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11 年）方案修订说明 

2011 年 6 月 12 日，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首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11 年）（草案）及其摘要》，并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11 年）（草案）及其摘要》、《2011 年第一次临时董

事会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文件，

完成了规定的信息披露工作。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沟通反馈意见，公司

对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披露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11 年）（草案）》进

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 

由于 2011年 6 年 12日董事会召开时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朱秋平、预留

激励对象张洁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的获授资格，取消拟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

期权。因此，本次股权激励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相应调整为 381 万股。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正版修改内容如下： 

1、特别提示 

原内容： 

2、海陆重工拟授予激励对象400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计

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海陆重工股票的权利。本

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董事会不曾发生过取消或

撤回股权激励方案的情形。 

3、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400万份，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为

400万股，占本计划公告日公司总股本12,910万股的3.10%。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

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期权总数400万份中，首次授予360万份，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占首次授予

时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2.79%，预留40万股份股票期权授予给预留激励对象，

预留股票期权应在本计划生效后12个月内进行后期授予。 

4、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30.44元。预留40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

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决定，该价格取下述两个价格中的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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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1）授予该部分期权的董事会会议召开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2）授予该部分期权的董事会会议召开前30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

盘价。 

修改为： 

2、海陆重工拟授予激励对象381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计

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海陆重工股票的权利。本

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董事会不曾发生过取消或

撤回股权激励方案的情形。 

3、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381万份，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为

381万股，占本计划公告日公司总股本12,910万股的2.95%。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

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期权总数381万份中，首次授予345万份，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占首次授予

时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2.67%，预留36万股份股票期权授予给预留激励对象，

预留股票期权应在本计划生效后12个月内进行后期授予。 

4、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30.44元。预留36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

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决定，该价格取下述两个价格中的较高

者： 

（1）授予该部分期权的董事会会议召开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2）授予该部分期权的董事会会议召开前30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

盘价。 

2、第三章、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数量和种类 

原内容： 

（一）授出股票期权的数量 

本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400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可行权日以

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公司人民币普通股的权利。 

（三）标的股票数量 

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400万份，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为400

万股，占本计划签署日公司总股本12,910万股的3.10%。 



 

期权总数400万份中，首次授予360万份，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占首次授予

时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2.79%。预留40万股份股票期权授予给预留激励对象，

预留股票期权应在本计划生效后12个月内进行后期授予。 

修订为： 

（一）授出股票期权的数量 

本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381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可行权日以

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公司人民币普通股的权利。 

（三）标的股票数量 

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381万份，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为381

万股，占本计划签署日公司总股本12,910万股的2.95%。 

期权总数381万份中，首次授予345万份，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占首次授予

时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2.67%。预留36万股份股票期权授予给预留激励对象，

预留股票期权应在本计划生效后12个月内进行后期授予。 

3、第四章、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一）股票期权的分配情况 

原内容 

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

权数量（万份） 

股票期权占计

划总量的比例

（%） 

标的股票占授

予时总股本的

比例（%） 

张郭一 
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15 3.75 0.12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 
345 86.25 2.67 

预留 40 10.00 0.31 

合 计 400 100.00 3.10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1人，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50人，合

计51人。上述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为海陆重工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根据公司情况确认的在公司任职并担任公司重要岗位的经营管理人员及技术、业



 

务骨干。 

修改为： 

 

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

权数量（万份） 

股票期权占计

划总量的比例

（%） 

标的股票占授

予时总股本的

比例（%） 

张郭一 
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15 3.94 0.12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 
330 86.61 2.55 

预留 36 9.45 0.28 

合 计 381 100.00 2.95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1人，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49人，合

计50人。上述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为海陆重工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根据公司情况确认的在公司任职并担任公司重要岗位的经营管理人员及技术、业

务骨干。 

4、第六章、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原内容： 

（三）向“预留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向“预留激励对象”授予的40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

予时由董事会决定。 

（四）向“预留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向“预留激励对象”授予的40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取下述两个价格中的

