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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资 的 核 算
李 祥 辉中国人民大学

一、工资核算的意义和要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是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

酬，是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借助于货

币，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基本形式。

以工资形式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直接关系到每

个职工切身的物质生活利益。加强工资管理工作，正确

计算每个职工应得的工资，对于贯 彻“按劳分 配”原

则，保证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和合法收入，调动劳动者的

生产积极性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是十分 重要

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所创造的社会总产品是

由国家有计划地分配的，其中一部分用来补偿已消耗的

生产资料，其余部分即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分为积累基

金和消费基金。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年、季、月）有计

划地支付给职工个人的工资基金（即工资总额），是国

民收入中用于个人的消费基金。工资基金的大小，体现

着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工资基金超支，

不仅影响到积累和消费的有计划的安排，而且会影响到

国家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和市场供应。所以，国家要

求企业、单位必须严格控制工资支出，不能任意超出工

资总额。加强工资基金的管理，认真进行工资的核算，

及时反映和监督工资基金计划的执行情况，对于控制工

资基金支出，有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工资在生产单位还是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

分。单位产品工资费用的节约，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和产品成本的降低。每个生产企业都必须不断改善劳

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合理使用人力，节约工资费

用，降低产品成本。加强工资核算工作，正确计算产品

成本中的工资费用，对于正确计算产品成本，挖掘节约

劳动耗费的潜力，促使产品成本降低，也有 重要的 作

用。
基于以上所述，对工资核算的主要要求是：

（一）根据有关工资政策和制度的规定，正确地计

算每个职工应得的工资，及时反映和监督职工的工资结

算情况；

（二）反映和监督工资基金计划的执行情况，监督

工资基金的合理使用，控制工资基金支出；
（三）按照工资支出的用途，正确核算产品成本中

应负担的工资费用。

二、工资的结算

为了明确工资支出的内容，正确地计算工资总额和

统一工资的计划工作与核算工作，国家对工资总额的组

成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国家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是编制工资基金计划和进行工资核算的主要依据，企业

必须遵照工资总额组成内容的规定进行工资核算。工资

总额的组成，除了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等基本工资以

外，还包括各种经常性奖金、各种工资性津贴（如加班

工资、夜班津贴）以及法定的非工作时间的 工资（如

病、伤、产假工资）等。凡属工资性支出，均应包括在

工资总额之内，不能少计或漏记；凡不属工资性质的支

出（如发给职工创造发明的奖金），则不能列入工资总

额。企业根据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编制工资基金计划，
确定工资总额指标。工资基金计划经主管部门审批以

后，由企业开户银行监督执行。
企业的工资结算业务，包括对职工应付工资、代扣

款项和实发金额的计算，以及工资的发放等内容。应付

工资计算的根据是有关工资结算的各种原始记录。这些

原始记录主要有：

“工资卡”：是计算职工基本工资、工资性津贴的

原始依据。工资卡按每个职工设置，内容载明职工的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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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职务、工龄和工资等级等；

“考勤簿”：是登记职工出勤情况的记录，是计算

计时工资的依据，内容包括职工姓名、考勤统计。考勤

记录由企业基层组织的考勤员逐日登记，月终经汇总后

交财会部门据以进行工资核算；

“工作通知单”：也称工票，是反映产量和生产工

时的原始记录，按每个工人（或生产小组）所从事的工

作对象开设，是计算计件工资和分配工资费用的依据；

各种扣款通知：包括代扣职工的房租、水电费、托

儿费、互助储金等等扣款通知。

财会部门对上述有关工资核算的原始记录应进行

认真地审核，经审核无误以后，才能作为计算工资的依

据。
应付职工工资的计算方法如下：

（一）计时工资的计算：

企业应付职工的计时工资，是根据每个职工的工资

等级、工资标准、出勤情况和其他有关规定计算的。我

国计时工资一般都采用月工资制，企业职工在月份内出

满勤即支付月标准工资；如有缺勤，则应根据缺勤情况

扣减工资。
缺勤扣款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事假、旷工缺勤扣款，可按下式计算：

应扣事假、旷工工资 =事假、旷工天数 ×日平均工资

其中：

上式分母按30天计算日平均工资，是不论月大或月

小一律按30天平均计算。按这种方法计算，月内的星期

日和法定节日也支付工资，缺勤期间遇有星期日和法定

节日也按缺勤计算，扣减工资。

按25.5天计算日平均工资，是根据全年865天减去

52个星期日和 7 个法定节日，除以12个月计算出25.5天
为每月满勤天数。按这种方法计算，星期日和法定节日

不付工资，缺勤期间遇有星期日和法定节日 也 不 扣 工

资。
2.病假缺勤扣款，可按下式计算：

应扣病假工资 =病假天数 ×日平均工资

×病假扣发工资%

病假扣发工资标准在劳动保险条例中有具体规定，
职工病假在六个月以内，按其工龄长短不扣或只扣减部

分工资，病假在六个月以上，则应按劳保条例规定单独

计算，并列为营业外开支。
计时工资计算举例：

假定某工人月标准工资61.20元，4月份出勤23天，
事假 1天，病假 2天（病假按其工龄应扣减标准工资

10%），星期日休假 4天。
按30天计算日平均工资：

事假应扣工资=1 ×2.04=2.04元
病假应扣工资= 2 ×2.04 ×10% = 0.41元
应付基本工资= 61.20- 2.04- 0.41 == 58.75元

