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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受益计划及其

会计处理问题的探讨
周萍 顾晓琳■

摘 要：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及其应用指南（2014 年）对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处理作
出了规范，但尚缺乏具体示例。本文试阐释设定受益计划的特点、会计处理程序以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的内

容，并举例说明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处理，以期有助于对准则的理解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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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定受益计划的特点

企业离职后福利计划可分为两类 ：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

受益计划。设定提存计划下，企业的义务是向独立主体（如

基金等）缴存固定费用，无需承担其他风险。相比之下，设定

受益计划具有两个特点 ：（1）企业的义务不是向独立主体缴

存固定的费用，而是为现在及以前的职工提供约定的福利。

（2）由于企业必须提供约定的福利，与计划有关的风险（包

括精算风险和投资风险）实质上由企业承担。比如，职工的

离职率或死亡率低于预期水平，企业的义务会增加 ；同样，

投资报酬比预期低，也会造成企业义务的增加。

设定受益计划的特点决定了其会计处理相对复杂，主要

体现在福利义务需要折算为现值，福利义务和福利成本的计

量需要用到精算假设等。

二、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处理程序

设定受益计划的两个关键问题是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

净资产的确认与计量、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的职工薪酬成本的

确认与计量。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处理可以分为三个步骤 ：

1. 确定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上，企业应当反映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

净资产。当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大于计划资产公允价值

时，两者的差额为设定受益计划赤字。此时，在资产负债表

上，企业应当反映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 ；当计划资产公允价

值大于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时，两者的差额为设定受益

计划盈余。此时，需要区别下列两种情况进行处理 ：

（1）如果企业能够收回计划盈余，或减少未来缴存提存

金，则应当计算该可收回或抵减金额的现值，该现值即为资

产上限，在资产负债表上作为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列示。计

划盈余超过资产上限的部分，为资产上限影响数，应当冲销

转入其他综合收益。

（2）如果企业不能收回该计划盈余，亦不能减少未来缴

存提存金，则资产上限为 0，计划盈余全部属于资产上限影

响数。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存在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

2. 确定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报告期末，企业应当在当期损益中确认设定受益计划产

生的职工薪酬成本，其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服务成本，具体

包括当期服务成本、过去服务成本和结算利得或损失。二是

设定受益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即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产生的利息费用减去期初计划资产产生的利息收入后的净额

作为退休金费用计入当期损益。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期初

计划资产不应当包含期初资产上限影响数。下面举例说明设

定受益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的计算。

例 1: 2×15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

为 600 万元，计划资产公允价值为 640 万元。甲公司能够收回

计划盈余的 40%。2×15 年 4 月 1 日，甲公司向独立基金支付

提存金 200 万元，2×15 年 11 月 1 日，基金支付退休福利 60

万元。假设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的折现率为 8%。

分析 ：2×15 年年初，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为 600

万元，计划资产公允价值为 640 万元，设定受益计划盈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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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万元。因为 40 万元中 40% 能够收回，资产上限为 16 万元

（40×40%），即企业年初设定受益计划的净资产为 16 万元。

其余 24 万元作为资产上限影响数，账上已予以冲销，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设定受益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的计算过程如下 ：

（1）设定受益计划义务产生的利息费用 =600×8%×1-

60×8%×2/12=47.2（万元）。

（2）期初计划资产产生的利息收入 =（640 -24）×8%×1-

60×8%×2/12+200×8%×9/12=60.48（万元）。

（3）设定受益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

净利息收入 =60.48-47.2=13.28（万元）

设定受益净资产的利息净额也可以采用净额法计算。具

体计算过程如下 ：

期初设定受益净资产 × 折现率 ×1+ 本期缴存的提存金

× 折 现 率 × 月 数 /12=16×8%×1 +200×8%×9/12=13.28

（万元）

3. 确定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企业应当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

生的变动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其具体包括下列三个部分 ：

（1）精算利得或损失。由于企业精算假设和经验调整导

致之前所计量的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的增加，产生精算损

失 ；如义务现值减少，则产生精算利得。

（2）计划资产回报，扣除包括在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

净资产的利息净额的金额。

计划资产回报是指计划资产的实际报酬减去资产管理成

本以及计划本身的应付税款。任何资产价值的变动可以区分

为两个部分，即随时间流逝所产生的金额（即利息收入）以

及其他变动产生的金额。计划资产回报也可以理解为这两个

部分的合计，其中属于利息收入的部分应当计入损益，与设

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产生的利息费用抵消，以计算设定受益

计划负债（资产）的净利息。而全部计划资产回报扣除计划

资产产生的利息收入后的金额则作为重新计量数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3）资产上限影响的变动，扣除包括在设定受益计划净

