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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发出计价方法在大类上有计划成本计价法和实

际成本计价法，由于计划成本计价法根据会计信息可靠

性的要求，在期末必须转化成实际成本，因此本文仅基于

实际成本计价予以探讨。在实际成本计价法下，存货数量

的确定有永续盘存制和实地盘存制，本文仅基于永续盘

存制的基础进行分析应用。

一、基于永续盘存制基础的外币业务会计思路

永续盘存制是指平时既登记存货的增加数量，又登

记存货的减少数量，账面上可随时结出存货的结存数量，

并与实际数对比。由于计算机等工具的大量使用，导致永

续盘存制成为存货管理的主要方

法。此方法可以加强存货的管理，防

止偷盗等不法行为，但管理成本相

对较高。

在永续盘存制的基础上，存货

发出的实际成本计价方法主要有个

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移动加权平

均法、后进先出法、高价先出法、低

价先出法、现行市价计算法等。

外币账户分为外币资产账户和

外币负债账户。外币资产账户增加在借方，减少在贷方；

外币负债账户增加在贷方，减少在借方。事实上，在以人

民币为记账本位币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将外币资产和负

债当作是未来金额不确定的资产和负债，是一种风险性

资产和负债。

参照永续盘存制下的存货发出计价方法，在相应的

会计期间内，针对特定的外币账户，将该外币的金额视同

存货数量，外币的记账汇率视同单价，每次外币的减少额

视同存货耗用量，分别推出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移

动加权平均法、后进先出法、高汇率先出法、低汇率先出

法、现行汇率结算法等。

基于永续盘存制基础的外币业务会计的特点是随时

能计算出每一笔减少外币的本位币金额以及结存外币的

本位币金额，和外币实际流动性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二、基于永续盘存制基础的外币业务会计应用举例

假设某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的企业在某年 6月份有
一欧元外币银行存款账户，欧元增减变动情况及增加日

的记账汇率如表 1所示。如何确定贷方减少的 1 600欧元
及结存的1 000欧元转化的本位币人民币金额？

1. 个别计价法。此方法建立的基础是将外币作为一
般的商品（而非金融商品或交易市场不够完善），具有未

来交易价格的不确定性，且对每一笔增加的外币能分别

区分，减少时也能区分来源于某一笔外币。

假设上述案例中，6月 10日减少的 1 000欧元源自月
初 400欧元和 6月 5日增加的 600欧元；6月 20日减少的
600欧元源自月初 400欧元、6月 5日增加的 100欧元和 6
月15日增加的100欧元。按个别计价法的计算结果如表2
所示。

外币业务中的存货发出

计价方法：基于永续盘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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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参照存货发出计价方法，在相应的会计期间内，针对特定的外币账户，将该外币的金额视同存货数量，

外币的记账汇率视同单价，每次外币的减少额视同存货耗用量。推出永续盘存制下的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移动

加权平均法、后进先出法、高汇率先出法、低汇率先出法、现行汇率结算法。

【关键词】永续盘存制 存货发出计价 外币业务 记账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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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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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
证
号

摘要

月初余额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合计

借方

外币额

900

500

400

1 800

汇率

9.4

9.6

9.55

RMB

8 460

4 800

3 820

17 080

贷方

外币额

1 000

600

1 600

汇率 RMB

借
或
贷

借

借

余额

外币额

800

1 000

汇率

9.5

RMB

7 600

表 1 银行存款——外币户（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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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计价法适用于在一个总

