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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股收益准则对每股收益计算的规定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

每股收益》（简称“第34号准则”）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计

算方法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第34号准则要求，除了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外，还必须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根据该准则，上

市公司在发行新股、回购股份以及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股

权证时，每股收益的计算将产生重大变化。

当上市公司有发行新股、回购股份等行为时，发行或回购

的时间将会影响每股收益的计算结果。第34号准则规定，对总

股本数应当以加权平均数为准。公式为：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

平均数越期初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垣当期新发行普通股股数伊

已发行时间衣报告期时间-当期回购普通股股数伊已回购时

间衣报告期时间。另外，准则要求计算稀释每股收益，对于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股权证可能影响股本规模的公司，稀释

每股收益与原有的每股收益将产生重大区别。根据准则要求，

企业存在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应当分别调整当期净利润和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其中加权平均的股本数必须加上假定

稀释性普通股转换为已发行普通股而增加的部分。

二、计算基本每股收益

1. 分子———净利润。按照“本期营业观”，净利润只包括

本期正常经营所得，不包括其他所得；根据“总括观念”，除股

利和企业与股东间其他经济业务外，净利润应包括报告期所

有影响所有者权益变动的项目。我国与国际会计准则第33号

（IAS33）的规定协调一致，将计算每股收益的分子简化为净利

润一个指标。笔者认为以此净利润为基础计算的每股收益，其

中包括了非持续项目、非常项目的影响，有可能误导投资者的

决策。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坚持证监会的规定，在计算利润

时，分主营业务利润、营业利润、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四个项目进行。

2. 分母———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我国企业

会计准则第34号第五条规定，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

数越期初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垣当期新发行普通股股数伊已发

行时间衣报告期时间-当期回购普通股股数伊已回购时间衣报

告期时间，已发行时间、报告期时间和已回购时间一般按照天

数计算；在不影响计算结果的前提下，也可以采用简化的计算

方法。这与IAS33中的相关规定基本一致，也与证监会的加权

平均每股收益计算类似。从理论上来讲，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

数在不同时点可能有所不同（如回购或发行新股），用当期发

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计算的每股收益是经济意义上真正

归属普通股股东的净收益，计算方法科学、准确。但在法律上，

普通股股东权益的实现（分配股利、行使表决权等）是以普通

股股数作为依据的，而与已持股的时间无关，新股东与老股东

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样以普通股股数作为分母的每股净资产、

每股股利以年末普通股股数计算具有实际意义。证监会的规

定考虑到期初的股东与期末的股东对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拥有

相同的权利，使用全面摊薄法计算的每股收益简单、方便、实

用、谨慎（每股收益小），从现实角度建议可同时使用两种方法

计算。

三、计算稀释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是一个新问题，它是对基本每股收

益的补充，主要用于提示上市公司未来每股收益可能降低的

风险。第34号准则第七条规定，企业在具有稀释性的潜在普通

股的情况下，应当分别调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

以及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并据以计算稀释的

每股收益。净利润以及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的

调整是根据潜在普通股的“稀释性”来进行，所以对潜在普通

股的稀释性的判断是一个关键。

准则中的潜在普通股，是指赋予其持有者在报告期或以

后期间享有取得普通股权利的一种金融工具或其他合同，包

括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股权证、股票期权等。但我国准则对潜

在普通股的“稀释性”的规定过于简单，很难指导实践中每股

收益的计算。在衡量潜在普通股是否具有稀释性时，IAS33、

SFAS128使用持续正常经营净利润作为“控制因素”或“参照

数”，即规定：当且仅当潜在普通股转换成普通股会减少每股

持续经营净利润或增加每股持续正常经营净损失时，潜在普

通股才能视为具有稀释性。第34号准则指出，假设当期转换为

普通股将减少每股收益的潜在普通股，称为具有稀释性的潜

在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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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IAS33，对于股票期权和其他股份购买协议而言，如

