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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国内许多高校与国外大学和研

究机构等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随着对外合作与交往的日益

密切，我国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和地位不断提升，这使越来越多

的海外专家、学者来华讲学、访问或进修，同时也吸引了大批

不同国家的青年学子来华求学，高校的培训费和留学生学费

收入大幅增加，高校接受的来自海内外校友及社会各界的捐

赠资金也日益增长，逐渐形成了数额可观的外汇资产。

在形成初期，高校外汇资产会计实务的处理还存在诸多

问题。淤会计核算科目的设置单一。在最初涉及外汇的会计实
务中仅设置“特种资金”科目，高校外汇收入与支出均通过该

科目反映，即收到的外汇收入，记入“特种资金”科目贷方，实

际支出外汇资金时，记入“特种资金”科目借方。这种会计科目

的设置及实务处理方法不能准确核算和反映高校当期的外汇

收入和支出状况，不符合《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关于“收支两条

线”的管理规定。于会计期末对外汇资产和负债不进行汇兑损
益的核算。由于高校的外汇资金账户与人民币资金账户是相

互独立的，且外汇资金账户以外币为记账本位币，单独建账、

核算，所以高校最初对外汇资产所涉及的“银行存款”、“托收

未划回外汇”、“应收及暂付款”，对外汇负债涉及的“暂存款”

等账户在会计期末未进行汇兑损益的计算和账务处理，这使

得高校未能充分反映外汇资产及负债因汇率波动而面临的

损益风险。盂会计期末对外汇财务报告与本币财务报告不进
行合并。高校外汇资金账户是单独建账、核算的，期末出具以

外币为记账本位币的财务报告，不与人民币经费的财务报告

进行合并，使人民币经费收支与外汇收支不能在一个会计主

体内得到全面反映，这不符合《会计法》关于“会计资料完整

性”的总体要求。

针对以上种种弊端，笔者对外汇业务的会计实务处理作

出了调整。

1. 调整外汇收支业务处理的会计科目设置。在单独建
账、核算的外汇资金账户内废除原“特种资金”科目，改设“其

他收入”和“其他支出”科目，即收到有各类用途的外汇收入

时，记入“其他收入”的贷方，实际支出外汇资金时，则通过“其

他支出”的借方反映。收到学费、培训费及捐赠的奖、助学金

时，因短期内即将结汇，在外汇资金账户内仅通过“暂存款”科

目反映，待结汇后分别记入人民币资金账户的“应缴非税收

入”和“其他收入”科目的贷方。如此调整后，使高校涉及外汇

资产的收入和支出状况均能通过不同会计科目加以明确反

映，从而充分体现“收支两条线”的管理要求。

2. 会计期末，对外汇资产和负债账户余额调整汇兑损
益，同时对本期发生的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进行合并的账

务处理。高校将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进行初始合并的会计

期初，在将外汇资金账户的各总账科目余额按照期初基准汇

率折算为人民币、并一次记入相应人民币资金账户的各总账

科目后，对于以后各会计期内（以月为单位）发生的外汇业务，

若按会计分录逐笔登记外币账户，再按照业务发生日的即期

（或当期期初）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并逐笔登记相应的人民币

账户，则不仅实务操作过程繁琐，且多次进行汇率折算易产生

计算失误。故应该采用简化的会计处理办法：对会计期内发生

的外汇业务，平时只按会计分录逐笔登记外币账户，不进行汇

率折算并登记人民币账户。至会计期末，首先对外汇资产和负

债账户的本期期初余额进行汇兑损益的调整，根据各外币账

户按期末基准汇率调整后的人民币余额与原账面余额的差

额，作为汇兑损益，记入人民币的相关支出账户；然后以本会

计期末已形成的外汇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编制合并本期所有

外汇业务的综合会计分录，将此分录所涉及的各总账科目余

额按照期末基准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并记入相应的人民币各

总账科目中。相关会计分录如下所示：

（1）调整汇兑损益的会计分录。借：外币银行存款［月初余
额伊（月末外币汇率-月初即上月月末外币汇率）］，托收未
划回外汇［月初余额伊（月末外币汇率-月初即上月月末外币
汇率）］，暂付款（月初余额伊月末外币汇率），暂存款（月初
余额伊月初外币汇率），外币汇兑损益（差额）；贷：暂存款（月
初余额伊月末外币汇率），暂付款（月初余额伊月初外币汇
率）。

（2）本期发生的所有外汇业务折合为人民币的会计分录。
借：外币银行存款（本月发生额伊月末外币汇率），托收未划回
外汇（本月发生额伊月末外币汇率），暂付款（本月发生额伊月
末外币汇率），各类费用（如出国费、试剂费、会员费等，本月发

生额伊月末外币汇率）；贷：暂存款（本月发生额伊月末外币汇
率），其他收入（如捐赠收入、利息收入等，本月发生额伊月末
外币汇率）。

经过上述会计处理后，高校对外报送的财务报告不仅能

够反映单位经济活动的全貌，体现其所拥有的资产规模，同时

也能揭示出外汇资产及负债所面临的汇兑损益风险，为各级

管理者及社会公众提供准确详实的财务信息。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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