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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以下简称《股份

支付》准则）规定：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服

务而以股份或其他权益工具作为对价进行结算的交易。

一、《股份支付》准则对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会计处理的

规定

1. 授予日的会计处理。除立即可行权的股份支付外，对

其他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企业在授予日不做会计处理。

2. 等待期的会计处理。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

日，企业应当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

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

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在资产负债表日，后续信息表明可行

权权益工具的数量与以前估计不同的，应当进行调整，并在可

行权日调整至实际可行权的权益工具数量。实务中，为了准确

计量每期取得的服务并将其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

积，首先应确定等待期长度；其次，正确计量可行权权益工具

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再次，根据上述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和预

计可行权的权益工具数量，计算截至当期累计应确认的成本

费用金额，再减去前期累计已确认金额，作为当期应确认的成

本费用金额，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资本公积”科目。

3. 可行权日的会计处理。在行权日，企业根据实际行权

的权益工具数量，计算确定应转入实收资本或股本的金额，将

其转入实收资本或股本, 同时结转等待期内确认的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如果全部或部分权益工具因未被行权而失

效或作废，应于行权有效期截止日在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4. 可行权日之后的会计处理。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企业在可行权日之后不再对已确认的成本或费用和所有者权

益总额进行调整。

二、举例分析

为方便说明，本文对 2010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辅导教材《会计》中的例题进行分析，且只讨论授予后需满足

可行权条件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例 1：A公司为一家上市公司。20伊2年 1月 1日，公司向

其 200名管理人员每人授予 100 份股票期权，这些职员从

20伊2年 1月 1日起在该公司连续服务 3年，即可以 5元/股

购买 100股 A公司股票，从而获益。公司估计该期权在授予

日的公允价值为 18元。第一年有 20名职员离开 A公司，A公

司估计三年中离开的职员的比例将达到 20%；第二年又有 10

名职员离开公司，公司将估计的职员离开比例修正为 15%；第

三年又有 15名职员离开。

1. 费用和资本公积的计算过程如表 1所示：

2. 账务处理。淤20伊2年 1月 1日，授予日不作账务处理。

于20伊2年 12月 31日：借：管理费用 96 000；贷：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96 000。盂20伊3年 12 月 31 日：借：管理费用

108 000；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08 000。榆20伊4年

12月 31日：借：管理费用 75 000；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

公积 75 000。虞假设全部 155名职员都在 20伊5 年 12月 31

日行权，A公司股票面值为 1元：借：银行存款 77 500，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 279 000；贷：股本 15 500，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 341 000。

三、《股份支付》准则规定的会计处理方法存在的问题

1. 股份支付交易成本和费用按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

价值计量。《股份支付》准则规定，对授予后需满足可行权条件

的换取职工提供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授予日不

作会计处理，而应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确认，对可

行权权益工具按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

服务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同时计入资本公积中的

其他资本公积，不确认其后续公允价值变动。这与股份支付定

义中的“为获取服务而以股份或其他权益工具作为对价”的规

定不一致。就整个等待期来说，累计应该确认的成本费用等于

权益工具的行权数量与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乘积。行权数量

是个确定因素；公允价值的确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授予日的

公允价值，一个是可行权日的公允价值。因为授予日仅仅指企

对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会计处理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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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伊2

20伊3

20伊4

计 算

200伊100伊（1-20%）伊18伊1/3

200伊100伊（1-15%）伊18伊2/3-96 000

155伊100伊18-204 000

当期费用

96 000

108 000

75 000

累计费用

96 000

204 000

279 000

表1 单位院元

【摘要】本文对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作了理论和实务方面的分析，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

提出了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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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职工就股份支付的协议条款和条件达成一致，该协议获

