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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会计准则第 19 号—外币折算》（以下简称“外

币折算准则”）规范了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和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的折算，《企业会计准则第 31 号—现金流量》（以

下简称“现金流量准则”）规范了现金流量表的折算。外币

交易是指以外币计价或者结算的交易，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是从业务层面将外币交易换算为本位币进行计量和列报；外

币财务报表的折算一般是指在一个集团范围内，子公司的记

账本位币与母公司不一致，在集团合并财务报表层面，将子

公司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为母公司所采用的记账本位币表

示的财务报表。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是对一个公司部分业务的计量和列报，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

是对一个公司整体层面的财务报表进行重述。

论文采用理论与实践案例相结合的形式，对外币交易会

计处理和外币报表折算相关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2 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外币交易包括买入或者卖出以外币计价的商品和劳务、

外币兑换、接受外币投资或投出外币资金等。外币交易的会

计处理包括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外币折算准则规定，外币

交易初始确认时，应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也可以采

用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确定的、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

的汇率进行折算；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

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差额计入汇兑损益，对外币非货

币性项目不应改变其原记账本位币金额，不产生汇兑损益。

其中货币性项目是指企业持有的货币和将以固定或可确定

金额的货币收取的资产或者偿付的负债，如应收、应付账款

等，非货币性项目是指货币性项目以外的货币，如固定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等 [1]。

2.1 外币购销业务初始确认时点和折算汇率
的选择

相对于中国国内贸易，国际贸易时间跨度较长，资金结

算以及货物运输条款更为复杂，如果不能合理划分交易阶段，

按业务时点选择折算汇率进行会计处理，可能导致资产确认

不准确不及时、负债确认不完整、产品毛利率有偏差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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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以信用证支付模式下的大宗商品采购为例进行分析。