较高者： 

1、授予该部分期权的董事会会议召开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2、授予该部分期权的董事会会议召开前30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

收盘价。 

修改为： 



 

（三）向“预留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向“预留激励对象”授予的36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

予时由董事会决定。 

（四）向“预留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向“预留激励对象”授予的36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取下述两个价格中的

较高者： 

1、授予该部分期权的董事会会议召开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2、授予该部分期权的董事会会议召开前30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

收盘价。 

5、第十一章、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原内容： 

（二）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离职、死亡 

3、丧失劳动能力  

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负伤而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其所获授的股票期权不作

变更，仍可按规定行权。 

4、退休  

激励对象因达到国家和公司规定的退休年龄退休而离职的，其所获授的股票

期权不作变更，仍可按规定行权。 

修改为： 

（二）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离职、死亡 

3、丧失劳动能力 

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负伤而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取消其所有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但公司应当以其他形式进行补偿。 

4、退休 

激励对象因达到国家和公司规定的退休年龄退休而离职的，取消其所有尚未

行权的股票期权，但公司应当以其他形式进行补偿。 

6、第十二章、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及成本测算 

原内容： 

（二）对股票期权成本测算 



 

股票期权费用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

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进行计量和核算。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

相关规定，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对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

由于激励对象的准确行权时间和数量无法预估，且股票期权对应的股票占海陆重

工总股本的比例不大，故我们的估算未考虑激励对象行权产生的业绩摊薄效应。 

Black-Scholes模型公式及相关参数如下： 

 C = S*N(d1) – X*e （-R
f
T）*N(d2) 

d1=[ ln(s/x)+ RfT+Tδ2/2]÷δ T  

d2= d1-δ T  

其中：C为期权的理论价值，S为标的股票授予日的价格，X为期权的行权价

格， f R为无风险收益率的连续复利率，T为期权的剩余存续期限，δ 为期权标

的股票价格的波动率，N(„)是累计正态分布函数，ln(„)是自然对数函数。 

相关参数取值如下： 

（1）行权价格：本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人民币30.44元。 

（2）授权日的价格：30.44元。 

（3）剩余存续期限：每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剩余存续期限分别为2年，3年，

4年。 

（4）历史波动率：数值为0.3693。 

（5）无风险收益率：取最新3年期凭证式国债利率5.43%。 

根据上述参数，计算得出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如

下： 

期权批次 期权份数（万份） 公允价值（元/份） 
行权等待

期（月） 

公允价值

(万元) 

第一批期权 108 7.37 12 796.06 

第二批期权 108 9.28 24 1,002.09 

第三批期权 144 10.89 36 1,568.01 

股票期权公允

价值 
- - - 3,366.16 

（三）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1、股票期权费用应当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按可行权的股



 

票期权的数量和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激励对象所提供的服务计入相

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对股票期权费用的确认会相应减少海陆重工的当期净

利润和每股收益。 

本次股票期权的有效期设定为4年，假设2011年6月10日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首次授权日，则该等期权的有效期可至2015年6月10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11号——股份支付》相关规定的要求以及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行权条件，按照会

计核算的权责发生制和谨慎性原则，将上述期权理论价值对应的管理费用在2011

年6月10日至2014年6月10日进行分摊，其中，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部分在授权日

起之后12个月内分摊；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部分在授权日起之后24个月内平均分

摊；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部分在授权日起之后36个月内平均分摊。各年分摊费用

明细如下： 

期权费用在各年的摊销                               单位：万元 

年份 2011E 2012E 2013E 2014E 合计 

各年摊销期权

费用(万元) 
909.89 1,421.75 773.19 261.33 3,366.16 

由于公司可能存在业绩考核不能达标、激励对象因故取消期权等情况，将造

成部分期权的注销，因此上述期权费用为最高值。 

假设全部激励对象均符合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且在各行权期内全部行权，

则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成本为人民币3,366.16万元，即需要摊销的股票期权成本为

