场经济制度下，经营性资产以市场配置为主体，作为经营性资产的自然资

源，以市场化配置为基础，各企业组织主体实施自然资源资产会计核算，提升企业生产

和市场配置自然资源效率。（3）在“人理”维度。宏观层面，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想，我国开展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型社会建设；由于受传统发

展模型的影响，从思想转变到组织行动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逐步深入推进，各级政

府、社会组织和个人是实施这一行动的主体，因此既需要宏观层面的自然资源核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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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微观社会组织的自然资源核算。

基于自然资源核算“物理、事理、人理”综合分析，自然资源核算体系划分为三个

层次：宏观上服务于宏观决策的自然资源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中观上服务于各级政府履

行自然资源受托管理责任的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微观上服务于企业自然资源要素使用与

市场要素资源配置的自然资源资产企业会计核算（图1）。

3 自然资源核算结构分析

开展自然资源核算，一是要反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基于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开

展自然资源核算，反映自然资源与国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二是要提供自然资

源资产动态变化与静态状况信息，反映管理成效；三是要科学反映自然资源资产价值。

自然资源核算体系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的工程，应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重点

到全面、从分类到综合的思路，循序渐进完善我国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根据对目前文

献研究和WSR系统分析，探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结构体系，如表1所示。

3.1 自然资源的国民经济综合核算

（1）核算内涵

基于国民经济核算开展的自然资源核算，以国家或者地区为单元，包括自然资源的流

量核算和存量核算，反映自然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投入与产出情况，反映自然资源与

国民经济的规模、水平、发展速度、结构、比例、平衡、效益等关系，以利于正确认识国

民经济的发展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律，自觉地调整国民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可持续

供给的矛盾，协调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的关系，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决策。

（2）核算思路

建立我国自然资源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遵循以下思路（图2）：一是广泛参照国际

图1 自然资源核算层次结构体系

Fig. 1 Natural resource accounting hierarch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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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基于 SEEA 2012，基于

科学管理要求，体现我国自然

资源管理现状；二是协调自然

资源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自然资源企

业会计核算的联系和融合，考

虑核算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基于国民经济核算开展的

自然资源核算，包括自然资源

的价值量核算和实物量核算，

主要是服务国民经济核算和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核算方法主要是进行自然资源的统

计核算，也包括自然资源资产的会计核算与业务核算。狭义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核算是统

计核算，因此狭义上的服务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自然资源核算也主要是统计核算。

3.2 政府管理的自然资源资产核算

（1）核算内涵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核算目前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是实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核

算，反映政府资产管理绩效；另一种思路是以区域地理范围，对一定区域范围内自然资

源资产进行核算，重点反映区域自然资源资产的存量和流量，掌握“家底”和“代价”。

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是政府资产管理核算的基础，核算的作用体现：① 掌握自然资源资产

状况。核算内容包括自然资源资产的数量、质量、价值和空间分布等，开展分析评价

和动态监测监管，摸清“家底”，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报告制度奠定核算的前提。

②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通过核算，提供反映自然资源实物量与价值量，资产、负

债与权益等相关核算信息。③ 实施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为评价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

考核受托人履职尽责和绩效等情况，提供依据和基础支撑。

（2）核算思路

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统一行使所有权”的管理框架和脉络正逐步显

表1 自然资源核算分类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accounting classific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核算分类

核算范围

核算对象

核算主体

核算框架

核算目的

核算内容

核算方法

负债核算

平衡关系

国民经济统计核算

国家/地区/行政区域

自然资源（资产）

统计部门

国民经济核算

国民经济宏观规划与决策

从实物、价值等方面反映自然资

源状况，并将自然资源状况纳入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收入法/支出法/分配法

不确认

期初量+增加量-减少量=期末量

政府管理核算

国家/地区/行政区域

受托管理自然资源资产

受托资产管理政府机构（自然资

源部/厅/局）

国有资产管理核算

受托管理自然资源资产责任与

审计

从实物、价值核算受托管理自然

资源资产状况，资产开发利用效

率、审计责任

政府资产管理会计

确认

资产来源=资产使用

企业经营核算

经营性组织

具有经营权属的自然资源资产

企业等经营性组织

企业资产会计核算

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经营目标

企业经营性自然资源资产的确

认、计量、记录、核算的报告

复式借贷记账核算

确认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图2 自然资源的国民经济核算思路

Fig. 2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ideas of natur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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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然资源治理体系中，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自然资源部为受托管理国有自然资源

资产。根据职责要求，自然资源部要负责自然资源监测、确权登记、资产统计与核算、

有偿使用等工作。

自然资源资产统计制度是建立在自然资源分类统计的基础上，反映自然资源分类与

综合、实物与价值、存量与流量状况，统计核算的主要关系：流量统计核算要素关系

（本期增加-本期减少=本期净变动）、存量核算与流量核算的关系（期初存量+本期净变

动=期末存量），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统计制度。以水资源为例，其基本的统计报表结构框

架如表2所示。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我国关于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理论创新[3]，从理论与

方法体系角度来看，目前还存在分歧和争议。报表编制的基本理论逻辑框架是基于会计

学理论的资产核算框架，还是基于自然资源的统计核算框架？基于会计学理论的资产核

算框架的报表编制是自然资源资产变动核算的结果，基于统计学理论框架的报表编制是

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统计和监测的结果。目前的研究中，主要分为两大类别，即统计学与

