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点 3：应付职工薪酬的核算 2（★★）

【例 12-11】华丰公司有部门经理 5 人，公司为每人免费提供公司名下的轿车 1 辆；副总经理以上 3人，公司

为每人提供租赁的高级公寓 1 套。这些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只提供使用权。假定每辆轿车每月计提折旧 3 000

元，每套公寓每月的租金是 4 000 元。

则华丰公司每月应作如下会计处理：

（1）轿车福利

借：管理费用 15 000（3 000×5）

贷：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15 000

借：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15 000

贷：累计折旧 15 000

（2）租赁住房福利

借：管理费用 12 000（4 000×3）

贷：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12 000

借：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12 000

贷：其他应付款 12 000

④向职工提供企业支付了补贴的商品或服务（以提供包含补贴的住房为例）（新增）

1）如果出售住房的合同或协议中规定了职工在购得住房后至少应当提供服务的年限，且如果职工提前离开则

应退回部分

差价企业应当将该项差额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处理，并在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服务年限内平均摊销，根据受益对

象分别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①购入住房时

借：固定资产

贷：银行存款

②出售时

借：银行存款（内部价）

长期待摊费用（差额）

贷：固定资产（市价）

③摊销时

借：管理费用等

贷：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借：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贷：长期待摊费用

2）如果出售住房的合同或协议中未规定职工在购得住房后必须服务的年限企业应当将该项差额直接计入出售

住房当期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3）其他形式的短期薪酬

①带薪缺勤

A.累积带薪缺勤

当职工提供了服务从而增加了其享受的未来带薪缺勤的权力时，企业就产生了一项义务，应当予以确认；职

工累积未使用的权利在其离开企业时是否有权获得现金支付，不影响义务的确认，但影响计量的义务金额。

确认累积带薪缺勤时：

借：管理费用等

贷：应付职工薪酬—累积带薪缺勤

【例 12-12】华新公司从某年 1 月 1 日起实行累积带薪缺勤制度。该制度规定： 每个职工每年可享受 12 个工

作日带薪休假，休假权利可以向后结转两个日历年度。在第二年年末，公司将对职工未使用的带薪休假权利



支付现金。假定该公司每名职工平均每月工资 2 000 元，每名职工每月工作日为 20 个，每个工作日平均工资

为 100 元。以公司一名直接参与生产的职工为例。

①假定当年 1月，该名职工没有休假。会计处理如下：

借：生产成本 2 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2 000

借：生产成本 100

贷：应付职工薪酬—累积带薪缺勤 100

②假定当年 2 月，该名职工休了 1 天假。公司应当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当月，累积相当于 1 个工作日工资

的带薪休假义务，反映职工使用累积权利的情况，会计处理如下：

借：生产成本 2 100

贷：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2 000

—累积带薪缺勤 100

借：应付职工薪酬—累积带薪缺勤 100

贷：生产成本 100（使用上期休假）

③假定第 2 年末，该名职工有 5个工作日未使用带薪休假，公司以现金支付了未使用的带薪休假。

借：应付职工薪酬—累积带薪缺勤 500

贷：库存现金 500

B.非累积带薪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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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由于职工提供服务本身不能增加其能够享受的福利金额，企业应当在职工缺勤时确认负债和相关资

产成本或当期损益。实务中，一般是在缺勤期间计提应付工资时一并处理。

【例 12-13】黄河公司某年 5 月有 2名销售人员放弃 15 天的婚假，假设平均每名职工每个工作日工资为 200

元，月工资为 6 000 元。该公司实行非累积带薪缺勤货币补偿制度，补偿金额为放弃带薪休假期间平均日工

资的 2 倍。黄河公司应作如下会计处理：

借：销售费用 24 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12 000

—非累积带薪缺勤 12 000

（2×15×200×2）

实际补偿时一般随工资同时支付：

借：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12 000（2×6 000）

—非累积带薪缺勤 12 000

贷：银行存款 24 000

②利润分享计划

企业应当将短期利润分享计划作为费用处理（或根据相关准则，作为资产成本的一部分），不能作为净利润的

分配。

【例 12-14】利欣公司为了鼓励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其提供服务，制订了短期利润分享计划。该计划规定，

在实行短期利润分享计划的年度，管理人员只要在公司工作满一整年即可获得奖金。假定当年没有管理人员

离开公司，公司应支付的奖金总额为当年净利润的 4%，并于当年年末以银行存款支付。公司当年净利润为 1 500

万元。



当年 12 月 31 日账务处理如下：

借：管理费用 600 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利润分享计划 600 000

借：应付职工薪酬—利润分享计划 600 000

贷：银行存款 600 000

【2017·单选题】长江公司 2016 年年初制定并实施一项短期利润分享计划，以激励公司管理层更好提供服务。

该计划规定，长江公司全年净利润指标为 3 000 万元。如果在公司管理层努力下完成的净利润超过 3 000 万

元。公司管理层可以分享超过3 000万元净利润部分的20%作为额外报酬，长江公司2016年度实现净利润3 500

元。假定不考虑离职等其他情形。则长江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因该项短期利润分享计划应计入管理费用的

金额是（ ）万元。

A.100 B.0 C.600 D.700

【答案】A

【解析】

长江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因该项短期利润分享计划应计入管理费用的金额＝（3 500－3 000）×20%＝100

（万元）。

【2018·单选题】

长江公司于 2017 年年初为公司管理层制订和实施了一项短期利润分享计划，公司全年的净利润指标为 7000

万元。如果完成的净利润超过 7000 万元，公司管理层可以获得超过 7000 万元净利润部分的 10%作为额外报酬。

假定长江公司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 8000 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长江公司 2017 年度实施该项短期利润分享

计划时应作的会计处理是（ ）。

A.借：本年利润 1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100

B.借：利润分配 1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100

C.借：管理费用 1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100

D.借：营业外支出 1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100

【答案】C

【解析】企业应当将短期利润分享计划作为费用处理，不能作为净利润的分配。会计处理如下：

借：管理费用 1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100

2.离职后福利

企业应当将离职后福利计划分类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

（1）计算离职后福利应缴存金额时

借：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

贷：应付职工薪酬—离职后福利

（2）缴存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离职后福利

贷：银行存款

【例 12-15】华丰公司某年 4 月应付工资总额为

100 000 元。其中：生产部门直接生产人员工资 40 000 元，生产部门管理人员工资 15 000 元；管理部门人员

工资 21 000 元；销售部门人员工资 10 000 元；建造厂房人员工资 6000 元；内部开发存货管理系统人员工资

8000 元。



当年 4 月 30 日，公司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 12%和 2%分别计提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公司当月发生的离职后福

利将在下月初支付。

【答案】华丰公司当年 4 月确认应付职工薪酬时应作如下会计处理：

本月职工薪酬的计提比例＝12%＋2%＝14%

本月应计提的离职后福利＝100 000×14%＝14 000（元）

会计分录：

借：生产成本 5 600（40 000×14%）

制造费用 2 100（15 000×14%）

管理费用 2 940 （21 000×14%）

销售费用 1 400 （10 000×14%）

在建工程 840 （6 000×14%）

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1 120 （8 000×14%）

贷：应付职工薪酬—离职后福利 14 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