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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之会计处理

【摘要】2015年11月4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的通知》（财会［2015］19号），明确了限

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问题。本文通过案例对该文件进行了解读，同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期进一步完

善《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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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是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采取

的主要股权激励方式之一。上市公司采取授予其员工限制性

股票的方式来增强公司凝聚力，激励员工为公司创造价值，

提供服务。本文拟对其在授予日、锁定期内资产负债表日、解

锁日的会计处理进行探讨及改进。

一、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概述

1. 内涵。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是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方式之一，与股票期权不同的是，授予被激励对象真实的股

票是指上市公司将本公司股票以较低的价格授予或者无偿

赠与被激励对象。但是，这类股票的再次出售将受到一定的

限制，被激励对象只有在满足股权激励计划所规定的条件

时，才可以将限制性股票售出，并从中获益。如果被激励对象

不能如期行权，则上市公司将有权无偿收回或者以一定的价

格将限制性股票购回。

2. 股票来源。限制性股票的来源主要有两种方式：非公

开发行和回购本公司股票。目前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采用的

是通过非公开发行的方式以较低的价格向被激励对象授予

一定数量的限制性股票；同时，上市公司也可以通过从二级

市场上回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向其他企业定向回购本公司股票，

然后再将其无偿赠与或者以较低的价格授予被激励对象。

3. 行权。被激励对象获得限制性股票之后，虽然暂时不

能够将其出售，但是并不影响股票本身的分红权等，也就是

说，被激励对象依然可以部分行权，而且自2007年以来，我国

股市持续低迷，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同失效，相比之下，限制

性股票的优越性得以显现。近年来，大多数上市公司都选择

了基于限制性股票的股权激励计划方案。

二、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

（一）会计处理原则

1. 授予日。限制性股票是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最常用

的工具之一，根据CAS 11的规定，对于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

付，在授予日不做会计处理。这个规定在股票期权方式下很

容易理解和接受，但是对于限制性股票来说，在授予日，企业

通过过户产生了实质性的资产转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

了回购义务，我们需要反映这种转移或义务，因此，财会

［2015］19号文件明确指出，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员工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在授予日，应根据收到的员工缴纳的认

股款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同时就回购义务确认负债。

2. 锁定期内资产负债表日。根据CAS 11的规定，对于以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应当将权益工具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平均分摊到其等待期内，但并不确认其后续公允价值的变

动，即在等待期内的资产负债表日，按照限制性股票在授予

日的公允价值确认相应的成本与费用。在这里需要明确的

是，对于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员工在授

予日是支付了一定现金的，因此，我们在等待期内是将其在

授予日的公允价值与授予价格之间的差额进行分摊。

3. 解锁日（可行权日）。CAS 11规定，企业在可行权日，

按照实际行权的数量确认相应的股本及资本公积，并不需要

调整之前所确认的成本与费用。由于限制性股票的行权是员

工将股票上市流通或者企业进行回购。如果限制性股票上市

流通，那么就不会与企业发生交易，企业也就不需要对此作

出处理，但是需要反映回购义务的消失；如果企业需要按照

约定的价格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则企业需要反映这一回

购业务。

（二）账务处理举例

例：2014年 5月 23日，江苏恒瑞制药以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方式向公司高管授予882.75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15.51元/股，利用估值工具计算确定的授予日公司股票的公

允价值为 30.2元/股。上述股票的锁定期为授予日后的 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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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锁定期后分三次解锁。分别是 2015 年 5 月 23 日，解锁

40%；2016 年 5 月 23 日，解锁 30%；2017 年 5 月 23 日，解锁

30%。若到期不能解锁，则公司按照授予价格进行回购。

依据上述会计处理原则，江苏恒瑞制药的会计处理为：

（1）授予日（2014年5月23日）：

借：银行存款 13691.45（882.75×15.51）

贷：股本 882.75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2808.70

同时确认回购义务：

借：库存股 13691.45

贷：其他应付款 13691.45

（2）等待期内资产负债表日（2014年12月31日）：

需确认的费用为：882.75×（30.2-15.51）×40%×7/12+

882.75×（30.2-15.51）×30%×7/24+882.75×（30.2-15.51）×

30%×7/36=4916.87（万元）。

借：管理费用 4916.87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4916.87

（3）解锁日（2015年 5月 23日），假设上述 40%的限制性

股票全部解锁，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只需要将上述

40%的回购义务进行注销即可：

借：其他应付款 5476.58

贷：库存股 5476.58

（4）等待期内资产负债表日（2015年12月31日）：

2015 年应确认的费用为：882.75×（30.2-15.51）×40%×

5/12+882.75×（30.2-15.51）×30%×12/24+882.75×（30.2-

15.51）×30%×12/36=5403.17（万元）。

借：管理费用 5403.17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5403.17

（5）2016年 5月 23日，假设第二批 30%的限制性股票全

部解锁：

借：其他应付款 4107.44

贷：库存股 4107.44

（6）等待期内资产负债表日（2016年12月31日）：

需确认的费用为：882.75×（30.2-15.51）×30%×5/24+

882.75×（30.2-15.51）×30%×12/36=2107.23（万元）。

借：管理费用 2107.23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107.23

（7）2017年 5月 23日，假设第三批 30%的限制性股票没

有达到解锁条件，江苏恒瑞制药按照授予价格15.51元/股将

上述股票回购并注销。

则2017年应确认的费用为：882.75×（30.2-15.51）×30%×

5/36=540.32（万元）。

借：管理费用 540.32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540.32

同时对回购交易进行反映：

借：其他应付款 4107.44

贷：银行存款 4107.44

借：股本 264.83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3842.61

贷：库存股 4107.44

三、现行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CAS 11和财会［2015］19号文件的出台对限制性股