果它们是以低于公允价值（平均市价）的价格发行的，则具有

可稀释性，稀释金额为公允价值减发行价格；实际发行的普通

股股数与按公允价值应发行的普通股股数间的差额，应作为

不需要补偿的普通股发行处理，只有这部分不产生发行收入

（对于可归属于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净利润没有影响）的股份

才是具稀释性的，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应加到发行在外普

通股股数中；而按平均公允价值应发行的股份由于是公允地

定价的，发行收入假定按公允价值收取，因此被认为既不具稀

释性也不具反稀释性，在计算稀释的每股收益时不予考虑。我

国新准则第34号指出，当认股权证和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低

于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以及企业承诺将回购其股份的合同中

规定的回购价格高于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时，应当考虑

其稀释性。计算稀释的每股收益时，具稀释性的认股权证和股

票期权不影响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只影响当期

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因此需要调整增加的普通股

股数。

四、实例分析

1. 可转换公司债券。某公司2005年1月2日发行4%可转换

公司债券，面值800万元，每100元债券可转换为1元面值普通

股90股。2005年净利润4 500万元；2005年发行在外普通股

4 000万股；所得税税率33%。

（1）基本每股收益越4 500衣4 000越1.125（元）。

（2）计算稀释的每股收益：

净利润的增加越800伊4%伊（1原33%）越21.44（万元）

普通股股数的增加越800衣100伊90越720（万股）

稀释的每股收益越（4 500垣21.44）衣（4 000垣720）越0.96（元）

2援 认股权证。某公司2005年初对外发行100万份认股权

证，行权价格3.5元。2005年度净利润200万元；发行在外普通

股加权平均数500万股；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4元。

基本每股收益越200衣500越0.4（元）

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越100伊［（4原3.5）衣4］越12.5（万股）

稀释的每股收益越200衣（500垣12.5）越0.39（元）

从上面的案例中看出，如果期权是按照4元/股的价格购

买100万股普通股的话，对于原有普通股股东来说，是没有任

何利益损失的，所以也就可以说是没有稀释性了，但是由于潜

在的普通股股东以3.5元的价格行使了期权，所以对于原有的

普通股股东来说，产生了利益损失，稀释了基本每股收益

1.125元。这些潜在的普通股股东每股要获利0.5元，这样与公

允价值相比，每股稀释0.125元（0.5衣4），因此只有这些不产生

发行收入的股份12.5万股才具稀释性。

3援 多项潜在普通股。某公司2006年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为37 500万元，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为125 000

万股。年初已发行在外的潜在普通股有：淤股份期权12 000万

份，每份股份期权拥有在授权日起五年内的可行权日以8元的

行权价格购买1股本公司新发股票的权利。于按面值发行的缘

年期可转换公司债券630 000万元，债券面值100元，票面年利

率为2.6%，转股价格为每股12.5元。盂按面值发行的3年期可

转换公司债券1 100 000万元，债券每张面值100元，票面年利

率为1.4%，转股价格为每股10元。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为

12元，年度内没有期权被行权，也没有可转换公司债券被转换

或赎回，所得税税率为33%。假设不考虑可转换公司债券在负

债和权益成份的分拆。

基本每股收益=37 500衣125 000=0.3（元）。

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淤12 000-12 000伊8衣12=4 000（万

股）；于630 000伊2.6%伊（1-33%）=10 974.6（万元）；盂630 000衣

12.5=50 400（万股）；榆1 100 000伊1.4%伊（1-33%）=10 318（万

元）；虞1 100 000衣10=110 000（万股）；愚确定潜在普通股计

入稀释每股收益的顺序。

首先，假定潜在普通股之间相互独立，计算每一种潜在普

通股转换时新增股份的每股收益。

由以上计算结果可见，股票期权的新增每股收益为0，因

而最具稀释性，1.4%债券次之，2.6%债券最小，因此计算稀释

的每股利益时，应按稀释性大小顺序进行。

2. 分步计入稀释每股收益。

由于为2.6%债券时稀释每股收益会增加（从0.2增加

为0.203），因而2.6%债券是反稀释性的，故在计算稀释每股收

益时不予考虑。这样，稀释的每股收益是0.2元。

五、结论

对于潜在的普通股，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基本上只存在可

转换公司债券，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其他的种类，因此笔者认

为这一指标———稀释的每股收益的推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不

会太大。此外，对于那些目前已经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上

市公司，投资者也不要过于担忧，因为可转换公司债务对公司

每股收益的稀释力度是有限的。在我国目前金融工具尤其是

金融衍生工具很少的情况下，似乎还看不出稀释每股收益的

用途，但笔者认为该指标的推出应该是顺应我国今后资本市

场的发展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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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收益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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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 1 各种潜在普通股转换时新增股份的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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