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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之一便是设置境外经营

主体，由此便产生了境外经营主体财务报表与母公司财务

报表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合并的问题。目前，现行汇率法、时

态法、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流动性与非流动性项目法

四种折算方法争议的焦点就在于：第一，外币财务报表各个

项目折算应该采用何种汇率？第二，折算汇率与原入账汇率

不同所产生的折算差额如何处理？

一、外币财务报表折算的两种主流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9号———外币折算》的规定，企

业期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境外经营外币财务报表的折

算，采用现行汇率法，母公司对于发生的外币交易（指以外

币计价或者结算的交易）的期末余额应当分别外币货币性

项目和非货币性项目进行处理。我国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

则基本趋同。美国会计准则规定，外币财务报表要根据境

外经营主体为母公司经营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独立经营的国

外实体两种不同性质，分别采用时态法和现行汇率法进行

折算。现行汇率法、时态法、新时态法和期末母公司外币交

易余额的处理方法之间的比较见右表。

二、我国应用现行汇率法存在的问题

1援 应用现行汇率法违背了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主体

观。有的文章认为，现行汇率法符合我国现行的编制合并财

务报表的理论基础———主体观，时态法符合我国旧准则中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理论基础———母公司观。理由是，主体

观下，母公司能够控制的是子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净资

产，因而对子公司净资产应该采用现行市价计量，也就是采

用现行汇率法。母公司观下，母公司拥有的是子公司的营业

成果，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只是一种计量变更程序，是对既定

价值的重新表述，应该采用时态法。

但实际上，我国的现行汇率法并没有遵循编制合并财

务报表的主体观。这是因为，母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尚没有

完全按照现行市价进行计价，只有在公允价值成为唯一计

量属性的时候，用现行汇率法折算外币财务报表才是贯彻

了主体观。国际会计准则应用现行汇率法折算境外经营的

财务报表，是符合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主体观的。

2援 现行汇率法引起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

的不可比。采用现行汇率法对外币财务报表进行折算产生了以

下矛盾：

（1）资产负债表的不可比。合并财务报表日，母公司采用现

行汇率对货币性项目的外币交易余额进行调整，对非货币性项

目没有调整。而合并财务报表按现行汇率折算境外经营的财务

报表的所有项目。这就使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与合并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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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现行会计准则规定采用现行汇率法进行外币财务报表折算，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并不适应我国的国情。

本文对适合我国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方式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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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确定

利润表折算
差额的处理

无差额
计入利润表中
折算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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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资产
折算差额计入
其他资本公积

计入利润表
中财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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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汇率 历史汇率 历史汇率
历史汇率袁不
调整

现行汇率 现行汇率

资产或负债价
值确定日的汇
率

按资产或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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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汇率调
整

货币性项目 现行汇率 现行汇率 现行汇率
按现行汇率
调整

以现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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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项目

历史汇率 袁
未分配利润
为资产负债
表轧算数

历史汇率袁未
分配利润为轧
算数

历史汇率袁未
分配利润为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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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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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财务报表折算方法及期末外币业务会计处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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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量基础不一致，不满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要求。

