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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对我国企业养老保险会计核算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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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养老保险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论文网 

 正    文：

  在确定利益养老金计划下，养老金的计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企业在计量养老金费用、确认养老金负债时，

要考虑职工为企业服务的年限、职工工资水平、生活费用水平以及养老基金资产的投资效益等因素，甚至还要对职工

可能的死亡时间作出预测，在对这些不确定因素进行假定之后，才能估计出企业的养老金费用和负债。 

  养老金负债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当期服务成本和当期利息费用。当期服务成本是指企业对职工在本会计期提供的服

务而应支付的养老金折算为本期期末的保险统计估计量现值。计算时应以估计的未来工资水平为基础，同时考虑物价

指数、生产率指数、生活费用指数等，用保险统计估计 方法 计算出职工退休时领取的养老金金额，然后折算成本期

期末的现值，即为当期服务成本。当期利息费用则是期初预计的养老金负债随时间推移所产生的利息。因为养老金是

一种递延的劳动报酬，形成于职工为企业工作之时，而支付在职工退休之后，故利息费用成为养老金负债的一个构成

要素，该利息可根据估计的折现率来计算。 

    对养老金费用的计量，一般采用保险统计估计 方法 ，具体估计方法很多。因此，为了避免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

确认的养老金费用所产生的差异而导致相关 会计 信息的不可比性，有必要通过会计准则对 企业 在计量养老金负

债、费用时所 应用 的方法作出规定。 目前 国外应用于会计核算的保险统计估计法基本上有两类，一类可归为成本

分配法，其基本思想是，将估计出的职工退休时可领取的全部养老金，在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条件下，分配到各个会

计期间，同时使得各期间的养老金成本与利息成本总和等于职工退休时领取的养老金总额。另一类是利益分配法，其

思路是将职工在各个会计期间提供服务而取得的养老金折算为退休日的现值，并以该现值为服务成本，各期现值的总

和即为企业应付给职工的全部养老金。我国在制定养老金会计准则时，可以 参考 国外的这些做法。  

  四、关于养老金的披露  

  由于养老金事项的发生形成了企业的负债及养老金费用，同时养老金的拨付也会引起一些资产负债项目的变动，

因此，企业在其财务报表中至少要对以下事项进行揭示：  

  1.当期发生的“养老金费用”，应在当期损益表的管理费用项目下列示；  

  2.当期“预付养老金费用”作为资产在当期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项目下列示；  

  3.本期已计提、尚未拨付的养老金，作为“应付养老金”在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负债或长期负债项目下列示。  

  另外，由于养老金是一种“递延劳动报酬”，企业对养老金负债及拨付的基金资产经常会由于一些不确定事项的

发生而加以延期确认，这就使得在养老金会计处理中，一些及时的、相关的会计信息在财务报表中得不到体现。因此

有必要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这类信息进行披露，如尚未摊销的前期服务成本、尚未摊销的利得和损失以及摊销的方法

等。  

  同时，由于反映在财务报表上的“养老金费用”、“养老金负债”等项目的金额是非常概括的数字，因此，与这

一数字相关的一些项目如：养老金计划的类型、职工参加养老金计划的情况、养老金费用、利益等计量所采用的保险

统计估计方法、拨付养老金的方式以及当期养老金费用的构成等，也应该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加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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