账下开设多个明细账，且对减少的

外币能明确地区分来源于不同汇

率的那几笔外币。特点是要求平时

的增加、减少记录对应性比较强，

工作量相对较大。在同一个月内，

若增加的外币汇率相差较大时，则

用此方法会较好。

2. 先进先出法。先进先出法是
假设先增加的外币先减少，在增加

外币时确定记账汇率，减少外币时

按对应的原增加时的记账汇率登

记记账，据以确定本期减少外币的

本位币金额和结存外币的本位币

金额。

此方法要求减少的外币顺序

严格地按照增加的时间顺序，使资

产负债表的项目信息和现行市场

信息接近或一致。先进先出法主要

适用于以资产负债表为主的对外

报送会计信息的单位。

对本文中案例的先进先出法

计算结果见表3。
3. 移动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

平均法是指在增加外币时按当时

的记账汇率记账，在减少外币时按

当前结存的外币平均汇率计算本

位币金额。特点是每增加一批外币

就必须计算一次平均汇率，相对计

算工作量比较大。此方法假设的前

提条件是在每一次减少外币前，只

要结存在一起的外币，就应一视同

仁。此方法适用于将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信息视为同等地位的单位。

对本文中案例的移动加权平

均法计算结果见表4。
4. 后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是

假设在增加外币时确定记账汇率，

减少外币时立即按对应的原增加

时的记账汇率登记记账，后增加的

外币先减少，据以确定本期减少外

币的本位币金额和结存外币的本

位币金额。

此方法要求减少的外币顺序

严格地按照此时点结存外币的反

年

月

6

日

1

5

10

15

20

25

30

凭
证
号

摘要

月初余额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合计

借方

外币额

900

500

400

1 800

汇率

9.4

9.6

9.55

RMB

8 460

4 800

3 820

17 080

贷方

外币额

400

600

400

100

100

1 600

汇率

9.5

9.4

9.5

9.4

9.6

RMB

3 800

5 640

3 800

940

960

15 140

借
或
贷

借

借

借

借

借

借

借

余额

外币额

800

800

900

400

300

400

300

500

200

400

200

400

400

1 000

汇率

9.5

9.5

9.4

9.5

9.4

9.5

9.4

9.6

9.4

9.6

9.4

9.6

9.55

RMB

7 600

7 600

8 460

3 800

2 820

3 800

2 820

4 800

1 880

3 840

1 880

3 840

3 820

9 540

表 2 银行存款——外币户（欧元）（个别计价法）

年

月

6

日

1

5

10

15

20

25

30

凭
证
号

摘要

月初余额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合计

借方

外币额

900

500

400

1 800

汇率

9.4

9.6

9.55

RMB

8 460

4 800

3 820

17 080

贷方

外币额

1 000

600

1 600

汇率

9.447

9.511

RMB

9 447.06

5 706.47

15 153.53

借
或
贷

借

借

借

借

借

借

借

余额

外币额

800

1 700

700

1 200

600

1 000

1 000

汇率

9.5

9.447 1

9.447 1

9.510 8

9.510 8

RMB

7 600

16 060

6 612.94

11 412.94

5 706.47

9 526.47

9 526.47

表 4 银行存款——外币户（欧元）（移动加权平均法）

年

月

6

日

1

5

10

15

20

25

30

凭
证
号

摘要

月初余额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合计

借方

外币额

900

500

400

1 800

汇率

9.4

9.6

9.55

RMB

8 460

4 800

3 820

17 080

贷方

外币额

800

200

600

1 600

汇率

9.5

9.4

9.4

RMB

7 600

1 880

5 640

15 120

借
或
贷

借

借

借

借

借

借

借

余额

外币额

800

800

900

700

700

500

100

500

100

500

400

1 000

汇率

9.5

9.5

9.4

9.4

9.4

9.6

9.4

9.6

9.4

9.6

9.55

RMB

7 600

7 600

8 460

6 580

6 580

4 800

940

4 800

940

4 800

3 820

9 560

表 3 银行存款——外币户（欧元）（先进先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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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顺序，使利润表的项目信息和