案例一

A 公司为国内油脂加工企业，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会

计政策规定外币交易在初始确认时，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

汇率进行折算。因生产需要，公司每年进口大宗油料，交货

方式为 C&F（装运港跨船舷风险转移），以美元结算，采用

即期信用证方式进行支付。A 公司在支付货款时，按照外币

购入价确认在途物资。假设合同价款为 100 万美元，供应商

于 9 月 18 日在洛杉矶装船发运，10 月 24 日抵达上海港，A

公司 10 月 22 日购汇，银行卖出汇率为 6.4，10 月 29 日实

际支付货款，人民银行公布的中间汇率是 6.45，A 公司分别

于 10 月 22 日和 10 月 29 日进行如下会计处理：

①借：银行存款 -美元          6400000

  贷：银行存款 -人民币        6400000

②借：在途物资                6400000

  贷：银行存款 -美元          6400000

在 C&F 模式下，卖方装船后，买方虽未对货物进行实际

控制，但与货物相关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给买方，即

卖方实际已经完成交货，故 A公司应及时进行会计处理。按

照公司的会计政策，应取交易发生日即 9 月 18 日的汇率进

行折算，假设 9月 18 日的汇率为 6.30，9 月 30 日的汇率为

6.38，分录应如下：

①借：在途物资                   6300000

  贷：应付账款 -美元             6300000

②借：财务费用 -汇兑损益           80000

  贷：应付账款 -美元               80000

信用证付款是现行国际贸易中主要的付款方式之一，其

基本流程是进口人申请银行开证，出口人审核信用证无误后

安排货物发运，并凭各项货运单据向银行申请付款，银行垫

付货款后通知进口人付款赎单，进口人凭赎回的货运单据向

承运人提取货物。A 公司在申请开出信用证到购汇、付款之

间存在时间差，笔者认为应该正确划分负债确认、购汇和付

款业务，分别进行会计处理。其中负债的确认如上所述，应

在确认在途物资时同步确认，并在资产负债表日进行重新换

算；公司购汇至实际付款环节汇率的波动属于结算环节发生

损益，与采购动作无直接关联，不应计入存货成本，应计入

财务费用，付款会计处理应如下：

借：应付账款                     6380000

    财务费用 -汇兑损益             20000

贷：银行存款 -美元               6400000

注：因同时存在外币资产和外币负债，汇率波动对损益

的影响会进行部分对冲，其中应付账款 -美元产生汇兑损失

7万元 {100×（6.45-6.38）}，银行存款 -美元产生汇兑收

益 5万元 {100×（6.45-6.4）}，合计产生汇兑损失 2万元。

综上，A 公司的会计处理导致存货多入账 10 万元，当

期汇兑损失少列报 10 万元。对于外币购销业务规模较大的

企业，可能存在通过提前或者滞后确认购销业务，以便选择

更有利的即期汇率进行折算的情况，会导致资产确认不及时

不准确、负债列示不完整、产品毛利有偏差等情况。

2.2 外币交易期末汇率的选择
如果资产负债表日为非工作日，如何选择即期汇率？外

币折算准则以及相关解释中均未明确规定，在实务中多见采

用最后一个工作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牌价中间价，但也存

在选用次年第一个工作日中间价的情况。笔者认为，只要在

较长时间内保持方法的一致性，以上两种方式均可，但需防

范公司通过汇率的选择调节利润。

案例二

B 公司为省属国有企业，2018 年通过市政府转贷获得贷

款 5亿美元，因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非工作日，而 2018 年

12 月 28 日的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 6.8632，2019 年 1 月

2日为 6.8482，如果选择次年第一个工作日的中间价，公司

可减少汇兑损失 750 万元，增加当年税前利润 750 万元，刚

好解决了当年利润指标不达标的情况。

针对以上案例，如果公司是初次发生外币业务或者前期

均采用次年第一个工作日的中间价，则具有合理性，但如果

前期采用的是本年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即期汇率，则本年度即

是通过汇率选择人为调节利润，应予以更正。

3 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
3.1 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折算相关问题

根据外币折算准则的规定，在对外币财务报表进行折算

时应遵循以下规定：①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

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

配利润”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②利润

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或即期

汇率近似的汇率进行折算 [2]。在对子公司外币报表进行折算

时，可能因为汇率口径差异、报表折算等原因造成合并层面

一系列问题，举例如下：

案例三

C 公司为 D 集团在埃塞俄比亚的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

为公路、隧道、桥梁的设计和施工，采用比尔为记账本位币，

取埃塞俄比亚国家银行公布的即期汇率进行外币交易的折

算，在向 D集团报送会计报表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即期汇率折算为人民币报表。列举一笔业务如下：

D 集团 11 月 30 日代发中方人员工资 100 万元，挂账其

他应收款 100 万元，C 公司按照即期汇率确认管理费用 429

万比尔，其他应付款 - 人民币 100 万元（429 万比尔）。12

月 31日埃塞俄比亚国家银行公布的汇率为1人民币兑换4.1

比尔，期末 C公司账务处理为：

借：其他应付款 -人民币            190000 比尔

贷：财务费用 -汇兑损益            190000 比尔

C 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期末汇率（1 人民币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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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4.15 比尔）进行报表折算后，挂账应付 D 集团 98.80 万

元（410万比尔/4.15），与D集团挂账应收C公司100万元，

存在 1.2 万元的差异。另外在报表折算时该笔业务体现的财

务费用为 -4.63 万元（19 万比尔 /4.1）。D 集团在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时通常采用母公司人民币挂账金额进行往来抵

消，对由此产生的汇兑损益不进行处理。笔者认为站在集团

合并报表层面，该笔业务为内部资金垫付，不应该对集团合

并利润表产生影响。故应抵消 100 万元的内部往来和财务费

用-汇兑损益，差额部分调整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分录如下：

借：其他应付款                 988000

    财务费用                    46300

贷：其他应收款                1000000

    其他综合收益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34300

在实务操作中，内部交易或者资金垫付业务可能比较频繁，

在统计内部交易时需精确统计与之相关的汇兑损益，才能真正

将母子公司视同为一个集团整体来看待，消除重复项 [3]。

3.2 现金流量表折算相关问题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相对比较复杂，而涉及到外币的现金

流量报表在理论学习时容易被忽略。现金流量表准则规定：

外币现金流量以及境外子公司的现金流量表，应当采用现金

流量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或即期汇率的近似汇率进行折算。汇

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应当作为调节项目，在现金流量表中

列报为“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在实务中多采用即期汇率的近似汇率（如月度平均汇率

等）进行外币现金流量表的折算，在合并现金流量表时，同

合并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一样，需注意内部现金流抵消时，

差额应调整“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案例四

E 公司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

率进行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本期新设境外子公司 F，投

入资本金 1000 万美元，现金流量表体现为投资支付的现金

6400 万元，而 F 公司在期末采用月度平均汇率 6.35 进行

现金流量表的折算，现金流量表列报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6350 万元，期末在合并现金流量表时，子公司吸收投资收

到的现金和母公司投资支付的现金存在 50 万元的差额，应

冲减“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50 万元。

4 结语
外币折算理论看似简单，但在实务操作中财务人员仍然

会产生较多的疑问，只有充分的应用、思考，才能促使财务

人员更好地理解外币折算，才能推进外币折算理论的进一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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