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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每股收益

【考情分析】

本章收录的是《企业会计准则第 34 号—每股收益》，考试涉及客观题或者主观题中的一问，主要为计算基本每股收

益，近三年平均分值在 2-4 分。

【本章内容】

阐述 3 个知识点：

1.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2.特殊事项中每股收益的计算

3.每股收益的列报

2022 年：新增一道例题

【知识点 1】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1.每股收益，是指普通股股东每持有一股普通股所能享有的企业利润或需要承担的企业亏损。发生亏损的企业，每

股收益就是负数。

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计算原理：分别计算分子和分母，再相除。

（1）确定分子

①分子应将不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扣除，如优先股股利、其他权益工具享有的净利润等。因为普通股股东的权

利级次是最低的，为了给大部分普通股股东提供决策需要的信息，所以，每股收益主要是针对普通股股东来说的。

②若以合并财务报表为基础计算的每股收益，分子应当是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合并净利润，即扣减少数股东

损益后的余额。因为少数股东只享有子公司的净利润份额，不享有合并主体的净利润。

③如果企业存在终止经营的情况，应当按照扣除终止经营净利润后的持续经营净利润进行计算。

（2）确定分母：分母仅考虑当期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扣除库存股、优先股等权益工具的股数。

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期初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发行时间/报告期

时间—报告期回购等减少股份数×已回购时间/报告期时间 （时间分别向后计算）。

时间权重是指发行在外天数占当期总天数的比重。

2.新发行普通股时间的确定

（1）应当根据发行合同的具体条款，从应收对价之日（一般为股票发行日）起计算确定。

（2）为收取现金而发行的普通股股数，从应收现金之日起计算。

（3）因债务转资本而发行的普通股股数，从停计债务利息之日或结算日起计算。

（4）为收购非现金资产而发行的普通股股数，从确认收购之日起计算。

（5）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从购买日起计算（因为非同一控制下从购买日之后的利润才并入合并利润表）同一控

制下的企业合并从列报最早期间期初开始计算（因为同一控制下利润从最终控制方开始控制时并入合并利润表）。

（二）稀释每股收益

1.稀释每股收益，是指假设稀释性工具当期转换为普通股会减少每股收益的潜在普通股，判断稀释性的标准是看对

持续经营每股收益的影响，按照扣除终止经营净利润后的持续经营净利润计算。稀释性工具主要有；可转换公司债

券、认股权证、股份期权、股份回购等。如果稀释性金融工具一旦被行权或转换，将会导致每股收益增加，具有反

稀释性，具有反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计算时不考虑。

计算稀释性每股收益时，对稀释性工具应当同时考虑对分子损益的影响和对分母股数的影响。



稀释每股收益

=（计算基本每股收益的分子+稀释性工具的税后影响净额）/（计算基本每股收益的分母+因稀释性工具而增加股数

的加权平均股数）

=（基本每股收益的分子+增量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的分母+增量股×时间权重）。

【提示】时间权重的确定：

（1）以前年度发行的稀释性工具，假设当期期初就已经转换成普通股或行权了

（2）当年发行的稀释性工具，假设发行日就已经转换成普通股或行权了

（3）稀释性增量股的期间为，当期期初或发行日（合同签订日）～行权日或终止日（合同履行日），实际行权日或

终止日后的时间应计入基本每股收益，不再属于稀释性期间

2．可转换债券

增量股每股收益=摊余成本×实际利率×（1-所得税率）/可转换股数

若增量股每股收益小于原来每股收益，则具有稀释性，反之不具有稀释性。当存在不止一种转换基础时，应当假定

会采取从潜在普通股持有者角度看最有利的转换率或执行价格。

3.认股权证、股份期权

计算时分解为企业按正常市价发行股票和无对价送股两部分；

稀释增量股数量（无对价股数）=（拟转换股数-拟转换股数×行权价格/平均市价）×时间权重=拟转换股数×（1-

行权价格/平均市价）×时间权重

（1）如果行权价格大于平均市场价格，说明具有反稀释性，则不予考虑。

（2）如果基本每股收益为亏损，行权后也具有反稀释性，则不予考虑。

（3）计算无对价增量股时平均市价要分别按各年稀释期间的平均市价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