票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从操作层面上进行了明确，但事实上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限制性股票的来源可以是非公开发行股票，也可

以是回购股票；可以是以较低的价格授予，也可以无偿赠与。

而财会［2015］19号文件仅仅是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下以

较低的价格授予限制性股票进行了说明，并没有对其他方式

进行说明。而在实务中，通过回购股票的方式授予限制性股

票或者无偿赠与限制性股票也都是很常见的。如果按照现有

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于无偿赠与限制性股票在授予日就无法

进行会计处理，因为难以做到既要满足不能确认相关成本费

用的要求，又要能够反映资产的转移支付。

其次，在上例处理过程中，并没有在股票解锁之后，将等

待期内所确认的资本公积进行结转，也就是说，股权激励计

划都已经结束了，在这期间确认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却还存在。这与CAS 11的相关规定不符。CAS 11中明确要

求，对于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可行权日后，要将等待期

内确认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进行结转。通过相关例题

我们可以发现，股票期权形式的股份支付也的确是这样做

的，同样作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

的会计处理也应该满足这一要求。

四、完善措施

1. 授予日的会计处理。在授予日，对所授予的股票按照

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将所收到的款项确认为“银行

存款”，股票的公允价值与所收到的款项之间的差额记入“长

期待摊费用”。如果限制性股票是通过回购股票的方式进行

授予，回购时做回购的会计处理，在授予日，借记“银行存

款”、“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贷记“股本”科目，当日的公允价

值与原来回购价格之间的差额借记或者贷记“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科目。这样处理，既能够满足在授予日不确认相关

成本费用的要求，又能够反映资产转移这一业务。

2. 解锁日的会计处理。在解锁日，除了反映回购义务的

解除或者履行外，还应当将等待期内确认的资本公积（其

他资本公积）进行结转，同时摊销长期待摊费用，借记“资本

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贷记“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这样

就可以满足会计准则关于“将等待期内确认的资本公积进行

结转”的要求，与股票期权形式的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保持

一致。

笔者仍以江苏恒瑞制药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股权激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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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为例，说明完善以后的会计处理：

（1）授予日（2014年5月23日）：

借：银行存款 13691.45

长期待摊费用 12967.60

贷：股本 882.75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5776.30

同时确认回购义务：

借：库存股 13691.45

贷：其他应付款 13691.45

（2）等待期内资产负债表日：2014年 12月 31日。等待期

内的资产负债表日的会计处理与现行会计准则的要求保持

一致，并没有发生变动，即确认相关的成本与费用，同时确认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借：管理费用 4916.87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4916.87

（3）解锁日：2015年5月23日，假设上述40%的限制性股

票全部解锁。会计处理时一方面要反映回购义务的注销，另

一方面要结转所确认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借：其他应付款 5476.58

贷：库存股 5476.58

需要结转的资本公积为：882.75×（30.2-15.51）×40%=

5187.04（万元）。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5187.04

贷：长期待摊费用 5187.04

（4）等待期内资产负债表日（2015年12月31日）：

借：管理费用 5403.17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5403.17

（5）2016年 5月 23日，假设第二批 30%的限制性股票全

部解锁：

借：其他应付款 4107.44

贷：库存股 4107.44

同时结转之前所确认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3890.28万元［882.75×（30.2-15.51）×30%］：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3890.28

贷：长期待摊费用 3890.28

（6）等待期内资产负债表日（2016年12月31日）：

借：管理费用 2107.23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107.23

（7）2017年 5月 23日，假设第三批 30%的限制性股票没

有达到解锁条件，江苏恒瑞制药按照授予价格15.51元/股将

上述股票回购并注销。则2017年应确认的费用为：12967.60-

4916.87-5403.17-2107.23=540.33（万元）。

借：管理费用 540.33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540.33

同时对回购交易进行反映：

借：其他应付款 4107.44

贷：银行存款 4107.44

借：股本 264.83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3842.61

贷：库存股 4107.44

并结转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3890.28

贷：长期待摊费用 3890.28

通过上述会计处理我们发现，当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

划结束后，账面上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也完全被注

销，符合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的形成与使用的相关规

定，同时也满足CAS 11对于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

处理的全部要求。

财会［2015］19号文件对限制性股票在锁定期内发放现

金股利的会计处理也进行了说明，本文认为其解释比较合理

规范，在这里不再进行具体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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