得股东大会或类似机构批准的日期，权益工具还必须等协议

规定的条款得到满足、等待期满后才能交付，因此股份支付交

易是在可行权日实现的，所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应该选择

可行权日的公允价值。另外，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与可

行权日权益工具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从理论上来说由两部

分组成：一部分是等待期的货币时间价值，是固定值；另一部

分是股权激励产生的价值。可行权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越

高，两者的差额越大，说明股权激励产生的价值越高，职工得

到的报酬也应越多，其在所有者权益中占有的份额也越多，但

职工在所有者权益中占有的份额却因为《股份支付》准则规定

采用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不确认后续公允价值

变动而保持不变。如果采用可行权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

量，则能充分体现股价越高、职工提供的服务越多、激励作用

越明显、职工在所有者权益中占得份额越多的原则。

2. 成本和费用的计量不考虑职工的行权价格。如果股份

支付协议规定了行权价格，则职工获得权益工具时，必须按照

协议规定的行权价格支付相应的款项给企业，而企业为获取

职工服务付出的代价实际上小于可行权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

值，计入管理费用的金额也应相应减少。上例中，按照授予日

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如果不存在行权价格，企业为获取

职工的服务付出的代价为 279 000元，计入管理费用的金额

为 279 000元，但协议规定职工按 5元/股购买公司股票，公

司付出价值 279 000元的股票的同时，收回 15 500元的银行

存款，A公司最终付出的代价应该是 263 500元，A公司计入

管理费用的金额也应该是 263 500元；既然 A公司付出的代

价是 263 500元，那么 A公司获得职工服务的价值应该为

263 500元，也就是这部分职工为 A公司提供的服务价值为

263 500元，股份支付以权益工具作为对价，这部分职工在 A

公司所有者权益中占有的份额也只能是 263 500元，而不是

279 000元。上例中，在对成本费用、资本公积进行计量时，不

考虑职工的行权价格，显然是错误的。

3. 等待期内的资产负债表日，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

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同时记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

积”科目。《股份支付》准则规定，对于现金结算的涉及职工的

股份支付，应当按照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确定成本费用和应付职工薪酬，但对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

确认成本费用的同时，却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本文

认为不妥。理由有三：第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

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35

号）规定，员工接受上市公司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时，其从企

业取得股票的实际购买价低于购买日公平市价（该股票当日

的收盘价）的差额，是因员工在企业的表现和业绩情况而取得

的与任职、受雇有关的所得，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规

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会计准则从广义的角度，将职工薪酬

界定为“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

以及其他相关支出”。职工因为为企业提供服务而获得企业的

权益工具属于职工薪酬的范畴，将导致企业未来经济利益的

流出（支付权益工具），形成企业的一项负债，应该通过“应付

职工薪酬———股份支付”科目进行核算。第二，既然股份支付

是企业为获得职工的服务而以权益工具作为对价进行的交

易，企业为此付出的代价应计入成本费用，可以在所得税前扣

除。会计准则规定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确认成本费用，而税法

规定必须在实际行权时才能扣除，由此产生暂时性差异，会计

准则要求对暂时性差异统一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会计

核算，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若按

《股份支付》准则的规定，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资产成

本或当期费用，同时记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

则会导致所得税会计核算无法进行；如果记入“应付职工薪

酬———股份支付”科目，则可以通过分析“应付职工薪酬”的账

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进行所得税会计处理。第三，

将职工从企业获得的权益工具通过“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核

算，便于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

四、对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会计处理的改进建议

1. 成本和费用按可行权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考

虑权责发生制原则的要求，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应当按照资产负债表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和预计可行权的

权益工具数量，计算截至当期累计应确认的成本费用金额，再

减去前期累计已确认金额，作为当期应确认的成本费用金额。

2. 如果股份支付协议规定了行权价格，则在等待期内的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和可行权日确定相关的成本和费用时，应

将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和可行权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扣除购

买价格再乘以预计或实际行权权益工具的数量。

3. 等待期内的资产负债表日，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

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同时记入“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

付”科目，实际行权日，将“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科目

的金额加上收到的银行存款的金额转入股本和资本公积。

例 2：承上例，A公司股票在 20伊2年 12月 31日的公允

价值为 23元，在 20伊3年 12月 31日的公允价值为 26元，在

20伊4年 12月 31日的公允价值为 29元。

（1）费用的计算过程如表 2所示：

（2）账务处理：淤20伊2年 1月 1日，授予日不作账务处

理。于20伊2年 12月 31日：借：管理费用 96 000；贷：应付职工

薪酬———股份支付 96 000。盂20伊3年 12月 31日：借：管理费

用 142 000；贷：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 142 000。

榆20伊4年 12月 31日：借：管理费用 134 000；贷：应付职工薪

酬———股份支付 134 000。虞假设全部 155名职员都在 20伊5

年 12 月31 日行权，A 公司股票面值为 1 元：借：银行存款

77 500，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 372 000；贷：股本 15 5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434 000。誘

年份

20伊2

20伊3

20伊4

计 算

200伊100伊（1-20%）伊（23-5）伊1/3

200伊100伊（1-15%）伊（26-5）伊2/3-96 000

155伊100伊（29-5）-23 8000

当期费用

96 000

142 000

134 000

累计费用

96 000

238 000

372 000

表2 单位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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