除按上述扣减缺勤工资的计算方法以外，也可按照

职工月内实际出勤天数和日平均工资计算应得出勤 工

资。如有病假，则应加上病假应得的工资。采用这种计

算方法，在日平均工资按30天计算时，还应将月内星期

日和法定节日计入出勤天数。
仍以上举资料为例，说明其计算方法如下：

按30天计算日平均工资，出勤天数应为：23天+ 4

天=27天
出勤工资= 27 ×2.04 = 55.08元
应付病假工资= 2 ×2.04 ×90% = 3.67元
应付基本工资= 55.08+ 3.67 = 58.75元

按25.5天计算日平均工资，出勤天数为23天。

应付基本工资= 55.20+ 4.32= 59.52元

（二）计件工资的计算，

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条件下，应付工人的计件工资，

是根据计件单价和有关产量记录计算的。计件工资的形

式有集体计件和个人计件，个人计件又有从事一种产品

生产和从事多种产品生产的计件之分。

如某工人在月内生产同一产品（或另件）时，只要

根据完成的合格品（另件）数量乘产品（另件）的计件

单价，即可计算出应得的计件工资。
如果某工人在月份内生产多种产品（另件），各种

产品（另件）的计件单价不同，计件工资的计算，可按

上述方法计算出每种产品（另件）的计件工资，然后将

各种产品（另件）的计件工资加总即可。
在采用小组集体计件工资的形式下，由于各成员的

工资等级和实做工时不同，计件工资的计算除按小组产

量和计件单价求得小组应得的计件工资总额以外，还要

依据小组成员的工资标准和实际工作时间，计算小组成

员应分得的工资。
小组计件工资总额在小组成员间的分配，可采用工

资等级系数（不同工资等级的比率）的方法，将小组成

员的实际工时换算成系数，计算每一系数应得工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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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分别乘各成员的系数即可计算出各成员的工资。
举例：某生产小组根据产量资料和计件单价计算

出小组的计件工资总额为209.60元，小组成 员 应 得 工

资，可按下表计算分配：

上表“工资等级系数”，是各等级工人标准工资的

比率，可以事先计算确定。
“每一系数应得工资”，是实际发生的小组计件工

资总额除以总系数小时之和，本例为：

工资总额中包括的其他内容，如各种工资性津贴、

各种经常性奖金和法定非工作时间应支付的工资，则是

根据有关规定和证明，按照规定的支付标准进行计算。

各种工资计算出来以后，减去各种代扣款项，就是发给

职工的实发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应付工资 =计时工资 + 计件工资 + 经常性奖金

+工资性津贴-事、病假应扣工资

实发金额 =应付工资 - 代扣款项

为了反映每个职工的工资、代扣款项和实发金额，

并与职工进行工资结算，企业财会部门或车间、单位，

要根据考勤、产量资料和各种扣款通知，编制“工资结

算单”（或工资结算卡）。工资结算单一般应一式两份，

一份按每一职工裁成小条连同工资一起发给职工，便于

职工核对；一份由职工签章后作为财会部门工资结算和

帐务处理的凭证。工资结算单的一般格式（见附表一）。
为了反映企业的工资总额，监督工资基金计划的执

行，并按工资用途分配工资费用、计算产品成本，还应

将各车间、单位的工资结算单汇总，编制“工资结算汇

总表”（见附表二）。

企业在发放工资日期，按工资结算汇总表反映的实

发金额总计数签发现金支票，向银行提取现金，发放工

资。
根据工资结算单和工资结算汇总表所列资料，即可

进行有关工资核算的帐务处理。
三、工资核算的帐务处理

工资核算的帐务处理，主要包括与职工的工资结算

和按工资用途分配工资费用两项帐务处理。

为了反映和监督企业的工资结算业务和工资费 用

的分配，考核工资基金的使用情况，需要设置和运用

“工资”这一资金占用科目。本月应支付的包括在工资

总额以内的各种工资，不论是否在本月支付，都应记入

本科目的增加方，以便正确反映企业工资总额。月底按

照工资用途分配工资费用时，分配转出的工资应记入本

科目的减少方。工资费用分配以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现以工资结算汇总表所列资料为例，说明工资结算

