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美国的惯例是超过总股数的 25% ）导致股票每股价格

明显下跌。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股票价格有大幅下跌

的可能。应以历史发行价为基准，以面值为下限，对送股

进行会计确认。2.由于少量送股，未曾引起送股公司股

票价格的下跌，投资者彼此博弈的最终结果也许会使得

送股公司的股票在股利宣告日后不仅不下跌反而上扬，

或者只是暂时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对股票股利正确的

会计计量应该是以市价入账。

三、我国股票股利会计的现实选择

由于我国的证券和会计法规没有具体规定如何确认

公司送股股价，使得上市公司可以将红股以较低的价格

入账。事实上，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票股利的会计处理

普遍地是以 1 元面值确认送股的价格，其财务上的前提

条件是送股总额不超过送股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众所

周知，我国股票市场的股票总规模中，国有股和法人股的

不可流通部分所占的比重很大，而该部分股份所得的红

股不能上市交易，因此大大削弱了送股造成的股票价格

的下降效应，事实上，我国深、沪两市中的送股行为对股

票价格的影响甚微。因此，当公司以 1 元面值计算每股

价格来派送红股时，对于可流通股的股票持有者而言，实

质上是得到了实际价格为市价的股票，将这部分红股在

市场上以市价出售，立即可获得等额的货币。国有股和

法人股的不可流通部分所得的红股不能上市交易，所得

红股仅仅是个纸上的数字而已。如此，由于法规的缺陷，

使得公司在微利甚至亏损且存在市场炒作的情况下，仍

可以派送大量的股票股利以维持其股价，进而造成股市

的虚假繁荣，同时也加剧了机构投资者利用送股题材进

行炒作的投机行为，最终损害广大股民利益。从社会物

质财富再分配的角度看，在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可流通部

分所得的红股不能上市交易的情况下，以 1 元面值计价

派送红股，扩大了送股的数量，从而在同一风险度上，人

为地促使社会财富快速向持有多数股票的富有阶层集

中，加剧了社会贫富阶层的两极分化。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规范我国上市公司送股的

会计计价问题，当前的选择应该是：1.送股数低于总股数

的 25% 时，将红股以市价入账。即公司送股时，以市价借

记“公积金—盈余公积金”，贷记“股本”、“公积金—资本

公积金”。这样处理的好处在于：①真实计量了公司送股

行为；②在当前我国股市中炒作现象严重，上市公司普遍

存在业绩包装行为的情况下，可以抑制公司的送股数量，进

而达到减少炒作题材的功效。③减少了送股数量，等于相应

增加了新股的上市规模，这对于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促进国

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进程有现实意义。2.送股数高

于总股数的 25% 时，以公司最近一次发行价作参考，以面值

为下限，由送股公司在此范围内自行择价确定。

财会动态“金蝶杯”征文活动

圆满结束

历时一年的 “金蝶杯”国企改革中的财务会

计问题有奖征文活动至本期已全部结束。本次活

动得到了大家的热情支持，共收到稿件 150 余篇，
其中绝大部分按要求寄来了一式三份。在此，本

刊编辑部向大家表示真诚的感谢。
所有参赛稿件经编辑部初审和经阎达五、王

景新、冯淑萍等 5 位教授、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

会的严格复审，实事求是，共评出一等奖 1 名（原

定 2 名），二等奖 6 名（原定 5 名），三等奖 10 名，
优秀奖 50 名。获奖作品奖金及证书将由本刊编辑

部近期寄出。
本次活动得到了金蝶公司的大力支持，在此

一并致谢。
《财务与会计》编辑部

财会动态

“金蝶杯”征文获奖名单

一等奖 1 名：
姜宗锡 《抓住机遇 转变观念 搞好国有大中型企

业》
二等奖 6 名：

刘宪广 《国有企业改制后加强和改进内部银行工作

的设想》
骆丽君 《浅谈国企改制的损益剥离问题》
颉茂华 《构建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财务管理模式》
石钎锋 《浅谈建立当前国企财务综合评价系统的设

想》
韩传模 《公有制的重新认识对财务会计的影响》
彭韶兵 《债务综合重组 摆脱企业困境》

三等奖 10 名：

傅剑钢等 《浅谈国有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中的财

务、国资监管》
张少勇等 《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财务分析》
谢平西 《扶持小企业发展是我国经济结构性调整的

重要内容》
张肃珣 《解决企业亏损的一种方案——工资分享

制》
王淑荣 《关于住宅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唐寿春 《国有集团企业财务管理问题与对策》
刘光卿等 《改制企业经营者持股刍议》
潘经民 《论单位犯罪的会计防范》
王 玲 《对邯钢模式的理论初探》
郝建明 《国企股份制改造中劳动力资源入股的会计

探讨》
优秀奖 50 名（名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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