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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　股份支付》和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对股权支付交易的确认、计量和披露进行了规定，本文

尝试对股份支付会计处理的逻辑及其经济学涵义进行梳理分

析。

一、股票期权会计处理案例

为便于说明，构造以下案例，并仅考虑股票期权情形。

假设A上市公司2007年1月1日向其20名管理人员每人授

予10股股票期权，这些职员从 2007年1月1日起在公司连续服

务3年，即可以5元/股购买10股本公司股票。公司估计该期

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为18元。2007—　2009年相关人员均未

离职。则费用和资本公积计算过程见表1。

按现行会计准则，账务处理如下：

1.2007年1月1日：授予日，不作账务处理。

2.2007—　2009年每年的12月31日均做如下分录：

借：管理费用　　　　　　　　　　　　　　　　　　　　　　　　　　　　　　　　　　　　　 　　　　　　1　200

　　　　　　　贷：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1　200

3.假设全部20名职员都在2010年12月31日行权，A公司

股份面值为1元：

借：银行存款　　　　　　　　　　　　　　　　　　　　　　　　　　　　　　　　　　　　　　　　　　　1　000

　　　　　　　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3　600

　　　　　　　贷：股本　　　　　　　　　　　　　　　　　　　　　　　　　　　　　　　　　　　　　　　　　　　　　　　　　　　　　　　　　　　　　　　200

　　　　　　　　　　　　　　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　　　　　　　　　　　　　　　　　　　　　　　　　　　　　　　　4　400

二、分析之一：行权前发生了什么？

在上例2007年12月31日的会计分录中，管理费用借方发

生额1　200元，这意味着当前股东可供分配的利润减少了1　200

元。但2007—2009年，公司的股份激励计划并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支付职工薪酬3　600元。因为截至2010年12月31日职工行权

之前，这 20名职工无权分享公司盈利，当前股东可分享的利润

并未减少，并且享有的权益也未减少。行权前，股份支付计划可

能导致公司当前和未来的股价波动，但并不导致公司资产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发生变动。直至2010年12月31日职工行

权时，才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直接影响。

行权之后，原股东和这 20名新晋股东基于契约（股东大会

批准的股份激励计划），在行权时点之后共同参与公司治理，按

照持股比例分享公司经营成果。而按照当前股份支付准则的思

路，在职工行权前，在公司治理架构、实际营利能力都不因股

份激励计划而改变的情况下，公司2007—2009年的利润表被改

变了。进一步来看，当前准则对利益表的这种改变，并不作为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而是作为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处理，会导致公

司当期净利润大幅度下降，进而可能导致股价的剧烈波动，损害

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三、分析之二：全部放弃行权会如何？

股份支付会计准则的会计逻辑是否适当，可用极端情形进

行测试。假设2010年12月31日，这 20名职工均放弃认购权，

此时，案例中第2分录仍会每年计列1　200元管理费用，而第3

步的会计分录不再成立。那么，此时的会计处理无外乎几种

选择：

一是参考会计差错调整准则，对以前年度的管理费用追溯

更正调整。但以前年度计列这些管理费用时，似乎并不违背当前

准则的规定，不存在差错一说。

二是在2010年一次性冲回以前的3　600元管理费用，但这

会造成2010年当期利润巨幅波动，似也不妥。

三是不作任何会计处理，这个似乎更不妥当。

全部放弃认购权的假设并不是无稽之谈，除了利他主义之

外，股价的长期下跌也可能会导致出现这种情形。

股票期权会计的处理逻辑

及其经济学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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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单位：元

年份 计算 当期费用 累计费用

2007 20×10×18×1/3 1　200 1　200

2008 20×10×18×2/3-1　200 1　200 2　400

2009 20×10×18-2　400 1　200 3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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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之三：股票期权会计处理的经济学涵义

股票期权会计计量要估算期权公允价值，每年计列管理

费用、资本公积，在行权时冲转。那么，股票期权激励及其

会计处理究竟有着怎样的由来和涵义？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有

关学者对“低成本伤害权”和“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研究

成果。

保守派经济学家认为，社会分配是按照生产要素进行的，

生产函数y=f（L，K，G）中，y是产品，L是劳动力，K是资本，

G是土地，各相关方付出劳动，利用资本和土地，创造有价值

的商品和服务，参与分配。

“低成本伤害权”和“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是一些学者提

出的新观点。他们认为，除了上述生产要素之外，破坏性要素

也在参与分配。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源自低成本伤害权。低

成本伤害权就是考虑到真实世界的交易成本，相互之间的伤

害成本并不对等，如果甲可以以很低的成本给乙造成很大的伤

害，那么乙可能就要付甲一笔钱，以避免这种伤害。现实生活

中的分配大多数都是有一部分“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再附

带一部分“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二者糅合在一起，很难区

分。

将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股权激励情形中，可以观

察到很多获予方对公司经营的方针政策有极大的话语权，或是

掌握着核心重要的智力资本、技术，他们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对

其他股东和利害关系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在这一过程中，低成

本伤害权和破坏性要素是否参与了分配，值得深思。

在以上案例中，可能正是有了期权估计公允价值（18元）以

及 2007—2009年的会计处理和铺垫，2010年行权时才更易于

被其他股东所理解和接受。对期权估计公允价值对之进行构

建、诠释、渲染，这大概也是股票期权公允价值会计处理规定

的需要和由来吧。

（作者单位：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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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某企业因生产规划已选址建新厂房，旧厂房所占

用土地也因城市规划被政府收回并收到相关拆迁补助费。请

问：此补助款是全额计当期收益还是按新厂房的折旧年限进

行分摊？

答：关于搬迁补偿款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第四条

规定 ,“企业因城镇整体规划、库区建设、棚户区改造、沉陷区

治理等公共利益进行搬迁，收到政府从财政预算直接拨付的

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其中，属于对企业在搬

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

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

付款转入递延收益，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

助》进行会计处理。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

益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应当作为资本公积处理。企业收到除

上述之外的搬迁补偿款，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　

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等会计准则

进行处理。”

对于企业收到的搬迁补偿款，《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

根据搬迁原因和补偿款来源将其划分为为公共利益搬迁且政

府直接从财政预算资金拨付的补偿款和其他搬迁补偿款，并

规定了两种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

对于第一种处理模式，需要关注搬迁原因和补偿款来源，

并要求企业提供相应的证据，具体包括：是否属于为了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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