和工资分配的帐务处理如下：

（一）根据工资汇总表所列实发金额总计数，签发

现金支票，向银行提取现金，以便发放工资。向银行提

取现金时应注明应付工资总额，以便银行审查和监督。
提取现金时，作如下会计分录：

增：现金  17，200
减：银行存款  17，200

（二）以现金发放工资。作如下分录：

增：工资  17，200

减：现金  17，200

（三）受其他单位委托的代扣款项，应根据“工资

结算汇总表”所列代扣款总计数予以转帐，作如下会计

分录：

增：其他应付款一房租  760

增：其他应付款—互助储全  230

增：工资  990

（四）用专用基金存款偿还生产流动资金垫付的

福利及医务人员的工资款，应作如下分录：

增：银行存款  411

减：专用基金存款  411

（五）工资未领退回现金时，应作如下分录：

增：现金  200

增：其他应付款  200

职工补领工资时作与上相反的会计分录。如果未领

工资尚未列作现金支出，则要作增“工资”和增“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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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款”的分录。
（六）分配工资费用。企业每月发生的工资支出，

都应在月终按照工资的用途分配，转入有关帐户。对于

生产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属于生产费用，由产品成

本负担，应记入“生产费用”科目；福利和医务部门工

作人员的工资，由福利基金开支，应记入“福利基金”

科目；长期病假及编外人员的工资，属于营业外开支，

应记入“利润”科目。
分配工资费用需根据“工资结算汇总表”编制“工

资分配表”，根据“工资分配表”编制会计分录。本例

发生的工资18，190元，分配时（工资分配表省略）作如

下会计分录：

增：生产费用  17，649

减：工资  18，190

减：福利基金  411

减：利润  130

四、工资附加费的核算

企业除了发给职工工资以外，每月还要按照工资总

额的一定比例计提工资附加费，作为企业职工的集体福

利基金，用来举办各种集体福利事业、职工医疗以及职

工的生活困难补助。

工资附加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工资附加费 =应付工资 ×计提百分比

计提工资附加费可编制如右上方工资附加费 提 存

计算表（假定按上例工资的11%计提工资附加费）：

工资附加费提存计算表
19 × ×年 4 月份

为了总括反映工资附加费的计提和福利基金的形

成与使用情况，需设“福利基金”科目。计提工资附加

费形成福利基金时增记本科目，支出福利基金时减记本

科目；科目余额反映尚未使用的福利基金。
工资附加费核算的帐务处理，除医务、福利人员的

工资附加费现规定不由福利基金列支，可作为生产费用

以外，其他人员工资附加费的分配的帐务处理与工资费

用分配的帐务处理相同。

现根据上列“工资附加费提存计算表”作如下分录：
计提工资附加费，

增：福利基金  2，000.90
减：利润  14.30
增：生产费用  1，986.60

将计提的福利基金转为专用存款：

增：专用基金存款  2，000.90
减：银行存款  2，000.90

工 资 结 算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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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资 结 算 汇 总 表

小经验
发 放 工 资 怎 样 配 备 辅 币

工矿企业发放工

资，一般都要配备一部

分辅币。辅币过少不够

分发，就得临时兑换，浪费时间；辅币过多又会增加

清点量，也要浪费时间和精力，领款人也不满意。但是，

按实发总额的固定比例配备辅币数量，往 往与实际出

入很大；而按工资表逐人统计辅币数量，又太费时间。
这里介绍一种按概率理论确定每人平均辅币金额的办

法：

每人实领的辅币金额共有一百种可能性：只有一种

是没有尾数的，其余九十九种是从一分到九角九分。假

定这一百种可能性出现的机会是均等的，那宋，每人所

领辅币金额的平均值应为四角九分五厘。这就是配备辅

币的概率。
但是，按照这个概率配备的辅币，在具体计算和分

发时还要注意两点：一是角币与分币的金额应按十与

一的比例搭配，即平均每人角币四角五分，分币四分五

厘；二是要合理分发，使各种辅币的张数和枚数用到最

少量。现将角币合理分发表列如右：

从右表可以看出：十个人的辅币发放金额如果分布

均匀时，各种角币配备的张数为：伍角的五张，贰角的

八张，壹角的四张。同理，各种分币配备的枚数为：伍

分的五枚，贰分的八枚，壹分的四枚。
为简便起见，可以按以下比例配备：伍角币50%，

贰角币32%，壹角币 8 %；伍分币 5 % ，贰分币3.2%，

壹分币 0.8%。这样计

算的结果，仍是人均四

角九分五厘。
但是，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需 要量和分布比例，

实际上各种辅币的需要量和分布比例将偏离这个数量。
其规律是：人数越多，偏离度就越小。大体一千 人以

上的单位，按人均四角九分五厘计算辅币的需要量和按

上述方法合理分发辅币，多余或不足的金额都不 会很

大；即使发生某一种辅币不够分发或者多余的情况，也

是容易调剂解决的。

（李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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