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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外币交易会计处理的三个问题

冷 琳（副教授）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会计系，长沙 410205）

【摘要】外币交易业务在注会教材中比较容易让人忽视，并且目前注会教材对一些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也确

实存在值得改进或需要进一步阐述清楚的地方，本文结合案例对此提出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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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币兑换业务中相关的外币账户是否一定要使

用兑换当天的即期汇率进行折算？

目前注会教材中规定，外币兑换时收到的记账本位

币采用兑换当天的银行买入价计算，但支付的外币则采

用兑换当天的即期汇率即央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的中间

价折算成记账本位币入账。对此账务处理方式笔者认为

可以改进。

如果独立进行账务处理时这样做没问题，但这种会

计处理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在用外币兑换记账本

位币时，这样做仅能将兑换当天银行买入价与中间价（记

账汇率）之间的汇兑损益进行确认，并没有考虑期初汇率

与中间价的差额，而银行买入价与期初汇率间的差额，其

实才是外币兑换业务中真正发生的损益；事实上如果还

要调整期末相关外币账户的汇兑差额，甚至要直接计算

相关外币账户当月产生的汇兑差额时，我们可以直接用

兑换日期初的汇率折算外币账户，以省去期末再调整的

工作，使账务处理或计算更为简单。

而这种账务处理方式类似当月收回月初外币货币性

资产或偿付月初外币货币性债务时，对外币货币性资产

或货币性债务我们采用的是月初的汇率折算，及时将相

关外币货币性资产或货币性负债在结算日的汇兑损益进

行了确认；而用外币兑换记账本位币时，直接用兑换日期

初的汇率折算外币账户，就及时将兑换外币的汇兑损益

在兑换日进行了结算，期末调整外币账户的汇兑差额时

就可以不再考虑兑换出去的外币，这样处理更为简捷。

例 1：某外商投资企业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银
行存款（美元）账户期初余额为50 000美元，市场汇率为：
1美元=6.30元人民币，该企业采用当日市场汇率作为记
账汇率。该企业本月 10日将其中 10 000美元在银行兑换
为人民币，银行当日美元买入价为：1美元=6.25元人民
币，当日市场汇率为：1美元=6.32元人民币。假定该企业
本期没有其他涉及美元账户的业务，期末市场汇率为：

1美元=6.28元人民币。请作出相关的会计处理并计算该
企业本期发生的汇兑差额。

第一种方法：先按注会教材的思路解答，在用外币兑

换人民币时，外币账户采用兑换当天的市场汇率折算。

借：银行存款——人民币62 500（10 000×6.25），财务费用
700；贷：银行存款——美元63 200（10 000×6.32）。
期末调整汇兑差额时：外币账户的期末外币余额＝

50 000-10 000=40 000（美元），调整后记账本位币余额=
40 000×6.28=251 200（元），调整前记账本位币余额=
50 000×6.30-63 200=251 800（元），期末汇兑差额=
251 200-251 800=-600（元）。
会计分录为：借：财务费用 600；贷：银行存款——美

元600。
全月的汇兑差额=-700-600=-1 300（元）
第二种方法：借鉴收回外币货币性资产的思路，在外

币兑换时用期初汇率折算外币账户。借：银行存款——人

民币 62 500（10 000×6.25），财务费用 500；贷：银行存款
——美元63 000（10 000×6.30）。
期末调整汇兑差额时：外币账户的期末外币余额=

50 000-10 000=40 000（美元），调整后记账本位币余额=
40 000×6.28=251 200（元），调整前记账本位币余额=
40 000×6.30=252 000（元），期末汇兑差额=251 200-
252 000=-800（元）。
会计分录为：借：财务费用 800；贷：银行存款——美

元800。
全月的汇兑差额=-500-800=-1 300（元）
比较可知，第二种方法在计算期末汇兑差额时更加

简单。因为在用外币兑换记账本位币时，我们对外币采用

期初汇率进行折算，相当于已将兑换出去的外币及时进

行了损益确认，期末就不需要再调整其汇兑差额，只要针

对结存的外币调整期初汇率与期末汇率间的变动就行。

如果该题不是要编制分录，而是一个需要计算的单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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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题，繁简程度更是对比明显。

二、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如果期末的公允价

值是以外币表示的，期末在调整公允价值变动差额时是

否区分汇率的变动和公允价值的变动？

目前的注会教材对外币计价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

融资产，将外币按照确定当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为记账本

位币金额，再与原记账本位币金额进行比较，差额全部作

为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或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