资源科学管理学者基于统计核算的研究成果和会计学者基于会计理论框架的核算成果。

基于不同的理论框架意味着不同的思路和方法。在作者过去的研究中，已深入探讨了基

于会计学理论的自然资源核算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基本的核算框架如表3所示。

3.3 企业自然资源资产核算

（1）核算内涵

表2 水资源资产账户结构（示例）

Table 2 Water resource asset account structure

编制单位：

自然资源资产账户

水资源资产

地表水资源

河流水资源

河流Ⅰ类水

河流Ⅱ类水

………

湖泊水资源

湖泊Ⅰ类水

湖泊Ⅱ类水

………

水库水资源

水库Ⅰ类水

水库Ⅱ类水

………

其他地表水体

………

地下水资源

浅层地下水资源

其中污染浅层地下水

深层地下水

行次 单位 期初数 本期增加量 本期减少量

日期：

本期净变动 期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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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核算体系建设是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开展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的基础。自然资源经营性资产核算的主要内容包括自然资源存量与流量、实物

量与价值量、分类与综合、资源开发利用效益的核算与考核、资源耗费与价值的确认和

计量等问题。企业是经济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主体，加强

企业的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是实施自然资源精细化管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制度基础。

加强企业涉及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行为管理，在企业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加入资源核算

（资源会计）已经成为生态实践要求。目前的资源会计缺少深入的理论研究，会计准则与

相关制度没有对这一要素进行详细论述和制定可操作性的规范。

（2）核算思路

自然资源资产的企业核算制度应以会计学理论为基础，与现有会计理论实践整合，

采用复式记账作为核算的基本方法。由于自然资源各个要素既有自身的独立内涵和特殊

的确认和计量要求，彼此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要注意自然资源资产核算

的分类与综合。通过核算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投资、生成、使用、消耗、收回、补

偿和分配等七个环节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对于每项涉及自然资源的经济

表3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结构框架

Table 3 Structure of natural resources balance sheet

编制单位：

资产类账户

土地资源资产

耕地资源

……
森林资源资产

林木资源

……
矿产资源资产

能源矿产

……
水资源资产

地表水资源

……
海洋资源资产

海洋生物资源

……
气候资源资产

风能资源

……
其他资源资产

……
……

……

自然资源资产总计

行次 单位 期初数 期未数 权益类账户

土地资源负债

耕地资源负债

……
森林资源负债

林木资源负债

……
……

……
自然资源负债合计

土地资源生态权益

耕地生态权益

林地生态负债

……
……

……
生态权益合计

土地资源经济权益

耕地经济权益

林地经济权益

……
……

……
经济权益合计

权益总计

行次 单位

日期：

期初数 期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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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活动和自然变化，基于“资产=负债+权益”会计平衡理论框架，进行借贷记账，系

统地反映自然资源资产期间变化与期末状态。

自然资源资产变化的确认、计量、记录，开展自然资源核算。自然资源会计核算应

以价值核算为主，以反映资源变动的经济社会活动和自然因素为依据，借助资源科学、

会计学相关技术方法，对企业的自然资源资产存量和流量进行全面、综合、系统的核算

与监督。自然资源资产会计核算根据借贷平衡原理，确定整体核算过程的工作步骤和方

法，经过凭证、分录、转账、分类账、试算、调整等核算程序后，对期间变化和期末状

态进行“确认、计量、记录、登记账薄，编制报表”，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发布自

然资源资产核算信息报告。

4 结论

开展自然资源核算是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

对当前自然资源核算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性分析，构建自然资源核算结构体系，解决研究

成果理论定位的争议和分歧，以及明确的自然资源核算的层次结构，服务于自然资源核

算实践工作。通过研究，形成以下结论：

（1）自然资源核算体系必须对自然资源核算的“物理、事理、人理”进行系统分

析。对当前的自然资源核算进行系统性分析后，构建核算理论结构有助于提升自然资源

核算的理论与实践，也有助于解决当前自然资源核算研究领域的分歧。

（2）基于“物理、事理、人理”系统分析，自然资源核算结构体系包括自然资源的

国民经济核算、政府的自然资源资产核算、企业经营性自然资源资产核算。通过对自然

资源核算结构体系分析，为当前自然资源核算研究划分研究范畴，确定研究途径和方法

提供帮助。

（3）自然资源国民经济核算以统计核算为主服务于宏观经济规划和经济决策，政府

自然资源资产核算以政府资产管理核算为主服务于政府资产管理。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目

的不同，采用的方法不同，其核算路径与方法选择是基于不同层次的自然资源核算需要。

（4）企业自然资源会计核算服务于企业自然资源资产经营和市场要素配置。自然资

源要素的市场配置需要改善自然资源的宏观治理体系，也需要建立自然资源资产市场配

置的微观基础，企业资源会计的研究是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本文对自然资源核算理论体系的系统分析，拓展了自然资源核算理论的研究范

畴，更有助于自然资源核算形成规范系统的研究思路和逻辑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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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ural resource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tool in

recent year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system.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SEEA 2012 and SNA 2008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accounting practice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y are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new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zation technology, China's balance sheet and resources accounting idea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 management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system and improve China's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capacity. At present, in the theo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unified understanding of the accounting

framework and method, and in practice, there is also a lack of an effective accounting syste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of current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and establish the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system in China to guide

the practice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Based on WSR methodolog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heory and literature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and consider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system.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The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system should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WSR"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based on the "WSR" analysis, the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consists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 asset management

account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terprise operation asset account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is helpful for making macro-

economic plan and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government asset management account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is helpful for government asset management, and enterprise asset account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is helpful for enterprise natural resource asset management and market

element allocation. Based on WSR method, the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system can make

wiser choices for accounting purpose, accounting framework, way of realization and

accounting method. After a systematic analysis, the construction of accounting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o

solve the divergence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research.

Keywords: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practice progress; theoretical system; WSR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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