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股份支付

第二节 股份支付的确认与计量（掌握 5个知识点）

【知识点 2】股份支付的取消或结算

取消或

结算

企业在等待期内取消或结算权益工具：

（1）将取消或结算作为加速可行权处理，立即确认原本应在剩余等待期内确认的金额。（因未满足

可行权条件而被取消的除外）。

（2）在取消或结算时支付给职工的所有款项均应作为权益的回购处理，回购支付的金额高于该权

益工具在回购日公允价值的部分，计入当期费用。

（3）如果向职工授予新的权益工具，用于替代原权益工具的，企业应以与原权益工具条款和条件

修改相同的方式进行处理；未认定为替代权益工具的，作为新授予的股份支付处理。

【解释】加速可行权：比如一项等待期三年的股份支付，一年后取消权益工具就是把可行权日提前

到了取消这一天。

【注意】怎样区分股份支付计划的取消与作废？

“取消”往往源于企业的主动行为，为防止企业随意取消股权激励计划，准则规定将取消作为加速可行权处

理，将剩余等待期内应确认的金额立即计入当期损益。“作废”是源于职工没有能够满足提前设定的可行权条

件，故对于作废的股权激励会冲销以前确认的相关费用。

【例题·多选题】下列关于股份支付可行权条件的修改，表述正确的有（ ）。

A.增加授予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企业应按照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增加相应地确认取得服务的增加；减少授

予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企业应按照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减少相应地确认取得服务的减少

B.在取消或结算时，支付给职工的所有款项均应作为权益的回购处理，回购支付的金额高于该权益工具在回

购日公允价值的部分，计入当期损益

C.如果向职工授予新的权益工具，并在新权益工具授予日认定所授予的新权益工具是用于替代被取消的权益

工具的，企业应以与处理原权益工具条款和条件修改相同的方式，对所授予的替代权益工具进行处理

D.如果回购职工已可行权的权益工具，回购支付的金额高于该权益工具在回购日公允价值的部分，计入当期

费用

【答案】BCD

【解析】选项 A，减少授予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企业应当继续以权益工具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认取

得服务的金额。

【知识点 3】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股权激励计划

上市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激励对象授予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并规定锁定期和解锁期，在锁定期和解

锁期内，不得上市流通及转让。达到解锁条件，可以解锁；如果全部或部分股票未被解锁而失效或作废，通

常由上市公司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立即进行回购。

授予限制性股

票时

(1)向职工发行的限制性股票按有关规定履行了注册登记等增资手续的，上市公司应当根据收

到职工缴纳的认股款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按照职工缴纳的认股款：

借：银行存款

贷：股本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就回购义务确认负债（作收购库存股处理），按照发行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以及相应的回购

价格计算确定的金额：

借：库存股

贷：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未达到限制性

股票解锁条件

而需回购股票

(1)按照应支付的金额

借：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贷：银行存款

(2)按照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相对应的股本金额



借：股本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贷：库存股

达到限制性股

票解锁条件而

无需回购股票

上市公司达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而无需回购的股票，按照解锁股票相对应的负债的账面价

值：

借：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贷：库存股（按照解锁股票相对应的库存股的账面价值）

差额，则借记或贷记“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

等待期 上市公司应当综合考虑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和解锁期等相关条款，按照股份支付准则的相关规

定判断等待期，进行与股份支付相关的会计处理。对于因回购产生的义务确认的负债，应当

按照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例题】2×20 年 1 月 2 日，甲公司与 100 名高管人员签订股权激励协议并经股东大会批准。协议约定：甲公

司向每名高管授予 15 万份限制性股票。该限制性股票自股权激励协议签订之日起 3年内分三期平均解锁，即

该股份支付协议包括等待期分别为 1年、2 年和 3年的三项股份支付安排。假定 100 名高管人员 3 年内没有人

离开，且每年均满足可行权条件。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为 6元。

3 年内分三期平均解锁可以理解为签了 3份合同：

第 1份“合同”：等待期 1 年，行权数量 5 万股。

第 2份“合同”：等待期 2 年，行权数量 5 万股。

第 3份“合同”：等待期 3 年，行权数量 5 万股。

2×20 年计入管理费用金额

=100×5×6+100×5×6×1/2+100×5×6×1/3=5 500（万元）。

2×21 年计入管理费用金额

=100×5×6+100×5×6×2/2+100×5×6×2/3-5 500=2 500（万元）。

2×22 年计入管理费用金额

=100×5×6+100×5×6×2/2+100×5×6×3/3-5 500-2 500=1 000（万元）。

【例题】2018 年 1 月 1 日，经股东大会批准，甲公司进行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权，一次性授予甲公司

100 名高级管理人员共计 1 200 万股定向增发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总额为 4 500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1）激励对象可以每股 6元的价格购买该限制性股票。甲公司在授予日收到所有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股款 7

200 万元，并于当日办理完毕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

（2）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年末，在达到当年行权条件的前提下，每年解锁 400 万股。当年未满足条件不能

解锁的股票由甲公司按照每股 6 元的价格回购。激励对象每年末申请解锁的业绩条件为：每年净资产收益率

均不低于 5．5%，且每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1．5 亿元。

（3）甲公司 2018 年和 2019 年净资产收益率均达到 6%，实现净利润均为 1．6 亿元，但 2020 年净资产收益率

为 5%，实现净利润 1．6 亿元。

（4）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均在职。不考虑其他因素。

要求：对甲公司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有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会计处理。

【答案】甲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属于一次授予、分期行权的股权激励计划，每期的结果相对独立，即第

一期未达到可行权条件并不会直接导致第二期或第三期不能达到可行权条件，因此在会计处理时会将其作为

三个独立的股份支付计划处理，即第一个计划的等待期是一年，第二个计划的等待期是两年，第三个计划的

等待期是三年。

2018 年：

①2018 年 1 月 1 日定向发行公司普通股股票

借：银行存款 7 200

贷：股本 1 2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6 000（倒挤）



借：库存股 7200

贷：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7200

②甲公司 2018 年应确认的股权激励费用

=第一期 4 500×１/３ ×１/１ +第二期 4 500× １/３ ×１/2 +第三期 4 500×１/３ ×１/３

=1 500+750+500=2 750（万元）

借：管理费用 2 750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 750

③2018 年 12 月 31 日激励对象标的股票解锁

借：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2400

贷：库存股 2400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 500（第一期）

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 500

2019 年：

①甲公司 2019 年应确认的股权激励费用=第二期 4 500×１/３ × １/２+第三期 4 500×１/３×１/３

=750+500=1 250（万元）。

借：管理费用 1 250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 250

②2019 年 12 月 31 日激励对象标的股票解锁

借：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2400

贷：库存股 2400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 500（第二期）

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 500

2020 年：

由于未达到解锁条件，股票由甲公司回购，不再确认成本费用

借：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2400

贷：银行存款 2400

借：股本 4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000（倒挤）

贷：库存股 2400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000（转销余额）

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