对此做法，笔者认为不妥：因为这样确认出来的公允价值

变动差额中实际上包含了汇率的变动，并不是纯粹的公

允价值变动。如果汇率变动幅度较大，会对企业当期投资

行为的决策分析或者相关财务指标分析产生较大影响。

我们完全可以参照成本会计中的因素分析法，把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中包含的真正的公允价值变动因素和

汇率变动因素依次剔除出来，分别在财务报表中列报。即

使汇率变动金额不大，不需要编制会计分录、调整财务报

表，也可以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将这两个因素分别披露出

来，方便财务报告使用者全面了解企业投资的实际情况。

例 2：冬林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按季度计算
汇兑损益。2×14年 7月1日以每股 8英镑的价格购入A公
司 20 000股股票，当日市场汇率为：1英镑=15.5元人民
币。冬林公司将该资产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款项已经

支付。2×14年6月30日该交易性金融资产市价变为8.5英
镑，当日市场汇率为：1英镑=16元人民币。
第一种方法：采用教材上的方法，不区分汇率变动和

股价波动，全部作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当期损益。

冬林公司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影响“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的金额=8.5×20 000×16-8×20 000×15.5=240 000
（元），相应会计分录为：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240 00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240 000。
第二种方法：运用因素分析法，在第一种方法的基础

上，将这 24万元的公允价值变动差额拆分为股价波动与
汇率变动两个因素的影响。由于股价波动对外币金融资

产期末公允价值的影响=（8.5-8）×20 000×15.5=155 000
（元），由于汇率变动对外币金融资产期末公允价值的影

响=（16-15.5）×20 000×8.5=85 000（元）。这样我们就将
24万元的公允价值变动分拆为15.5万元的股价变动差额
和8.5万元的汇兑差额。相应的会计分录调整为：借：交易
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240 000；贷：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155 000，财务费用85 000。
通过拆分，财务报表中列报的报表项目将更加科学，

方便财务报告使用者进行后续的财务报表分析。

对于以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的存货，如果其

可变现净值是以外币计价的，也可以采用因素分析法将

存货市价变动的因素和汇率变动的因素拆分开来，不必

全部计入资产减值损失。

三、实质上构成对子公司（境外经营）净投资的外币

资币性项目产生的汇兑差额具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如

何理解？

目前注会教材对母公司含有实质上构成对子公司

（境外经营，下同）净投资的外币货币性项目，在编制合并

财务报表时的抵销分录只有文字表述，没有例解，学生掌

握起来有些困难，这里结合案例进行详细阐述。

母公司实质上构成对子公司净投资的外币货币性项

目是指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外币债权，该债权没有明

确的清收计划，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准备收回，通常应不

包括母子公司之间因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所形成的长

期债权。在母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需要先将子公司

以外币表示的财务报表折算为记账本位币报表，再将母

公司的长期应收款与子公司的长期应付款相互抵销，由

于构成净投资的外币货币性项目在形成日与报表折算日

的汇率不同，会产生汇兑差额，但由于这是外币财务报表

折算形成的，而且又属于实质上构成子公司净投资的外

币货币性项目的汇兑差额，不应影响合并净利润，而应计

入合并的所有者权益项目。因此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要将母子公司因为该外币货币性项目产生的汇兑差额由

“财务费用”中转出，记入“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例 3：甲上市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乙公司为
其境外子公司，确定的记账本位币为美元。2014年11月20
日，为补充乙公司流动资金需求，甲公司以长期应收款方

式借给乙公司1 000万美元，实质上构成对乙公司净投资
的一部分。当日的市场汇率为：1美元=6.3元人民币，2014
年12月31日的市场汇率为：1美元=6.4元人民币。
我国外币财务报表折算采用的是现行汇率法，乙公

司的长期应付款 1 000万美元应采用折算资产负债表日
的现行汇率 6.4折算成人民币 6 400万元。而甲公司账面
原有的长期应收款 1 000万美元原入账时的记账汇率为
6.3，折算成人民币为 6 300万元，中间的差额 100万元甲
公司原计入了财务费用。相关会计分录为：借：长期应收

款——美元1 000 000；贷：财务费用1 000 000。
但这个汇兑差额是由于外币财务报表折算所形成

的，又属于实质上构成对子公司的净投资项目，不应影响

合并净利润。因此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要将其从合

并当期损益中转出记入“外币报表折算差额”，相应抵销

分录如下：借：财务费用1 000 000；贷：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 000 000。

当然，如果汇率变动的方向是相反的，如期末汇率

为：1美元=6.2元人民币，上述抵销分录应反过来编制：
借：外币报表折算差额1 000 000；贷：财务费用1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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