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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股本溢价不增加计税基础股份支付为什么要计入资
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或股本溢价?-股识吧

一、股份支付为什么要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或股本溢价?

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或商品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
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
股份支付分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
支付和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对于可行权日在首次执行日或之后的股份支付，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 号
——股份支付》的规定，按照权益工具、其他方服务或承担的以权益工具为基础计
算确定的负债的公允价值，将应计入首次执行日之前等待期的成本费用金额调整留
存收益，相应增加所有者权益或负债。
股份支付，是企业与职工或其他方之间发生的交易。
实际上是人工成本转为股权的一种转换。
所以一方面确认为当期费用，一方面记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或股本溢价。

二、股本溢价上税吗

股本溢价不含任何利润上税，当分红派息时就要上10%税，其他上税的只有交易的
印花税

三、股本溢价需要交税吗?

股本溢价，在转让股份时交税。
按资本增值交税。

四、为什么会产生股本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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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待期内没有发生现金分配等情况而达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时，不需要履行
回购义务，反向冲回原计提的回购义务形成的负债即可（相当于差错更正）：
借：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贷：库存股二：为什么会“如有差额”，主
要是分配可撤销现金股利时候造成的，分析如下： 1.限制性股票等待期内，如果发
生分配可撤销的现金股利，有个核心的逻辑是，这部分现金股利要算作提前履行现
金股利对应金额的回购义务。
大白话就是原来回购义务1000万，我现在分给你的可撤销现金股利（假定是100万
）是可以要回来的，现在我也不要了，但要抵消一部分回购义务，回购时候我付给
你900万就行了；
2.分配可撤销的现金股利时候，做了2个预计，一个是能够达到解锁条件；
一个是不能达到解锁条件。
A、对于预计能达到解锁条件的，分配现金股利时候，提前履行回购条件： 借：利
润分配-
应付现金股利（预计能够达到解锁条件，就是股东，按利润分配原则分配股利）
100 贷：应付股利-限制性股票股利 100 借：其他应付款-
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金额是现金股利值）100 贷：库存库 100
注意：提前部分反向冲回购义务，冲回后，2科目余额一致。
以下为造成差额的重点分析
B、对于预计不能达到解锁条件，分配现金股利时候，提前履行回购条件：
借：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金额是现金股利值）100 贷：应付股利-
限制性股票股利 100 注意：预计不能达到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就不是股东，就不能
按照利润分配原则分配股利，而是要按照抵扣回购义务原则冲抵原计提的负债。
这里其他应付款余额减少了100，但库存股还是原来计提的余额1000。
形成了“差额”。
三、解锁日的会计处理 A、对于最终不能达到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
履行回购义务时 借：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900 贷：银行存款 900
同时，办理股本注销手续借：股本 500（假设）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500 贷：库存股
1000B、对于最终达到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包括原来等待期内预计不达标的，等
待期结束后最终还是达标的激励对象） 履行回购义务时 借：其他应付款-
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9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00 贷：库存股 1000总结：差额来自于
产生可撤销的现金股利分配时候，对预计不能达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
，不能按照利润分配原则分配现金股利，而是要按照现金股利抵消回购义务原则，
计入其他应付款，造成库存股与其他应付款的差额；
这部分激励对象最终达到了解锁条件后，这个差额计入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而且这个差额一定是在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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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为什么bonus issue不用记股本溢价

因为它还没资质证书、营业执照，所以不能上。

六、为什么用溢价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投资单位不能增加长期投
资的计税基础

因为投资单位的长期投资投资（权益法）是以被投资单位的账面净资产为基础进行
计量的。
当被投资单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时，被投资单位的净资产金额不变，所以不会影
响到投资单位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计量。

七、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时为什么会产生股本溢
价

一、等待期内没有发生现金分配等情况而达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时，不需要履行
回购义务，反向冲回原计提的回购义务形成的负债即可（相当于差错更正）：
借：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贷：库存股二：为什么会“如有差额”，主
要是分配可撤销现金股利时候造成的，分析如下： 1.限制性股票等待期内，如果发
生分配可撤销的现金股利，有个核心的逻辑是，这部分现金股利要算作提前履行现
金股利对应金额的回购义务。
大白话就是原来回购义务1000万，我现在分给你的可撤销现金股利（假定是100万
）是可以要回来的，现在我也不要了，但要抵消一部分回购义务，回购时候我付给
你900万就行了；
2.分配可撤销的现金股利时候，做了2个预计，一个是能够达到解锁条件；
一个是不能达到解锁条件。
A、对于预计能达到解锁条件的，分配现金股利时候，提前履行回购条件： 借：利
润分配-
应付现金股利（预计能够达到解锁条件，就是股东，按利润分配原则分配股利）
100 贷：应付股利-限制性股票股利 100 借：其他应付款-
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金额是现金股利值）100 贷：库存库 100
注意：提前部分反向冲回购义务，冲回后，2科目余额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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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造成差额的重点分析
B、对于预计不能达到解锁条件，分配现金股利时候，提前履行回购条件：
借：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金额是现金股利值）100 贷：应付股利-
限制性股票股利 100 注意：预计不能达到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就不是股东，就不能
按照利润分配原则分配股利，而是要按照抵扣回购义务原则冲抵原计提的负债。
这里其他应付款余额减少了100，但库存股还是原来计提的余额1000。
形成了“差额”。
三、解锁日的会计处理 A、对于最终不能达到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
履行回购义务时 借：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900 贷：银行存款 900
同时，办理股本注销手续借：股本 500（假设）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500 贷：库存股
1000B、对于最终达到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包括原来等待期内预计不达标的，等
待期结束后最终还是达标的激励对象） 履行回购义务时 借：其他应付款-
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9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00 贷：库存股 1000总结：差额来自于
产生可撤销的现金股利分配时候，对预计不能达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
，不能按照利润分配原则分配现金股利，而是要按照现金股利抵消回购义务原则，
计入其他应付款，造成库存股与其他应付款的差额；
这部分激励对象最终达到了解锁条件后，这个差额计入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而且这个差额一定是在借方。

八、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是借“资本公积—资本/股本溢价”，是
不是只能用原来资本/股本溢价的部分为限转增啊？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是借“资本公积—资本/股本溢价”，是的。
借：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贷：实收资本是不是只能用原来资本/股本溢价的部分为
限转增啊？不是，资本公积都可以用来转增资本。
包括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接受现金捐赠、股权投资准备、拨款转入、外币资
本折算差额、其他资本公积等，没有金额限制。

九、减资时冲减股本
为什么是借股本，这样股本不就增加了吗怎么是重减？

股本是权益类科目，增加在贷方，减少在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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