现行市场信息更加接近或一致。后

进先出法主要适用于以利润表为

主的对外报送会计信息的单位。

对本文中案例的后进先出法

计算结果见表5。
5. 高汇率先出法。高汇率先出

法是假设在减少外币时按当时结

存外币的记账汇率由高到低计算

本位币金额，增加外币时按当时的

记账汇率记账，据以确定本期减少

外币的本位币金额和结存外币的

本位币金额。

此方法的特点是减少的外币

的本位币金额计算不是按时间顺

序，而是按此时点的结存外币的汇

率高低。高汇率先出法既体现了外

币的实际流动性，又体现了谨慎

性，但容易使会计主体资产虚降。

对本文中案例的高汇率先出

法计算结果见表6。
6. 低汇率先出法。低汇率先出

法是假设在减少外币时按当时结

存外币的记账汇率由低到高计算

本位币金额，增加外币时按当时的

记账汇率记账，据以确定本期减少

外币的本位币金额和结存外币的

本位币金额。

此方法的特点是减少的外币

的本位币金额计算不是按时间顺

序，而是按此时点的结存外币的汇

率高低，和谨慎性的要求有一定冲

突，使资产负债表的外币项目金额

会偏高。低汇率先出法虽然考虑了

外币的实际流动性，但容易使会计

主体期末资产虚增。

对本文中案例的低汇率先出

法计算结果见表7。
7. 现行汇率结算法。前面介绍

的六种方法均是建立在历史成本

计价的基础之上，而现行汇率结算

法的特点是将外币作为一种具备

完全交易市场的金融品，而非一般

的商品，通过交易市场可随时获市

场交易价格。

年

月

6

日

1

5

10

15

20

25

30

凭
证
号

摘要

月初余额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合计

借方

外币额

900

500

400

1 800

汇率

9.4

9.6

9.55

RMB

8 460

4 800

3 820

17 080

贷方

外币额

900

100

500

100

1 600

汇率

9.4

9.5

9.6

9.5

RMB

8 460

950

4 800

950

15 160

借
或
贷

借

借

借

借

借

借

借

余额

外币额

800

800

900

700

700

500

600

600

400

1 000

汇率

9.5

9.5

9.4

9.5

9.5

9.6

9.5

9.5

9.55

RMB

7 600

7 600

8 460

6 650

6 650

4 800

5 700

5 700

3 820

9 520

表 5 银行存款——外币户（欧元）（后进先出法）

年

月

6

日

1

5

10

15

20

25

30

凭
证
号

摘要

月初余额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合计

借方

外币额

900

500

400

1 800

汇率

9.4

9.6

9.55

RMB

8 460

4 800

3 820

17 080

贷方

外币额

900

100

600

1 600

汇率

9.4

9.5

9.5

RMB

8 460

950

5 700

15 110

借
或
贷

借

借

借

借

借

借

借

余额

外币额

800

800

900

700

700

500

100

500

100

500

400

1 000

汇率

9.5

9.5

9.4

9.5

9.5

9.6

9.5

9.6

9.5

9.6

9.55

RMB

7 600

7 600

8 460

6 650

6 650

4 800

950

4 800

950

4 800

3 820

9 570

年

月

6

日

1

5

10

15

20

25

30

凭
证
号

摘要

月初余额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合计

借方

外币额

900

500

400

1 800

汇率

9.4

9.6

9.55

RMB

8 460

4 800

3 820

17 080

贷方

外币额

800

200

500

100

1 600

汇率

9.5

9.4

9.6

9.4

RMB

7 600

1 880

4 800

940

15 220

借
或
贷

借

借

借

借

借

借

借

余额

外币额

800

800

900

700

700

500

600

600

400

1 000

汇率

9.5

9.5

9.4

9.4

9.4

9.6

9.4

9.4

9.55

RMB

7 600

7 600

8 460

6 580

6 580

4 800

5 640

5 640

3 820

9 460

表 6 银行存款——外币户（欧元）（高汇率先出法）

表 7 银行存款——外币户（欧元）（低汇率先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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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营改增”的推行，2013年我国融资租赁业在公
司总数、注册资金和合同金额方面均大幅增长。可以预

见，我国融资租赁业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已经到

来，本文拟对融资租赁中出租方的会计核算做一探讨。

一、举例分析

大唐公司（出租方）以融资租赁方式为A公司（承租
方）提供全新不需安装的机器设备一台，价款为 200 000
元。双方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规定，该设备总金额为

300 000元，分 5年期等额偿还，A公司每年末支付租金
60 000元。假定大唐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采用实际

利率法确认各期应分配的未实现融资收益。

1. 计算租赁内含利率及未实现融资收益。详见表1。

年

月

6

日

1

5

10

15

20

25

30

30

凭
证
号

摘要

月初余额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调整

合计

借方

外币额

900

500

400

1 800

汇率

9.4

9.6

9.55

RMB

8 460

4 800

3 820

140

17 220

贷方

外币额

1 000

600

1 600

汇率

9.45

9.65

RMB

9 450

5 790

15 240

借
或
贷

借

借

借

借

借

借

借

借

余额

外币额

800

1 700

700

1 200

600

1 000

1 000

1 000

汇率

9.5

9.58

9.58

RMB

7 600

16 060

6 610

11 410

5 620

9 440

9 580

9 580

表 8 银行存款——外币户（欧元）（现行汇率结算法）现行汇率结算法是指在外币增

加、减少时均按即期汇率记账，在期

末时，对期末结存的外币金额，用期

末的即期汇率先计算出本位币金额，

再利用借贷余平衡的原理反推出本

期增加或减少的本位币金额调整数。

此方法的特点是无论是平时的

增加或减少外币，还是期末结存的外

币，均可立即按即期汇率记账，使增

加、减少或结存的外币与市场完全同

步，充分反映交易的公允价。不足之

处在于期末要进行本位币金额调整，

产生汇兑差额，增加了核算工作量。

对本文中案例的现行汇率结算法计算结果见表8。其
中 6月 10日的即期汇率为 9.45；6月 20日的即期汇率为
9.65；6月30日的即期汇率为9.58。
现行汇率结算法适用于将外币视同能随时获得外汇

报价的金融产品，要求在相对固定的区域内能有完善的

外币交易报价平台。目前，我国的外币业务会计主要采用

的记账方法就是现行汇率结算法。

通过对以上七种应用方法的比较，虽然6月减少的外
币和月末结存的外币分别为 1 600欧元、1 000欧元，但折
算的本位币人民币金额均不相同，说明这些方法是互不

相同的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袁太芳.存货发出计价核算的探讨.财会月刊，2006；2

“营改增”后融资租赁

出租方核算简化模式及改进

蔡旺清

（贺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广西贺州 542899）

【摘要】“营改增”后融资租赁的会计核算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简化模式，二是一般模式。本文通过案例对比

分析了“营改增”前后融资租赁中出租方会计核算的差异，并针对困惑之处提出新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营改增 融资租赁 出租方 会计核算 简化模式

内含利率

未实现
融资收益

“营改增”前

60 000×（P/A，i，5）=200 000+
200×17%=234 000
（P/A，i，5）=3.900
通过插值法，可计算出租赁内
含利率为8.90%

300 000-234 000=66 000（元）

“营改增”后（简化模式）

60 000×（P/A，i，5）=200 000
（P/A，i，5）=3.333
通过插值法，可计算出租赁内
含利率为15.24%

300 000-200 000=100 000（元）

表 1 “营改增”前后融资租赁内含利率计算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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