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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借：应付账款 150；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营业外收入33。债权人乙
公司的会计处理为：借：库存商品100，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17，坏账准备 40；贷：应收账款 150，资
产减值损失7。
说明：债务重组中，不管何种方式的重组，债务人甲

公司必然确定债务重组利得；而债权人乙公司是否确认

债务重组损失则与其计提坏账准备的多少有关，若之前

确认的坏账准备较少，则确认债务重组损失（营业外支出

23万元），若之前计提的坏账较多，就不需确认损失，同时
应将多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7万元予以冲回。
例2：甲公司有一批库存商品，账面价值为80万元，公

允价值为 100万元。乙公司有一批材料，账面价值为 110
万元，公允价值为 120万元。甲公司以该批库存商品换入
乙公司的材料。

假设不考虑增值税等相关税费。甲公司和乙公司之

间的业务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甲公司需要向乙公司支

付 20万元的补价。则交换一方甲公司的账务处理为：借：
原材料120；贷：主营业务收入100，银行存款20。交换另一
方乙公司的账务处理为：借：库存商品 100，银行存款 20；
贷：其他业务收入120。
假设只考虑增值税，增值税税率 17%。甲公司需要向

乙公司支付 23.4万元的补价。此时，甲公司的账务处理
为：借：原材料12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0.4；贷：营业务收入1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17，银行存款23.4。乙公司的账务处理为：借：库存商
品 1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银行存
款 23.4；贷：其他业务收入 12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20.4。

说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本质是等价交换。考

虑增值税与不考虑增值税，交换一方甲所需支付的补价

不同：不考虑增值税时，等价交换的“价”为120万元，甲公
司以 100万元换 120万元，则公司甲应支付补价 20万元，
才能达到等价交换；考虑增值税时，等价交换的“价”为

140.4万元（120+120×17%），甲公司以117万元（100+100×
17%）换入 140.4万元，则甲公司应支付补价 23.4万元，方
能达到等价交换的目的。由于整个业务是等价交换，甲、

乙公司均没有确认利得或损失，确认的只是换出资产视

同销售的收入及结转相应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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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设定受益计划会计计量的解读
——以人力资源管理和成本相关性为视角

徐 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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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2014）引入了设定受益计划的概念，并要求企业将向职工承诺的
固定支付的离职后福利义务，确认为职工服务期间的预计负债和成本费用。会计准则的这一变化将对企业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的和持续性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按照离职福利的性质决定会计处理原则、会计处理原则决定会

计方法的思路，着重探讨了离职后福利有关负债和成本费用的计量方法，以期能够对相关的后续研究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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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受益计划是离职后福利的一种，它是企业承诺

在职工退休后支付固定金额的养老金的一种报酬形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2014）（以下简
称“2014职工薪酬准则”）的要求，企业应当将职工退休后
领取的年金确认为职工服务期间的预计负债，同时将该

义务计入职工服务期间的成本费用。也就是说，企业需要

对职工退休后的年金进行复杂的倒算，即对职工寿命、工

资水平走向、折现率等参数进行假设，而且其精算的结果必

然会影响到职工服务期间的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一、我国企业设定受益计划会计规范的演变

设定受益计划在西方企业十分流行，然而我国企业

目前实行的离职后福利大多数属于设定提存计划。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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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按照相关社会保障法规的规定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养

老保险即属于设定提存计划，职工离职后的实际福利水

平取决于缴费金额及投资回报水平，其变动风险由职工

承担，与企业无关。虽然我国也有少数企业承诺对特定的

离退休人员发放补贴，如书报费补贴、医疗补贴等，这些

补贴金额是确定的，具有设定受益计划的性质；但是，由

于其应用不够普遍，没有被纳入具体会计准则，因而此类

业务缺乏会计规范的指导。在会计实务中，企业一般都等

到其实际支付时，才将离职后福利支出直接计入支付当

期的损益。

显而易见，设定受益计划会计规范的缺失，必然使企

业对部分离职后福利的会计处理背离权责发生制，致使

企业成本费用提存不足，同时还会使企业积聚巨量的表

外负债，隐藏巨大的支付风险。

为此，2014职工薪酬准则增加了设定受益计划会计规
范，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它将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由表外

