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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简析 

  

2012 年 5 月 25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我国居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有

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8 号）（“《公告》”），旨在对上市

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企业所得税的处理问题进行明确。在此之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曾于 2005 年底发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证监公司字[2005]151）

(“《管理办法》”)，阐述了在我国境内上市的居民企业（“上市公司”）对其职工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的基本规则，并且，财政部于 2006 年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财会[2006]3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应用指南》（财会{2006}18 号）（“《会计准则》”），

明确了对股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现根据《公告》，并结合以上其他法规、规章，将实行股权激励

相关的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简要介绍如下： 

1. 股权激励 

税务总局此次《公告》中所称的股权激励，是指《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

为标的，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激励对象”）进行的长期性激励，实行方

式包括授予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其中，对于限制型股票和股票期

权，根据是否可以立即行权，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股权激励计划实行后立即可以行权的；另

一种为股权激励计划实行后，需待一定服务年限或者达到规定业绩条件后（“等待期”）方可行权

的。 

2. 企业所得税处理 

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计划，实质上是上市公司通过减少资本公积，支付给激励对象提供服务

的报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第 8 条规定，此费用应属

于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支出（具体而言为工资薪金支出），应当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

除。就此，《公告》明确其相关的企业所得税处理为： 

1) 对股权激励计划实行后立即可以行权的，上市公司可以根据实际行权时该股票的公允价格

与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和数量，计算确定作为当年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

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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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股权激励计划实行后，需待一定服务年限或者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方可行权的。上市公司

等待期内会计上计算确认的相关成本费用，不得在对应年度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扣除。

在股权激励计划可行权后，上市公司方可根据该股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与当年激励对

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及数量，计算确定作为当年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依照税法

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3) 本条所指股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以实际行权日该股票的收盘价格确定。 

以上所列企业所得税处理中，最值得注意之处是：确认为当年工资薪金支出并可进行税前扣除

的时点均为“实际行权时”。这一处理的出发点在于税法规定的企业工资福利费，是按实际支付日

确定作为成本费用，同时不考虑市场波动等因素，从而避免就不确定的成本数额进行税前扣除。从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来看，对个人取得股权激励计划标的物，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也是依据个

人实际行权时，确认为个人所得，且也是作为个人工资薪金项目征税，因此，税务处理层面上，个

人确认收入与企业确认成本费用形成了相互匹配。不过，就股权激励计划，《会计准则》中的会计

处理与税法上不同：会计上基于受益原则和成本配比原则，从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开始，员工开始提

供服务，该服务的成本就应记入企业成本费用，若该等激励存在等待期，则在等待期内分摊，而在

职工实际行权时，不再调整已确认的成本费用。 

3. 境内上市公司以外的企业参照执行 

《公告》指出，在我国境外上市的居民企业和非上市公司，凡比照《管理办法》的规定建立职

工股权激励计划，且在企业会计处理上，也按我国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的，其股权激励计划有

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可以按照《公告》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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