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的金额。

如前所述，计划盈余超出资产上限的部分（企业不能收

回的部分）为资产上限影响。资产上限影响的变动，是指期

末资产上限影响与期初资产上限影响的差额。该差额包括了

随时间流逝所产生的金额，即期初资产上限影响利息收入，

应计入当期损益，扣除期初资产上限影响利息收入后的资产

上限影响的变动属于重新计量数，应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即

资产上限影响的变动 = 期末资产上限影响 - 期初资产上限影

响 - 期初资产上限影响利息收入。

三、设定受益计划会计处理举例

下面举例说明设定受益计划的相关会计处理。

例 2: 2×15 年年初，乙公司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为

980 万元，计划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1 000 万元。2×15 年度的

服务成本为 940 万元，计划资产回报为 110 万元。年末，企业

向独立的基金缴纳提存金 935 万元。

对于设定受益计划盈余，乙公司全部不能收回，2×15

年未对精算假设或经验进行调整。假设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

值的折现率为 8%。

乙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

第一步，确定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2×15 年年末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为 ：980+940+980

×8%=1 998.4（万元）

年末计划资产的公允价值为：1 000+110+935=2 045（万元）

设定受益计划盈余为 ：2 045 -1 998.4=46.6（万元）

计划盈余 46.6 万元企业全部不能收回，因此，期末资产

上限为 0，即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为 0。期末资产上

限影响为 46.6 万元。

第二步，确定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该企业当期服务成本为 940 万元，设定受益净负债或净

资产的利息净额为 0，因此，企业应当在当期损益中确认的

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的职工薪酬成本为 940 万元。

第三步，确定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1）2×15 年未对设定受益计划的精算假设和经验进行

调整，故精算利得或损失为 0。

（2）计划资产回报扣除计划资产利息收入 =110-1 000×8%

=30（万元）(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贷方 ) 。

（3）2×15 年年初，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为 980 万元，

计划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1 000 万元，设定受益计划盈余为 20

万元。因为这 20 万元全部不能收回，资产上限为 0，期初资

产上限影响为 20 万元。

资产上限影响的变动扣除相关利息收入后的金额 =46.6-

20-20×8%=25（万元）(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借方 )

综 上，本 期 应 当 计 入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的 金 额 为 5 万 元

（0+30-25）。

2×15 年年末，乙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单位 ：万元，下

同）：

① 确认退休金费用。

借 ：管理费用（或相关资产成本）                940

       应付职工薪酬—— 设定受益计划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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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 ：其他综合收益—— 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重新

              计量（计划资产回报）                                       30                                   

              银行存款                                                         935

②冲销资产上限影响数。

借 ：其他综合收益—— 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重新计量

        （资产上限影响的变动）                          25

       贷 ：应付职工薪酬—— 设定受益计划                      25

上述两个分录中，“应付职工薪酬—— 设定受益计划”

的借方表示预付退休金的增加，贷方表示对预付退休金的      

冲减。

例 3: 例 2 中，假设设定受益计划盈余的 70% 可退回给企

业，30% 不可退回。其他条件不变。

第一步，确定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2×15 年年初，设定受益计划盈余为 20 万元，其中，70%

可退回给企业，所以，资产上限为 14 万元（20×70%），即年

初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为 14 万元。资产上限影响为 6 万元。

2×15 年年末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为 ：980+940+

980×8%=1 998.4（万元）

年末计划资产的公允价值为：1 000+110+935=2 045（万元）

设定受益计划盈余为 ：2 045 -1 998.4=46.6（万元）

年末资产上限为 32.62 万元（46.6×70%），即年末设定受

益计划的净资产为 32.62 万元。年末资产上限影响为 13.98 万

元（46.6×30%）。

第二步，确定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应 当 计 入 损 益 的 金 额 = 当 期 服 务 成 本 + 净 利 息 费 用

=940 +（0-14×8%）=938.88（万元）

因此，企业应当在当期损益中确认的设定受益计划产生

的职工薪酬成本为 938.88 万元。

第三步，确定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1）精算利得或损失为 0。

（2）计划资产回报扣除计划资产利息收入 =30（万元）( 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贷方 ) 。

（3）资产上限影响的变动扣除相关利息收入后的金额

=13.98-6-6×8%=7.5（万元）(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借方 )。

综上，本期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为 22.5 万元

（0+30-7.5）。

2×15 年年末，乙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

① 确认退休金费用。

借 ：管理费用（或相关资产成本）            938.88

       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        26.12

       贷 ：其他综合收益——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重新

              计量（计划资产回报）                                       30                                    

              银行存款                                                         935

②冲销资产上限影响数。

借 ：其他综合收益—— 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重新计量

       （资产上限影响的变动）                          7.5

       贷 ：应付职工薪酬—— 设定受益计划                     7.5

（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W2015140>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

心 国家开发银行沈阳审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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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Acc会计名家公益大讲堂”活动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图片新闻

近日，由中国会计学会、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联合主

办的“MPAcc 会计名家公益大讲堂”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

校长张新民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主任徐经长分别发表了演讲。张新民

以“战略视角下的财务报表分析”为题，用战略思维对资产负债表重新划分,并

把企业分为经营主导型、投资主导型和投资经营并重型，结合资金来源分析评

价企业扩张效率。徐经长提出，企业并购重组的决策要抓住如何保证持续经营

能力以及如何提升经营质量这两个根本问题，决策的关键在于对风险和报酬

如何取舍。并购重组过程中要密切关注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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