移到了表内，提高了企业债务的透明度。同时将设定受益

计划义务提存为职工服务期间的成本费用，增强了企业成

本信息的相关性，使我国企业的成本计算口径与国际标准

保持一致，既提高了我国企业成本信息质量，又提升了国

际信誉。

二、对设定受益计划福利性质的认知

离职后福利的性质指的是离职后福利的属性界定，

简言之就是离职后福利是职工劳动所得，还是企业给职

工的补贴。对于离职后福利性质的不同认知会得到不同

的会计确认和计量原则。目前，对于离职后福利性质的界

定主要有两种相反的观念：一是社会福利观，二是劳动报

酬观。现分述如下：

（一）社会福利观

社会福利观基于离职后福利支付者的视角，认为离

职后福利是对职工的奖励，它与职工提供的服务不相关，

因而离职后福利不应当在职工服务期间提存为成本费

用，而应当在支付之时确认为当期的成本费用。由于成本

费用的确认被后移到离职后福利支付之时，势必减少企

业现金储备，加大支付风险。

（二）劳动报酬观

与社会福利观相反，劳动报酬观认为离职后福利是

由职工创造的，它是对职工劳动报酬的递延支付，因而离

职后福利应当在职工服务期间计提预计负债并确认成本

费用，以增加企业现金储备，提前释放支付风险。

通过对以上两种观念的比较可以看出，劳动报酬观

与稳健性会计准则精神是比较契合的。因此《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第19号——雇员福利》采纳了劳动报酬观，摒弃了
社会福利观。为了保持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我国2014年
修订的会计准则也认同了劳动报酬观，要求将离职后福

利提存为职工服务期间的预计负债和成本费用。

三、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计量

根据 2014职工薪酬准则，企业应当将设定受益计划
义务的支付时间与预计负债的确认时间和成本费用的确

认时间分开，这就要求企业采用精算法将未来支付的金

额倒算为职工服务期间的预计负债和成本费用。以下将

分别论述并举例说明。

（一）设定受益计划会计计量方法

目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我国 2014职工薪酬准则
均采用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作为离职后福利（以下简称

“退休年金”）的精算方法。其基本原理是：首先将职工退

休年金按照一定的折现率倒算为现值，然后再将该现值

分摊于职工提供服务的各个期间，从而得出各期服务成

本和预计负债。

（二）设定受益计划负债的计量

由于设定受益计划负债是未来支付给员工的福利的

现值，它必然受职工寿命、工资增长率等精算假设的影

响，因此设定受益计划负债每期提存数一般不会是固定

不变的，需要对其进行精算，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估算员工的退休年金。退休年金=职工离职
时预计年工资×预计提取比例×预计支付年限。

第二步：精算员工退休年金的现值。以资产负债表日

与设定受益计划义务期限和币种相匹配的国债或活跃市

场上的高质量公司债券的市场收益率为折现率，倒算出

每一员工退休时退休年金的现值。

第三步：精算企业的设定受益计划负债。将退休年金

现值平均分摊到职工剩余服务年限，再分别将每年的退

休年金现值从职工退休时折现到服务年限中的每一年，

从而可以精算出每年的设定受益计划负债。

例：某公司向年满50岁的财务经理张某承诺，只要她
在该公司继续服务到 55岁退休，那么张某即可以从其退
休之日起，10年之内，每年领取 36 000元的养老金。假设
张某预计寿命为75岁，折现率为6%。
（1）张某退休后每年可以领取的退休金为36 000元。
（2）张某退休时退休年金的现值=36 000×（P/A，6%，

10）=264 963.60（元）
（3）张某在职期间每年分摊的退休年金现值=

264 963.60/5=52 992.72（元）
（4）对张某在职期间第一年提存的预计负债=

52 992.72×（P/F，6%，4）=41 975.53（元）
（三）设定受益计划成本费用的计量

企业应当将设定受益计划成本费用拆分为服务成

本、财务费用和精算损益，并分别进行计量。

1. 设定受益计划服务成本的计量。
（1）当期服务成本的计量。当期服务成本是指职工向

企业提供服务的当期分摊的退休年金的折现值，它等于

设定受益计划每一服务期当期对应的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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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在职第一年确认服务成本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管理费用 41 975.53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 41 975.53

