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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结算和现金结算

股份支付的财税处理差异

【摘要】本文对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和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和税务处理进行了对比，分析了其中存在的差

异，并提出了自己的修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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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支付分为以权益结算和以现金结算两种，其会计处

理方法不同。会计准则要求对两类股份支付采用不同的会计

处理方法的规定是否恰当？与股份支付相关的会计准则与税

法规定之间应当如何协调？本文拟通过举例对上述两个问题

作进一步讨论。

例：A公司为一上市公司。2008年1月1日，公司向其100名

管理人员（甲组）每人授予100股股票期权；同时，公司向其另

外100名管理人员（乙组）每人授予100股现金股票增值权。这

些职员从2008年1月1日起在该公司连续服务3年，甲组管理人

员即可按5元每股购买100股A公司股票，乙组管理人员可按

股价增幅（原基准价为5元/股）获得现金。A公司估计甲组股

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为15元。乙组现金股票增值权在

每一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2008年12月31日为16元/股，

2009年12月31日为18元/股，2010年12月31日为21元/股。

甲、乙两组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一致，都为：第一年有5

名职员离开公司，公司估计三年中离开的职员比例将达到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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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第三年又有5名职员离开。假设两种结算

方式下，甲、乙两组剩下的80名管理人员都在2010年12月31日

行权。

一、相关会计处理

1. 权益结算方式下。费用和资本公积计算过程如表1所

示。每年末进行会计处理时，借记相应数额的管理费用，贷记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

2. 现金结算方式下。当期费用和应付职工薪酬计算如表

2所示。每年末进行会计处理时，借记相应数额的管理费用，

贷记“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科目。

二、相关税务处理

1. 权益结算下的税务处理。淤2008年12月31日，员工未实

际行权，确认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11 250；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

公积11 250。年末申报纳税时，调增应纳税所得额4.5万元。

于2009年12月31日，借：递延所得税资产———以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 8 750；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8 750。年末

申报纳税时，调增应纳税所得额3.5万元。盂2010年12月31

日，此时员工已行权，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8万元，并转回前

期确认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

积 20 000；贷：递延所得税资产———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20 000。

2. 现金结算下的税务处理。2008、2009年末员工未实际行

权时，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并调增当期应纳税所得

额。2010年员工实际行权，转回前期确认的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并调减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有关分录同上，不再赘述。

三、差异分析

1. 权益结算下，贷方记入的是所有者权益类科目；而现

金结算下，贷方记入的是负债类科目。笔者认为权益结算下

贷方计入资本公积有许多不妥之处：

（1）费用的特征是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减少，而将贷方计

入资本公积不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减少，与费用的定义相悖。

（2）从计税角度来看，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

益（其他资本公积），导致学者对其是否能在税前扣除产生争

议。但是，其一，无论是权益结算还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都是为换取职工服务而发生的合理支出，符合职工薪酬的定

年份

2008

2009

2010

计 算

100伊100伊渊1-10%冤伊15伊1/3

100伊100伊渊1-20%冤伊15伊2/3-45 000

80伊100伊15-80 000

当期费用

45 000

35 000

40 000

累计费用

45 000

80 000

120 000

表 1 单位院元

年份

2008

2009

2010

合计

累计负债

100伊100伊渊1-10%冤伊16伊1/3=48 000

100伊100伊渊1-20%冤伊18伊2/3=96 000

0

支付现金

80伊21伊100=168 000

168 000

当期费用

48 000

48 000

72 000

168 000

表 2 单位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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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应予以税前扣除；其二，假设企业先付给职工现金，职工再

将其用于购买公司股票，即属于现金结算方式，该支出允许在

税前扣除，但其本质上还是权益结算；其三，贷方计入应付职

工薪酬便于分析其计税基础及暂时性差异，还便于个人所得

税的纳税征管。由此笔者认为，权益结算下贷方应计入应付职

工薪酬，并按实际发生的支出予以税前扣除。

2. 此例中，权益结算以授予日的公允价值15元/股计算，

后续不再变动；而现金结算则按照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股票增值权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笔者认为以权益结算

的股份支付应与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一致，理由有：

（1）若按照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计算应确认的成本费用，后

续不发生变动，则与股份支付作为激励手段的本质有冲突。相

同条件下，因选择不同的支付方式而记录不同数额的成本费

用是不合理的，这将给公司留下利润操纵的空间。

（2）在税务处理上，未实际行权时应该调增相应的应纳税

所得额，并确认递延所得税。此例中两种结算方式下当期的应

纳税额是一致的，但是递延所得税存在差异。从整个期间来

看，其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是不一致的。权益结算下，允许税

前扣除的费用最终为120 000元（80伊15伊100）；而现金结算下，

允许税前扣除的费用为168 000元（80伊21伊100）。两种方式下

企业所得税的差额为12 000元，企业可以通过支付方式的选

择来调节税负。笔者认为，权益结算下也应按每个资产负债表

日期权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且允许税前扣除的金额按行权

日的公允价值计算。

3. 在本例中，职员行权后，权益结算下按所收的现金、前

期确认的资本公积和股本的差额确认股本溢价；现金结算下

减少相应的负债，即应付职工薪酬，此处的差异在于是否应扣

除行权价格。笔者认为两种方式下都应扣除。权益结算下，职

工按施权价购买公司股票，企业收到现金，这部分不属于为获

取职工服务付出的代价，应该从所计费用中扣除，否则将会导

致多计费用。

四、小结

由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权益结算的会计处理应该与现金

结算的处理一致。在税务处理方面，两种方式下计入成本、费

用的金额都应税前扣除，扣除额按行权日公允价值计量。员工

未实际行权时，调增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并确认递延所得税资

产；实际行权时，调减应纳税所得额，并转回前期确认的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为实现利润表中利润总额和所得税

费用的匹配，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贷方不应记入“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而应计入所得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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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收支情况表编制需注意的几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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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汇收支情况表发展现状

从国家外汇管理局设计外汇收支情况表（简称“外汇表”）

的初衷来看，外汇表形式上是资产负债表，实质内容是外汇现

金流量表，通过系统披露所有涉外交易，反映企业外汇货币资

金的形成过程。按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是以“净利润”为调

整起点，通过调整不涉及现金的收入、费用、营业外收支以及

经营性应收应付等项目的增减变动，调整不属于经营活动的

现金收支项目，据此计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现假设企

业涉外经营的目的是获取足够多的经常项目顺差积累，“经常

项目差额”就类似于企业“净利润”，则外汇表以经常项目差额

为调整起点，调整带来外汇现金流的投融资交易金额，调整尚

未实现外汇现金流的经常项目金额或虽实现外汇现金流但未

计入经常项目差额的交易，调整已计入经常项目差额和投融

资交易金额但最终未以外汇结算的交易金额，调整为完成交

易或按规定与银行之间的外汇资金交易，调整汇率变动因素、

误差与遗漏因素，就可计算出最终的外汇货币资金存量。但现

实情况是，企业往往不知道经常项目差额是多少，只知道外汇

货币资金存量是多少，经常项目差额核算准确与否成了编制

【摘要】本文阐述了外汇收支情况表的设计理念，分析其容易出错的主要原因，指出编制过程中应注意的几点问题，为

相关处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外汇收支情况表 经常项目 勾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