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样是工资薪金形式的激励，不同的支付方式可能带来

不同的效果。下面笔者从纳税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的薪酬激励

方式对经营者净收益的影响。

例：甲公司在 2006年度支付给经营者的工薪为 900 000

元，应采取何种薪酬支付方式对于经营者来说净收益最大呢？

公司提出了以下四种支付方式，分别是：“工资垣奖金”制、绩

效工资、年薪制及股权制度。下面就这四种薪酬激励方式的税

后净收益，笔者试作一计算和分析：

1.“工资垣奖金”制。甲公司支付给经营者每月的工资为

30 000元，年工资为 360 000元，年终奖金为 540 000 元，则

该经营者本年应缴纳个人所得税=［（30 000原1 600）伊25%原

1 375］伊12垣540 000伊30%原3 375越68 700垣158 625越227 325

（元）。纳税后，经营者的净收益=900 000原227 325越672 675

（元）。

2. 绩效工资。我们知道，在工资总额一定的前提下，年基

本工资和年绩效工资总额的比例不同，两者的纳税效果是不

同的。为了方便与其他三种方式比较，我们要采用在这种方式

下使得净收益最大的年基本工资和年绩效工资总额的比例。

由上表可知，在年绩效工资比例为 50%时，该经营者当年

应纳个人所得税最低，当年净收益最大。即月基本工资为

37 500元（450 000衣12），年基本工资 450 000元，年底一次发

放绩效工资 450000元，此时应纳个人所得税为 202 325元，净收

益为 697 675元。

3. 年薪制。按税法规定，经营者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

［（900 000衣12原1 600）伊35豫原6 750］伊12越227 280（元）。纳税

后，经营者的净收益=900 000原227 280越672 720（元）。

4. 股权制度。以股票期权为例，若甲企业发放股票期权，

每月支付工资 50 000元，年工资为 600 000元；年底以施权价

1元/股授予该经营者 30 000股股票期权。年底行权时股票市

价为 11元/股。

1耀12月经营者月工资应纳个人所得税=［（50 000原1 600）

伊30%原3 375］伊12越133 740（元）；12月行权时经营者应纳个

人所得税=（11原1）伊30 000伊45%原15 375越119 625（元）；全年

应纳个人所得税=133 740垣119 625越253 365（元）；纳税后，经

营者的净收益=900 000原253 365越646 635（元）。

通过比较可知，股权制度下的净收益最低，而绩效工资下

的净收益最高。当然，这里的结果可能会由于数据选取的不同

而有所改变，但从纳税的角度来看，股票期权制度或是年薪制

度的实施未必会给经营者带来更多的利益，而且期权的风险

较大。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在实行绩效工资制和股权制度时，

在符合相关文件的前提下，公司不需要作纳税调整，但对于

“工资垣奖金”制和年薪制下，公司还需作纳税调整，要多缴企

业所得税=（900 000原1 600伊12）伊33%越290 664（元）。基于此，

公司很可能更倾向于采取绩效工资的薪酬激励方式。对于经

营者或是对于普通员工而言，则要根据企业所处的行业、企业

的规模、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人员结构等的不同而异，不能

盲目地采取国外或其他性质不同的企业的薪酬激励方式。茵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合并财

务报表应当以母公司和其子公司的财务报表为基础，根据其

他有关资料，按照权益法调整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后，

由母公司编制。而股票股利的发放只引起所有者权益结构的

变化，对所有者权益的总额没有影响，投资企业不需做会计

处理，《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未涉及相关

问题，2007年注册会计师辅导教材《会计》也没有对该问题予

以明确。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母公司应当统一子公司所采用的会

计政策，使子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与母公司保持一致。母公

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母公司在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中所享有的份额应相互抵销。所以在做抵销分录时，只需根

据送股公司对分配股票股利的会计处理来做。

2007年注册会计师辅导教材《财务成本管理》指出，我国

目前按股票面值计算股票股利的价格。《企业会计制度》规

定，公司按股东大会批准的应分配股票股利的金额，办理增

资手续后，借记“利润分配———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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