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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2012 年 9 月 29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应付职工薪酬（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该征求意见稿与 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

工薪酬》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反映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

会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9号———雇员福利》的最新修订动向，

保持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与

等效，但是仍存在一些尚待完善之处。

一、“薪酬”、“福利”的提法不适合国人习惯

在 2006年准则颁布之前，我国分设“应付工资”、“应付福
利费”两个科目核算员工所发生的人工费用。现行的会计准则

以及本次修订稿并未照搬国际会计准则“雇员福利”的提法，

而是以“职工”取代“雇员”、“薪酬”取代“福利”，命名为“职工

薪酬”，有其合理性和创新性。

国际会计准则第 19号翻译为“雇员福利”，雇员并不适合
国人的表达习惯。“职工薪酬”中“薪酬”的提法与国人的表达

习惯也不是十分符合。我国很少使用“薪酬”或“薪水”一词，一

般仅涉及一年或者一个月拿多少钱，不会区分哪部分是工资，

哪部分是奖金或福利等，直接关注实际总收入是多少，所以将

“薪酬”改成“报酬”更合适。

本次征求意见稿并未使用“福利”一词，但是在征求意见

稿的正文中还是出现了如“辞退福利”、“离职后福利”等名词，

“福利”一词的提法与我国国情并不是十分符合。我们一般人

理解的“福利”是指工资以外的部分，例如津补贴、节日的慰问

金、过年过节发放的生活日用品等，从社会发展来看，随着工

资形式的多样化和用人单位出于避税的考虑，员工已经淡化

了工资与福利的界限。所以“福利”并不是要等到“辞退”或“离

职后”才会出现，在平时的生产与生活中已经出现，而且是与

工资一起以总报酬的形式出现的。

正如对养老金的性质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

社会福利观，另一种是劳动报酬观。劳动报酬观认为，养老金

是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是职工在职服务期间所赚取的劳

动报酬的一部分，其实质是“递延工资”，因此离职后福利并不

是“福利”，而仍然属于“工资”，并不是与工资完全割裂的。

在国人看来，福利除了可以惠泽全体员工以外，发放给少

数员工的“福利”更多地是表现为一种激励或奖励，例如针对

工作特别优秀的员工组织境外旅游等。而辞退福利与奖励根

本不相关，有不少的情况是企业认为个别员工的职业能力不

够或企业裁员等，如果改“福利”为“补偿”更为合适，而且与现

行《劳动合同法》中的提法也是相一致的。

同时在征求意见稿对于短期薪酬的定义中又出现了“因

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除外”，此处使用的也是

“补偿”一词，而不是“福利”一词。

二、“职工”的界定不严谨

按照征求意见稿第三条的规定，职工是指与企业订立劳

动合同的所有人员，含全职、兼职和临时职工，也包括虽未与

企业订立劳动合同但由企业正式任命的人员。这可能会产生理

解上的出入，例如某企业拟召开某项目的投资方案论证会，一

方面该企业成立有专门的调研部门，配备了高层次的调研人

员，但是为了增强方案论证的权威性，还邀请了外部的专家参

加。从实质上看外部专家所做的工作与企业职工所提供的服

务是类似的，因此按照前面的定义外部专家也是企业的职工。

但是国人一般理解的职工的范畴远没有如此宽泛。一般

以狭义上理解的职工必须是在本单位工作达到一定年限的员

工，其需要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至少不包括临时性劳务的人

员。按照现行准则以及本次修订稿的精神，前述专家或专业人

士是可以认定为“职工”的，但是会计核算上并不通过“应付职

工薪酬”处理，又造成了定性与核算自相矛盾的现象。

所以，建议将“职工”改成“用工”，如果是“用工”，则包括

的范围更广，可以是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尚未签订劳动合同

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人员，未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但由企

业正式任命的人员，还可以是签订临时劳务合同的人员或尽

管未签订劳动合同但提供临时劳务的人员。

或者仍使用“职工”一词，但是在会计准则中不再对其重

新定义，而是直接引用新的《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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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政部 2012年 9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应付职工薪酬（修订）（征求意见稿）》，本文分析了其在

用词、定义分类等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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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对“职工”一词赋予的法律含义。

三、某些“福利”需要重新归类

在征求意见稿中，将职工薪酬划分为短期薪酬、辞退福

利、离职后福利、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等四类，其中短期薪酬，是

指企业在职工提供相关服务的年度报告期间结束后十二个月

内需要全部予以支付的职工薪酬，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给予的补偿除外。对照该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的规定“辞退福

