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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被引入我国以来，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

的广泛关注，甚至有些企业已开始尝试运用这一有效的激励

制度。经理人股票期权制度的运用，对传统会计体系产生了

明显的影响，为此我国会计界对经理人股票期权会计处理方

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由于经理人股票期权有其自身的特

点，对其如何在会计上进行处理，已成为会计界面临的难题

之一。 一、我国目前经理人股票期权会计处理方法及评价 经

理人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在我国尚无规范可循，目前已实行

经理人股票期权的企业在会计处理上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 1.或有事项处理法 由于经理人股票期权是企业授予经理人

的一项选择权，是否行权取决于到期日股票价格的高低。因

此，企业可以将股票期权作为或有事项处理。企业在授予日

按行权价确认一项债权，同时确认一项所有者权益预计股本

；经理人实际行权以后，将债权转为现金等，同时将预计股

本转为股本，股票市价高于行权价的部分作为管理费用处理

。 2.三时点处理法 由于经理人股票期权的实行要经过授予、

行权和到期（特殊情况下还存在期权失效）三个时点，每个

时点会对企业的会计要素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企业可以在

这三个时点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1）授予日的会计处理。

在授予日企业与经理人达成了股票期权的未来合约，但未发

生股票和现金的实际收付，因此不做正式的会计处理，对产

生的或有认股款和或有股本可以在备查账簿中记录。 （2）



行权日的会计处理。在行权日，由于企业和持有股票期权的

经理人之间发生股票与现金的交换，授予日备查账簿中的或

有认股款将成为现实的现金流入，或有股本也成为企业现实

的股本，因此企业要做正式的会计处理，在资产负债表中按

行权价确认银行存款，按股票面值确认股本，借贷方差额确

认为资本公积，同时在备查账簿中冲销以前记录的或有认股

款。 （3）到期日和失效日的会计处理。若期权有效期内股

票市场价格持续低于行权价格，期权持有人就不会行权，则

应当在备查账簿中将原记录的尚未冲销的或有认股款以及或

有股本全部冲销。失效日的会计处理方式和到期日经理人未

行权的会计处理方式相同。 3.模仿内在价值法的处理法 这种

方法模仿美国APB第25号意见书，将股票期权实施过程细分

为授予日、等待期、行权日和提前失效日四个时点，分别进

行会计处理。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1）授予日的会计处理

。按照股票的行权价格确认或有认股款，同时按照股票面值

确认或有股本，二者间的差额记入股票期权溢价。 （2）等

待期的会计处理。此间的会计处理需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情

况是股票市价超过行权价，说明股票期权具有内在的增长价

值，经理人行权的可能性会增加，期末将市价超过行权价的

差额记入管理费用，同时确认股票期权溢价；另一种情况是

股票市价低于行权价，股票期权的内在价值为零，因而不必

处理。但如果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由于股价上涨而导致的费

用，应当在股价下跌时将已经确认的费用在原来的数额内转

回。 （3）行权日的会计处理。持有股票期权的经理人与企

业之间发生认股款与股票的交换，或有股款转为实际的现金

，或有股本转变为企业股本，因此企业一方面要记录或有股



款转为实际现金的经济事项，另一方面要记录或有股本转变

为企业股本的经济事项。 （4）提前失效的会计处理。股票

期权到期前，若经理人弃权或提前离职，则股票期权提前失

效。当经理人弃权时，会计上应注销与经理人有关的或有认

股款、或有股本和股票期权溢价等账户的余额，同时将以前

确认为费用的股票期权溢价转冲当年的管理费用科目。当经

理人提前离职时，其股票期权丧失，会计上应当注销或有认

股款、或有股本和股票期权溢价等科目的余额，若有差额则

冲减管理费用。 在上述经理人股票期权会计处理方法中，或

有事项处理法具有简单易学的优点，但也存在许多不足。首

先，不符合《或有事项》会计准则的要求。我国现行的企业

会计准则《或有事项》第7条规定：“企业不应确认或有负债

和或有资产。”而这种会计处理方法，则是在股权授予日将

股票期权作为一项或有债权确认，这显然与现行的会计准则

不符。其次，不符合谨慎性原则的要求。股票期权是企业赋

予经理人的一项权利，而不是义务，在股价趋于下跌的状况

下，企业经理人会放弃行权，因而股票期权具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根据谨慎性原则的要求，不应该将股票期权确认为企

业的资产，否则将会造成虚增资产的后果。再次，不符合配

比原则的要求。在会计处理中，企业将股票市价与行权价格

之间的差额作为费用一次性记入行权日所在的年度，没有在

授予日和行权日之间进行分摊，这种会计处理方法不符合配

比原则的要求。如果差额很大，将会导致企业年度费用不均

衡。 三时点处理法是对企业的或有事项和实际发生的、确定

的事项分别予以反映。或有事项只在备查账簿中记录，不纳

入财务报表披露，而实际发生的、确定的事项则在账簿和财



务报表中记录、披露。这种方法虽然没有完全突破或有事项

处理法，但是它不反映股票期权的薪酬费用，避免了与配比

原则的冲突，因而其科学性强于或有事项处理法。 模仿内在

价值法的处理法是将股票期权的入账时点进一步细化，同时

在等待期中设计了相关科目以确认薪酬费用，是目前国内设

计相对较好的股票期权会计处理方法。但是它仍然存在着缺

陷，即将股票期权视为或有事项，因而不符合现行会计准则

的规定。 对经理人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之所以存在不同的方

法，究其原因在于对经理人股票期权的经济本质认识不同，

在此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将股票期权理解为

企业的薪酬费用，是企业用于支付经理人的报酬，因而企业

应该将其记入利润表，得到成本补偿。这是美国APB（1972）

和FASB（1995）所持的观点，这种观点称为“费用观”。第

一、第三种方法都是基于该种观点进行的会计处理（虽然它

们处理费用的方式不同，第一种方法是集中处理费用，第三

种方法是分期摊销处理费用，但其本质相同）。第二种观点

是将股票期权理解为非会计处理对象，不纳入会计处理系统

，但对其进行披露。这种观点称为“非会计对象观”。第二

种方法就是基于该种观点进行的会计处理。 笔者认为，基于

“费用观”和“非会计对象观”的经理人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都不是合理的会计处理方法。一种合理的会计处理方法，应

该既能够反映经济事项的本质又能够在实践中行得通。“费

用观”下的会计处理，由于增加了企业费用，减少了企业利

润，影响了企业的形象，因而在美国一直受到戴尔、Ebay等

企业的强烈反对：“非会计对象观”忽略了会计信息需求者

对经理人股票信息的需求，没有准确地反映出经理人股票期



权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因此要寻求合理的会计处理方法

，必须要明确经理人股票期权的经济实质，在此基础上创新

出能为企业所接受的会计处理方法。 二、经理人股票期权的

经济实质 经理人股票期权制度通过期权的授予，有效地将经

理人的利益与企业本身的价值增长联系起来，并建立起长期

的激励机制，使得经理人在为企业作出大量长期的人力资本

投入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剩余索取权的分享，因此，经理人股

票期权是经理人参与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的一种重要方式，

这是经理人股票期权的经济实质所在。 应该指出的是，经济

学中的“企业剩余”实际上就是会计中的“利润”。所以，

也可以这样认为，经理人股票期权实际上是经理人参与企业

利润分配的一种方式。这种观点不妨称之为“利润分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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