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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股票期权的会计确认

一、股票期权会计确认的基本观点

在我国，对股票期权会计确认方法至今仍存在争议，主要

有以下五种确认方法：

1援 费用观。该观点认为公司赠予管理者股票期权的实质

是公司为了补偿管理者已提供的或将来要提供的服务，根据

配比原则，这个补偿的总额要作为费用在管理者提供相应服

务的期间摊销计入当期损益。费用观没有体现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的设计初衷。

2援 利润分配观。该观点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认为管理

者作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应该与财务资本的所有者———股东

共同分享企业剩余，而股票期权的实质就是管理者分享企业

剩余，所以应将股票期权确认为利润分配，这样，股票期权的

会计处理不会影响利润表。但是管理者在行权之前的身份是

经营者，行权之后的身份才由经营者转换为所有者，若管理者

还没有行权就将股票期权定位于管理者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

进而分享企业剩余，即将管理者等同于所有者，这样做似乎有

点不妥。

3援 非会计对象观。该观点认为不宜将股票期权费用化，

因为它体现的是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分享关系，不符

合费用的定义，也不符合现有的会计要素的定义，它已经超

越了会计系统处理对象的范围。因此我国不宜要求企业通

过会计报表正式确认股票期权，只需做出相应的信息披露。非

会计对象观认为，不论股票期权是否符合费用的定义，都不宜

要求企业通过会计报表确认股票期权。但这样做就很可能导

致类似“安然事件”的会计造假案再次发生。况且，股票期权

作为企业一项十分重要的经济活动，是不可能被排除在会

计对象之外的。因此，以这种观点对股票期权进行处理也是不

合适的。

4援 或有事项观。该观点认为，股票期权实际上是企业给

予管理者的或有报酬，这种期权可以使企业产生或有认股权

（属于或有资产），同时产生或有普通股项目（属于交付普通股

的义务）。而收取认股权的权利与交付普通股的义务是否能够

发生，取决于未来公司的股价变动情况。因此，应将其视为企

业的一种或有事项，并按照或有事项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如

果股价与行权价之间的差额较大，就会导致费用不均衡，不符

合配比原则。并且以或有事项观确认股票期权，很容易导致资

产虚增，如果股票期权持有人弃权，则需要冲减原来的记录，

这样，容易出现操纵业绩的问题。

5援 特殊权益观。该观点认为，按照所有者应享有的权利

划分，股票期权不属于权益，根据负债的性质可知，股票期权

也不属于负债，所以它既不属于权益也不属于负债，而是兼有

两者的性质。特殊权益观一方面认为股票期权的发生既没有

导致负债的发生，也没有减少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另一方面又

要确认由股票期权而引起的报酬费用，这是自相矛盾的。既然

负债没有发生，又何来报酬费用的确认？既然认为应确认由此

引起的报酬费用，实际上是认同了费用观。

二、完善股票期权会计确认方法的建议

笔者认为仅基于其中某一种观点，不能够妥善解决股票

期权会计确认的问题。因为股票期权实际上包含了两项交易，

应该分别按照“费用观”和“利润分配观”进行会计确认：第一

项交易即管理者提供智力服务，股东购买这种服务并支付报

酬；第二项交易即管理者行权后从经营者转变为所有者，参与

企业剩余的分配。

1援 第一项交易的会计确认。在第一项交易中如果管理者

获得现金，那么这项交易结束。然而，公司的所有者即股东并

没有用现金支付，而是利用股票期权的方式支付，目的是约束

管理者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管理者必须将本来可以获得

的现金报酬用来购买企业的股票。根据以上分析可知，管理者

在未行权之前，兼有经营者和债权人的性质，因此在第一项交

易中仅确认股票期权的报酬费用。

笔者根据需要设置了“人力资本成本费用”账户，突出

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应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质目标。第

一项交易的会计处理如下：淤股票期权在赠与日的会计处理

为：借：长期待摊费用；贷：应付款项———股票期权。于股票期

权持有期间摊销的会计处理为：借：人力资本成本费用；贷：

长期待摊费用。

2援 第二项交易的会计确认。股票期权的第二项交易分两

种情形：一是管理者行权；二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股票期权

确认的中止，如管理者自愿离职、退休、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

等。这里仅解析第一种情形即管理者购买企业股票的处理。管

理者因为持股而正式成为企业的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与以前

的股东共同分享以后的企业剩余。当管理者行权时，即第一项

交易开始结算，相当于管理者获得现金（市场价格与行权价格

之间的差额乘以行权数量），企业所欠管理者的负债得以偿

还；管理者将这部分现金用于购买企业股票，从管理者身份变

成股东身份。

第二项交易即管理者行权时的会计处理如下：借：应付款

项———股票期权；贷：股本，资本公积。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