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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职工薪酬及借款费用

【考点】职工薪酬的分类

分类 具体内容

短期薪酬

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

费等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短期带薪缺勤，短期利

润分享计划，非货币性福利以及其他短期薪酬

离职后福利

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在职工退休或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提供的各种

形式的报酬和福利（短期薪酬和辞退福利除外）

【提示】离职后福利计划按其特征可以分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设定提存

计划，是指向独立的基金缴存固定费用后，企业不再承担进一步支付的离职后福利

计划；

设定受益计划，是指除设定提存计划以外的离职后福利计划

辞退福利

指企业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合同关系，或者为鼓励职工自愿

接受裁减而给予职工的补偿

【提示 1】企业应区分辞退福利与正常退休养老金

辞退福利，企业应当在辞退时进行确认和计量

退休养老金，企业应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确认和计量

【提示 2】职工虽然没有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但未来不再为企业提供服务，不能

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企业承诺提供实质上具有辞退福利性质的经济补偿的，发生

“内退”的情况，在其正式退休日期之前应当比照辞退福利处理，在其正式退休日

期之后，应当按照离职后福利处理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是指除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之外所有的职工薪酬，包括长期带薪缺勤

长期残疾福利、长期利润分享计划等

应付职工薪酬的核算

（一）非货币性福利（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账务处理

（1）以自产产品发

放给职工作为福利

（视同销售）

借：生产成本等（按受益对象）

贷：应付职工薪酬

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

（2）以外购商品发

放给职工作为福利

①购入时

借：库存商品等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

②决定发放非货币性福利时

借：生产成本

管理费用



在建工程

研发支出等

贷：应付职工新酬

③发放时

借：应付职工新酬

贷：库存商品等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3）将拥有或租赁

的房屋等资产提供

给员工使用

借：生产成本（生产工人）

制造费用（车间管理人员）

管理费用（行政管理人员）

销售费用（销售人员）

在建工程（基建人员）

研发支出

贷：应付职工薪酬

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累计折旧

其他应付款

银行存款等

（二）其他形式的短期薪酬

带薪缺勤—累积

带薪缺勤

定义
指带薪权利可以结转下期的带薪缺勤，本期尚未用完的带薪缺勤权利可以在未

来期间使用

确认

企业应当在职工提供了服务（★★）从而增加了其未来享有的（★★）带薪缺

勤权利时，确认与累积带薪缺勤相关的职工薪酬，并以累积未行使权利而增加

的预期支付金额计量

带薪缺勤—非累

积带薪缺勤

定义

指带薪权利不能结转下期的带薪缺勤，本期尚未用完的带薪缺勤权利将予以取

消，并且职工离开企业时也无权获得现金支付（我国企业职工休婚假、产假、

丧假、探亲假、病假期间的工资通常属于非累积带薪缺勤）

确认
企业应当在职工实际发生缺勤的会计期间确认与非累积带薪缺勤相关的职工薪

酬

利润分享计划

定义
企业为了鼓励职工长期为其提供服务，可能制定利润分享计划，现定当职工在

企业工作了特定年限后，能够享有按照企业净利润的一定比例计算的奖金

确认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予确认：

1.企业因过去事项导致现在具有支付职工薪酬的法定义务

2.因利润分享计划所产生的应付职工薪酬义务金额能够可靠估计

（三）辞退福利，辞退福利超过一年的，应该按照其现值计入管理费用

确认时

借：管理费用

未确认融资费用

贷：应付职工薪酬——辞退福利

支付辞退福利款项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辞退福利

贷：银行存款

借：财务费用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考点】借款费用的核算

一、借款费用的内容

借款利息
借入资金发生的利息、发行公司债券发生的利息，以及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

化条件的资产而发生的带息债务所承担的利息等

折价或者溢价的摊销 发行公司债券等所发生的折价或者溢价在每期的摊销金额

因外币专门借款发生的汇

兑差额

由于汇率变动导致市场汇率与账面汇率出现差异，从而对外币借款本金及其利息

的记账本位币金额所产生的影响金额

辅助费用 借款过程中发生的诸如手续费、佣金、印刷费等费用



【提示】债养的溢折价属于对债券价值的调整，而溢折价的摊销额影响利息费用的金额，属于借款费用

二、借款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一）应予资本化借款范围

借款的范围
专门借款 为资产的构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

一般借款 专门借款以外的其他借款

（二）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

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其中：

（1）“相当长时间”，通常为 1 年以上（含 1 年）

（2）建造合同成本、确认为无形资产的开发支出等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认定为符合资本比条件的资

产；

（3）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存货，主要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的用于对外出售的商品房、企业制造的用于对外

出售的大型机械设备等

（三）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期间的确定

开始资本化的时点

（同时满足）

1.资产支出已经发生：包括支付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和承担带息债务。

2.借款费用已经发生：已经发生了专门借款费用或占用了一般借款的借款费用。

3.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指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实体建造或生产工

作已经开始

暂停资本化的时间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3

个月的，应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在中断期间所发生的借款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直至购建或者生产活动重新开始。

【提示】若中断是使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

销售状态必要的程序，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应继续资本化

停止资本化的时点

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固定资产）或者可销售（存货）

状态时，借款费用应当停止资本化。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之后所发生的借

款费用，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三、正常中断与非正常中断的区分

非正常中断

指企业管理决策上的原因或者其他不可预见的原因等所导致的中断，例如：

（1）企业因与施工方发生了质量纠纷。

（2）工程、生产用料没有及时供应。

（3）资金周转发生了困难。

（4）施工、生产发生了安全事故。

（5）发生了与资产购建、生产相关的劳动纠纷等

正常中断

中断是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程序、可预见的不可抗力导致中断，

正常中断期间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应当继续资本化。例如：

（1）工程建造到一定阶段必须暂停下来进行质量或者安全检查。

（2）如雨季或冰冻季节等原因导致施工出现停顿

四、借款费用的具体确认原则

发生借款

对应产生借款费用

借款利息

折价或者溢价的摊销

辅助费用

外币借款的汇兑差额

借款用于构建符合

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借款用于其他 计入财务费用

计入建造资本的

成本

资本化

费用化

费用化



五、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项目 内容

专门借款 资本化金额=资本化期间实际发生的专门借款利息费用一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的利息收

入或暂时性投资收益

借款辅助费用 借款辅助费用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无论是一般借款还是专门借款发生的辅助费用均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将

辅助费用计入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并采用与借款费用一致方法进行会计核算

限制条件 每一会计期间的利息资本化金额，不应当超过当期相关借款实际发生的利息金额

一般借款化金额的确定

六、借款费用的账务处理

借：管理费用（属于筹建期间不应计入相关资产价值的借款费用）

财务费用（属于经营期间不应计入资产价值的借款费用、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订可使用状态后所发

生的借款费用）

在建工程

制造费用

研发支出

贷：应付利息

一般借款利息费

用资本化金额

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

部分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 X
所占用一般借

款资本化率

所占用一般借款利息之和 ÷ 所占用一般借款本金之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