利预期在其确认的年度报告期间期末后十二个月内完全支付

的，应当适用短期薪酬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辞退福利也存

在需要在十二个月内偿还的情形，那么辞退福利与短期报酬

就存在概念上的重叠。

再如辞退福利与离职后福利，两者也有类似的问题。离职

后福利涉及“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而“辞退福利”涉及“在职

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合同关系”，从本质上

分析，两者都是劳动关系结束了。但是“离职”的范畴远比“辞

退”更广，所以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建议取消“离职后

福利”的提法，由“养老金会计”取而代之，“养老金会计”通俗

易懂，从字面上即可直接看出是与员工的养老有机结合在一

起的。

在征求意见稿中，还出现了“其他长期职工福利”一词。从

分类的完整性上分析，如果以期限为分类标准，则职工薪酬分

类的结果应是“短期”与“长期”之分，即“短期职工薪酬”、“长

期职工福利”，而不会出现“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与“短期

薪酬”、“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同时并列的情形。另外，“离职后

福利”、“辞退福利”并不全是“长期职工福利”，既然不全是“长

期职工福利”，又从何而来的“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呢？所以建

议大类上分两种，即“短期职工薪酬”、“长期职工福利”，在“长

期职工福利”中先是规范常见的几种职工福利的情形，同时为

避免列举不全的情形，再设置“其他”科目加以兜底，这样会更

加合理。

四、应与征求意见稿一并出台相应的应用指南

离职后福利的规范是本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亮点，出现

了不少新概念、新名词，对于广大会计人员而言，是一个不小

的挑战。以前的准则并无设定收益制下养老金会计处理的具

体规范，而在征求意见稿中对于离职后福利的规范又是以“原

则”为导向的，如果仅仅是从文字表述本身看，并不足以指导

具体的账务处理。所以，建议在征求意见稿发布的同时，下发

针对该征求意见稿的应用指南或者准则解释，如增加“养老金

资产”、“养老金负债”等会计科目，可以更加有利于会计人员

进一步理解和吸收。

五、改进职工薪酬信息披露的内容

在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短

期职工薪酬有关的应当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

贴，该规定并不合理。一方面，员工的工资在很多单位内部已

经成为一个商业秘密，员工之间并不知情，那么单位愿意或者

说有义务对外披露非常详细的信息吗？另一方面从税法的规

定看，现行税法已经取消了计税工资，税法已经认可一些经济

效益好的单位可以多发工资制，所以按照本次征求意见稿的

要求进行职工薪酬的信息披露，会导致信息披露过度而且会

招致企业的抵制，同时过度披露后还会导致不同企业员工之

间的相互比较。

而对于离职后福利的信息披露又存在披露不足的问题，

即使按照本次征求意见稿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仍不能详细

反映企业所承担的社会保险责任情况，也不足以从报表中直

观反映企业养老金资产与养老金负债之间的资金缺口。笔者

认为，离职后福利的信息披露必须能够反映该企业对社会贡

献的大小和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同时这些信息还应该便于

不同企业之间进行横向比较，这样可以给企业造成一定的社

会舆论压力。

六、修正征求意见稿中文字错误

本次征求意见稿中还有一些排版的错误或语句欠通顺的

地方，例如第六条“应当按照公允计量”中“公允”建议改成“公

允价值”，同样是第六条“可以采用成本计量”建议改“成本”为

“历史成本”。

第十六条“计划资产回报，扣除包括在设定受益计划净负

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中的金额”、“资产上限影响的变动，扣

除包括在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中的金

额”建议改成“扣除包括在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

息净额中的金额后的计划资产回报”、“扣除包括在设定受益

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中的金额后的资产上限影响

的变动”。

第十八条“企业直接发生的与结算相关的支付”建议改成

“企业发生的直接与结算相关的支付”。

第十九条“企业确认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

本或费用”，在成本或费用之前有两个定语，一是“辞退福利”，

二是“重组相关的”，“辞退福利”并不可以修饰“重组”，但是重

组时可能会发生辞退福利，所以可以改成“重组相关的辞退福

利”。

第二十条“辞退福利预期在其确认的年度报告期间期末

后十二个月内完全支付的”中同时出现了“期间期末”建议去

除“间”字，即为年度报告期期末。

第二十三条“长期残疾福利水平”建议改成“长期残疾员

工福利水平”或“长期残疾职工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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