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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业务中的存货发出

计价方法：基于实地盘存制

袁太芳（教授）

（赣南师范学院商学院 江西赣州 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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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实地盘存制下的先进先出法、期末一次加权平

均法、后进先出法、高汇率先出法、低汇率先出法、期末结存按现行汇率结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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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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盘存体制有永续盘存制和实地盘存制，本文仅基于实

地盘存制的基础进行分析应用。

参照实地盘存制存货发出计价方法，在特定的会计

期间内，对外币账户，将该外币的金额视同存货数量，外

币的记账汇率视同单价，外币的减少额视同存货耗用量，

可推出一系列的外币业务记账方法。

一、基于实地盘存制的外币业务会计处理思路

实地盘存制是指平时只登记存货的增加数量，不登

记存货的减少数量，期末时以实际盘点的存货数量作为

账面期末结存数量，反推出本期减少数量的一种方法。在

实地盘存制下，只有月末才能

计算出发出存货的金额，存

货发出的实际成本计价方法

主要有先进先出法、期末一

次加权平均法、后进先出法、

高价先出法、低价先出法、期

末按现行市价计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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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实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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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的减少额视同

存货耗用量，分别推出先进先出法、期末一次加权平均

法、后进先出法、高汇率先出法、低汇率先出法、期末按现

行汇率结算法等。

基于实地盘存制基础的外币业务会计的特点是只有

在月末才能计算出减少外币的本位币金额，有会计信息

滞后或不及时的问题，往往对减少外币时的本位币金额

计算，会将本期后续增加的外币也综合考虑在内，不符合

外币的实际流动性。

二、基于实地盘存制的外币业务会计应用举例

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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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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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实地盘存制下的先进先出法和永续盘存制下的

先进先出法的核算结果一样，因此不再讨论实地盘存制

下的先进先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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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余额

收入

支出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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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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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末一次加权平均法。期末一次加权平均法是指

在增加外币时按当时的记账汇率记账，平时不计算减少

外币的本位币金额，在期末，根据期初结存的外币和本期

增加的外币计算出加权平均记账汇率，从而推出本期减

少外币、期末结存外币的本位币金额。

此方法的特点是期末的相对计算工作量比较大。此

方法假设的前提条件是期初结存、本期任一次增加的外

币都是同等的，就应一视同仁。

对本文中案例的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结果见表2。其
中加权平均记账汇率为：（7 600+17 080）/（800+1 800）=
9.492 3。此方法充分体现了将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信息
置于完全同等地位的思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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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末，按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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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计算本期减少外币

的本位币金额。

此方法的特点是在期末时，本期减少的汇总外币严

格地按照本期整个期间期初结存、本期增加外币登记顺

序的反时间顺序计算本位币金额，使利润表的项目信息

和现行市场信息更加接近或一致。

对本文中案例的后进先出法计算结果见表3。

由于在期末才能计算减少外币的本位币金额，则导

致在期末仍有增加外币的情况下，本期减少外币的金额

就会优先包含后续增加的外币金额，自然和外币的实际

流动性严重背离。

此方法适用于以利润表会计信息为主的会计主体。

3. 高汇率先出法。高汇率先出法是增加外币时按当
时的记账汇率记账，期末汇总计算本期减少外币的本位

币金额时，假设按本期期初结存外币、所有本期增加外币

的记账汇率由高到低的顺序计算本位币金额，据以确定

本期汇总减少外币的本位币金额。

此方法的特点是期末汇总减少外币的本位币金额计

算不是按时间顺序，而是按所有期间的期初结存、本期所

有增加外币的汇率高低，充分地体现了谨慎性的要求。

对本文中案例的高汇率先出法计算结果见表4。
此方法虽然不能体现外币的实际流动性，但最能体

现谨慎性要求，其缺点是容易虚降会计主体的资产数额。

4. 低汇率先出法。低汇率先出法是增加外币时按当
时的记账汇率记账，期末汇总计算本期减少外币的本位

币金额时，假设按本期期初结存外币、所有本期增加外币

的记账汇率由低到高的顺序计算本位币金额，据以确定

本期汇总减少外币的本位币金额。

对本文中案例的低汇率

先出法计算结果见表5。
此方法不仅不能体现外

币的实际流动性，而且严重

地违背了谨慎性要求，易使

会计主体资产虚增。

5. 期末按现行汇率结算
法。前面介绍的四种方法均

是建立在历史成本计价的基

础之上，而期末按现行汇率

结算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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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末时，