（2）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计入项目不合理。对于资产负

债表日资产货币性项目的折算差额，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

计入利润表的财务费用，合并财务报表中在所有者权益下单

独列报，不满足信息可比性的要求。

3援 现行汇率法违背了稳健性原则。现行汇率法采用现行

汇率折算子公司报表的所有项目，在母公司只拥有子公司稍

微过半数股权时会产生很大误差，本国汇率贬值时使合并财

务报表的净资产虚增，违背了稳健性原则。

4援 现行汇率法下资产负债的计量属性与折算属性不一

致。资产负债表中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计量属性总共有五种，将

不同的计量属性下的数据乘上现行汇率是没有意义的。比如

将以历史成本计量的资产，乘上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结

果是既不能反映资产购置时的历史成本、又不能反映资产在

资产负债表日的现行价值。

5援 现行汇率法把所有资产和负债暴露在相同的汇率风

险下，是不合适的。从长期来看，长期资产所面临的汇率大体

上是稳定的，不可能有永久性的汇率单边上升或者下降。所以

采用现行汇率法时，当期的折算利得可能在下期就会转回，作

为折算损失，这加剧了财务报表的波动。同时，长期资产面临

的汇率变动风险，在本期是不会实现的，其实现要通过以后期

间的成本费用表现出来，那么，就没有必要在本期提前将汇率

风险表现出来。

6援 现行汇率法没有保持原财务报表中各项资产和负债

的比例关系。现行汇率法能够保持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负债

及各项目的比例关系，但是没有保持所有者权益项目与其他

报表项目的比例关系。比如，每股净资产、权益净利率都发生

了改变。因为其采用的并非完全的单一汇率法，其差额通过外

币报表折算差额来补足。

三、对适合我国国情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方法的探索

1援 采用新时态法对资产负债表项目进行折算。由于母公

司期末对外币交易余额分别货币性项目与非货币性项目采用

不同的方法来调整，为了保持母公司财务报表与合并财务报

表使用会计政策的一致性，应对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项目分

别货币性项目和非货币性项目采用不同折算汇率。时态法的

理论依据同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的理论依据不同，然而

其具体操作基本相同。但需指出的是，时态法不对利润表进行

折算是不合理的。为了克服时态法的缺陷，笔者提出用新时态

法来进行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1）将资产负债表的资产、负债项目划分为货币性项目和

非货币性项目两类。其中，货币性项目按照现行汇率折算。对

非货币性项目，以历史成本计量的非货币性项目按照历史汇

率折算；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采用公允价值确定

日的汇率折算；以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的存货应将期

末可变现净值折算为计账本位币，再与以账面存货成本确定

时的汇率计算的存货价值进行比较。

（2）对利润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提取盈余公积”、“对

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等利润分配项目，按照发生时的历史

汇率折算；收入、费用项目发生比较频繁，为了简化计算可以

按照会计期间内的平均汇率折算；对成本、折旧项目，应该采

用存货、固定资产等期初、本期、期末的不同汇率进行折算。

2援 折算差额按照流动性的不同来列报。现行会计准则

中，现行汇率法下的汇率变动产生的利得和损失，计入所有者

权益下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项目。时态法下，外币财务报表

折算差额作为利润表项目列报。但是，把折算差额全部计入资

产负债表或是计入利润表的做法，忽视了汇率变化对不同项

目的影响程度，是不可取的，应该对不同性质的资产或负债采

用不同的折算汇率。母公司对国外子公司的投资属于长期性

质，考虑到其国外投资收益直接在子公司所在国进行再投资

时的折算差额不仅仅是未实现的，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

应将非货币性项目的折算差额列在资产负债表中，而货币性

项目的汇兑损益是很可能实现的，所以应将其计入本期合并

利润表的利得或损失。

现行会计准则下，折算差额在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单独列

示，笔者认为应该将其记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项目，因为该差额是直接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符合其他资本公积的定义，所以不应

该把它与其他资本公积并列列示，而应作为其他资本公积的

组成项目。对于货币性项目的折算差额，应在利润表中设置

“外币报表折算损益”项目，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并列，

因为它们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由于外界条件变化引起的资

产或负债的增值或贬值。

3援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步骤的改进。首先折算资产负债

表，将非货币性项目的折算损益填列于其他资本公积；将货币

性项目的折算损益填列于利润表的“外币报表折算损益”项

目。未分配利润按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关系轧算出，并将其填列

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年末未分配利润”项目折算后金额

内。然后折算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倒挤出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

“净利润”项目金额，将其填列于利润表中。最后折算利润表，

折算汇率不同造成的利润表项目折算差额作为外币报表折算

损益列示于利润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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