公司向年金公司提存资金的会计分录可编制如下：

借：设定受益计划资产——成本 41 975.53
贷：银行存款 41 975.53

（2）设定受益计划前期服务成本的计量。企业如果对
设定受益计划的福利条款进行修改，则需要对设定受益

计划负债重新进行计量，即重新计算退休年金的现值，退

休年金变化后的现值与变化前的现值之差即为前期服务

成本。企业应当将前期服务成本分摊到在职员工剩余服

务年限之内，并调整相关期间的服务成本。

假设在张某服务期间的第二年，公司将张某的退休

年金调整为 48 000元。那么调整后张某的年金现值为：
48 000×（P/A，6%，10）=353 284.80（元），比调整前的年金
现值 264 963.60元增加了 88 321.20元。那么张某服务期
间第二年应当分摊的服务成本增加值为：88 321.20/4×
（P/F，6%，3）=18 525.37（元）。

2. 设定受益计划费用的计量。设定受益计划费用指
设定受益计划负债产生的利息费用和设定受益计划资产

产生的投资收益之间的差额。

假设张某服务期间的第一年预计负债发生的利息费

用=41 975.53×6%=2 518.53（元），会计处理如下：
借：财务费用 2 518.53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 2 518.53

假设在张某服务期间计划资产的投资收益率也为

6%，则其投资收益额=41 975.53×6%=2 518.53（元），会计
处理为：

借：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2 518.53
贷：财务费用 2 518.53

由于设定受益计划负债的折现率与设定受益计划资

产的投资收益率相同，故张某服务期间第一年设定受益

计划的费用为0。
3. 设定受益计划精算净损益的计量。如果精算假设

发生了变化，企业应当将其设定受益计划资产价值的影

响确认为精算利得或损失。精算假设变化包括统计假设

和财务假设。统计假设变化主要是公司对职工平均寿命、

预期工资率等的重新估计；财务假设变化主要指公司对

设定受益计划折现率和计划资产投资收益率的重新估

计。精算假设变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应当采用未来适用

法处理其影响。2014职工薪酬准则要求将精算损益确认
为其他综合收益，并且在后续会计期间不允许转回至损

益，但可以转增为注册资本。

（1）财务假设精算净损益的计量。假设在设定受益计
划的第一年，公司将折现率由 6%调整为 5%，则张某退休
年金的现值为：36 000×（P/A，5%，10）=277 981.20（元）。

将张某退休年金的现值分摊到张某剩余服务年限的每一

年之中，张某第一年退休年金现值为：277 981.20/5×（P/
F，5%，4）=45 700.11（元），比公司以前计算的同期张某退
休年金现值 41 975.53元增加了 3 724.58元，会计处理如
下：

借：其他综合收益 3 724.58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负债3 724.58

（2）统计假设精算净损益的计量。假设公司将张某的
退休年金支付年限由原来的 10年调整为11年，则张某的
退休年金的现值为：36 000×（P/A，6%，11）=283 928.40
（元），那么在设定受益计划第一年张某的退休年金现值

为：283 928.40/5×（P/F，6%，4）=44 979.94（元），比原来精
算的同期退休年金现值 41 975.53元增加了 3 004.41元，
会计处理如下：

借：其他综合收益 3 004.41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负债 3 004.41

（3）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精算净损益的计量。如果在设
定受益计划的某一期间，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的期望收益

率高于或者低于原来的预期，则意味着计划资产发生了

精算损益，企业应当将这一精算净损益确认为其他综合

收益。

假设设定受益计划的第一年初，公司向养老基金公

司拨付资金 41 975.53元，年投资收益率 5%，则年收益额
为：41 975.53×5%=2 098.78（元），比原来按照6%计算的年
收益额2 518.53元减少了419.75元，会计处理为：

借：其他综合收益 419.75
贷：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419.75

为了弥补设定受益计划资产收益率下降造成的损

失，企业需向基金公司支付额外款项，会计处理如下：

借：设定受益计划资产——成本 419.75
贷：银行存款 419.75

四、结束语

在设定受益计划下，职工退休后取得的退休年金是

固定的，年金缴费和资产投资运营的风险都由企业承担。

设定受益计划是职工与企业就职工应当提供的服务和退

休年金水平达成的协议，它对双方都有约束力。职工只要

按照约定向企业提供了服务，就可以得到金额确定的退

休年金；同时根据对等原则，如果职工提前离职，那么就

会失去应得的退休年金。因此，设定受益计划既可以帮助

职工规避养老金不确定性风险，又可以帮助企业稳定职

工队伍，规避人才流失的风险。对设定受益计划进行会计

规范，不仅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水平的提升也能够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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