可通过交易市场获得公允的

交易价格。

期末按现行汇率结算法

是指在外币增加时按即期汇

率记账，在期末时，对本期减

少的外币汇总额、期末结存

的外币额，均用期末的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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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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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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500

700

1 600

汇率

9.55

9.6

9.4

RMB

3 820

4 800

6 580

15 200

借
或
贷

借

借

借

余额

外币额

800

800

200

1 000

汇率

9.5

9.5

9.4

RMB

7 600

7 600

1 880

9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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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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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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2

RMB

15 187.68

借
或
贷

借

借

余额

外币额

800

1 000

汇率

9.5

9.492 3

RMB

7 600

9 492.32

表 2 银行存款——外币户（欧元）（期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表 3 银行存款——外币户（欧元）（后进先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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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的特点是平时增加的外币，按即期汇率记账，

对减少或结存的外币均按期末即期汇率在期末汇总计

算，使其期末时点与市场同步（期间内部不计算），以反映

市场交易时点的公允价。不足之处在于期末要进行本位

币金额调整，产生汇兑差额，增加了期末的核算工作量。

对本文中案例的期末按现行汇率结算法计算结果见

表 6。其中，6月 30日的即期汇
率为9.58。

对此例用永续盘存制下的

现行汇率结算法进行计算，可

发现此方法期末结存外币的本

位币金额虽然和永续盘存制下

的现行汇率结算法的结果一

致，但本期减少外币折算的本

位币金额、期末汇兑调整差额

就不一定相同。

三、应说明的问题

通过以上五种应用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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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上

述案例中永续盘存制下的低汇

率先出法和实地盘存制下的低

汇率先出法其结果完全一致，

但仅为偶然所致。如将上例

（见表1）的条件改成：6月5日、
15日、25日增加外币的记账汇
率分别变成 9.6、9.55和 9.4，其
他条件不变，则 6月增加外币
1 800欧元的本位币RMB金额
为 17 175元。基于永续盘存制
下的低汇率先出法计算结果

为：减少外币1 600欧元的本位
币RMB金额为 15 255元，月
末结存外币 1 000欧元的本位
币RMB金额为 9 520元。基于
实地盘存制下的低汇率先出法

计算结果为：减少外币 1 600
欧元的本位币 RMB 金额为
15 180元，月末结存外币 1 000
欧元的本位币 RMB金额为

9 595元（以上计算过程略）。两者结果不一致，可见这是
两种不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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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方

外币额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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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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400

700

1 600

汇率

9.6

9.55

9.5

RMB

4 800

3 820

6 650

15 270

借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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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借

借

余额

外币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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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900

1 000

汇率

9.5

9.5

9.4

RMB

7 600

950

8 460

9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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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借方

外币额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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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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700

1 600

汇率

9.4

9.5

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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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10

借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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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借

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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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额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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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9.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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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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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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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20

9 570

表 5 银行存款——外币户（欧元）（低汇率先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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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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17 308

贷方

外币额

1 000

600

1 600

1 600

汇率

9.58

9.58

RMB

15 328

15 328

借
或
贷

借

借

借

借

余额

外币额

800

1 000

1 000

1 000

汇率

9.5

9.58

9.58

RMB

7 600

9 352

9 580

9 580

表 6 银行存款——外币户（欧元）（期末按现行汇率结算法）

表 4 银行存款——外币户（欧元）（高汇率先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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