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会计准则关于职工薪酬核算的主要变化及容易出现

的问题

会计准则关于职工薪酬核算的主要变化有：一是职工薪

酬按受益对象进行分配；二是职工福利费按实际情况计提；三

是累积带薪缺勤要单独确认；四是辞退福利按权责发生制处

理；五是增加以股份为基础的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核算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如下：

1. 可能成为企业调节利润的新途径。会计准则对于职工

薪酬的核算增加了很多职业判断和估计，主要包括：淤要求职

工福利费的计提金额根据企业历史经验和实际情况来确定；

于要求对累积带薪缺勤进行单独核算；盂对于自愿接受裁减

建议而形成的辞退福利，因接受裁减的职工数量不确定，企业

应当预计将会接受裁减建议的职工数量，根据预计的职工数

量和每一职位的辞退补偿等计提应付职工薪酬（辞退福利），同

时计入管理费用；榆用权益结算方式换取职工服务的，且在授

予后不能立即行权的，企业应当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以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数为基础，按照权益

工具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资产

成本或当期费用，同时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会计估计的存在为企业调节各期的经营利润提供了新的

途径，尤其在资料不全、会计人员素质不高或企业所有者和经

营者操纵利润时更是如此。

2. 关于辞退福利的核算。会计准则对解除劳动关系补偿

浅谈会计准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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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月刊》（会计）2008

年第 4期发表了陈克兢、朱学

义同志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入账价值确定方法差异比较》

一文（以下简称“陈文”）。文章

通过一个实例得出结论：在公

允价值不等、税率相等时进行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采用换出

资产价值决定法和换入资产价

值决定法计算的换入资产成本

是不相同的。笔者认为，这个结

论是错误的，只要交换双方是

等值交换，两种方法所确定的

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是相同

的。陈文存在以下问题：

1. 对补价的理解有误。补

价是确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

换入资产成本和交换损益的重

要因素。《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简

称“第 7号准则”）对补价并没

有作出明确定义，但根据相关

规定可以看出，补价就是涉及

交易双方的少量的货币性资

产，只涉及其中一方的相关税

费不应确认为补价。支付补价方支付的补价=换入资产的公

允价值-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收到补价方收到的补价=换出

资产的公允价值-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所以交换双方是等

值交换时，补价就是交换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

陈文列举的例题中，乙公司支付甲公司补价 58 500元，

其中交换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为 50 000元，8 500元为增值

税的差额，因此，计入交换资产成本的补价应该是 50 000元，

而不是陈文中的 58 500元。不论是采用换出资产价值决定

法，还是采用换入资产价值决定法，甲公司换入的钢材成本均

为 310 000元，乙公司换入的车床成本均为 409 500元。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借：原材料———钢材 310 000

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51 000元，银行存款

48 500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35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59 500元。借：主营业务成本 230 000元，

存货跌价准备 20 000元；贷：库存商品———车床 250 000元。

乙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借：固定资产———车床 409 500

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30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51 000元，银行存款 58 500元。借：主营业务成本

170 000元，存货跌价准备 10 000元；贷：库存商品———钢材

180 000元。

甲公司通过这笔交易产生的损益为 120 000元，乙公司

通过这笔交易产生的损益为 130 000元，都是换出资产的公允

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而陈文中甲公司不论是采用换出资

产价值决定法计算的损益 121 500元，还是采用换入资产价值决

定法计算的损益 130 000元，均不符合第 7号准则关于“换出

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的规定。

2. 账务处理有错误。一是甲公司支付的 10 000元运杂费

在账上没有体现出来。二是甲、乙两公司均确认了营业外收

入，这令人费解。由于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公

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该业务实质就是：甲公司将其产品销售

给乙公司，再从乙公司购入钢材；乙公司将其产品销售给甲公

司，再从甲公司购入车床。所以两公司都不可能产生营业外收

入。如果说乙公司的营业外收入为 10 000元，勉强可理解为

结转发出存货的跌价准备，那么甲公司的营业外收入 21 500

元或 30 000元还是无法理解，因为甲公司仍有存货跌价准备

20 000元。再者发出存货结转跌价准备时贷记“营业外收入”

科目也不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应该贷记“主营业务成

本”科目。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