3,366.16万元。期权费用的摊销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 

3、在股票期权的等待期或可行权期没有激励对象行权时，不会对公司的现

金流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当激励对象行权时，公司将增加总股本并获得激励对象

按行权价乘以行权数量投入公司的资金，相当于公司增发股票融资，公司将获得

融资现金流量。若激励对象全部行权，公司获得资金的最大金额为12,176万元

（400万股）。 

修改为： 

（二）对股票期权成本测算 

1、授权日会计处理：由于授权日股票期权尚不能行权，因此不需要进行相

关会计处理。公司将在授权日采用Black-Scholes模型确定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 

2、等待期会计处理：公司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日，以对可行权股票



 

期权数量的最佳估算为基础，按照股票期权在授权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

服务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同时计入资本公积中的其他资本公积。 

3、可行权日之后会计处理：不再对已确认的成本费用和所有者权益总额进

行调整。 

4、行权日会计处理：根据行权情况，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同时将等待期

内确认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转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二）对股票期权成本测算 

股票期权费用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

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进行计量和核算。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

相关规定，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对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

由于激励对象的准确行权时间和数量无法预估，且股票期权对应的股票占海陆重

工总股本的比例不大，故我们的估算未考虑激励对象行权产生的业绩摊薄效应。 

Black-Scholes模型公式及相关参数如下： 

 C = S*N(d1) – X*e （-R
f
T）*N(d2) 

d1=[ ln(s/x)+ RfT+Tδ2/2]÷δ T  

d2= d1-δ T  

其中：C为期权的理论价值，S为标的股票授予日的价格，X为期权的行权价

格， f R为无风险收益率的连续复利率，T为期权的剩余存续期限，δ 为期权标

的股票价格的波动率，N(„)是累计正态分布函数，ln(„)是自然对数函数。 

相关参数取值如下： 

（1）行权价格：本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人民币30.44元。 

（2）授权日的价格：30.44元。 

（3）剩余存续期限：每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剩余存续期限分别为2年，3年，

4年。 

（4）历史波动率：数值为0.3698。 

（5）无风险收益率：取最新3年期凭证式国债利率5.43%。 

根据上述参数，计算得出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如

下： 

期权批次 期权份数（万份） 公允价值（元/份） 
行权等待

期（月） 

公允价值

(万元) 



 

第一批期权 103.5 7.38 12 763.83 

第二批期权 103.5 9.29 24 961.52 

第三批期权 138 10.90 36 1,504.20 

股票期权公允

价值 
- - - 3,229.55 

（三）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1、股票期权费用应当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按可行权的股

票期权的数量和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激励对象所提供的服务计入相

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对股票期权费用的确认会相应减少海陆重工的当期净

利润和每股收益。 

本次股票期权的有效期设定为4年，假设2011年6月10日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首次授权日，则该等期权的有效期可至2015年6月10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11号——股份支付》相关规定的要求以及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行权条件，按照会

计核算的权责发生制和谨慎性原则，将上述期权理论价值对应的管理费用在2011

年6月10日至2014年6月10日进行分摊，其中，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部分在授权日

起之后12个月内分摊；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部分在授权日起之后24个月内平均分

摊；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部分在授权日起之后36个月内平均分摊。各年分摊费用

明细如下： 

期权费用在各年的摊销                               单位：万元 

年份 2011E 2012E 2013E 2014E 合计 

各年摊销期权

费用(万元) 
872.99 1,364.08 741.78 250.70 3,229.55 

由于公司可能存在业绩考核不能达标、激励对象因故取消期权等情况，将造

成部分期权的注销，因此上述期权费用为最高值。 

假设全部激励对象均符合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且在各行权期内全部行权，

则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成本为人民币3,229.55万元，即需要摊销的股票期权成本为

3,229.55万元。期权费用的摊销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 

3、在股票期权的等待期或可行权期没有激励对象行权时，不会对公司的现

金流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当激励对象行权时，公司将增加总股本并获得激励对象

按行权价乘以行权数量投入公司的资金，相当于公司增发股票融资，公司将获得



 

融资现金流量。若激励对象全部行权，公司获得资金的最大金额为11,597.64万

元（381万股）。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