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经济正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经济领域的地球村正

在形成。加入WTO后，我国与其他国家经济贸易往来变得日

益频繁，跨国经营的复杂性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动给企业经

营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因而加大了公司营运风险，外币折算

风险即是其中之一。2005年 7月 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

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度。2006年 8月初，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进一步发展外汇市

场的系列举措。自此后，人民币对相关外币币值的波动越来越

明显。不同的外币折算方法由于受险项目不同会产生不同的

折算风险，亦会对报表反映的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

金流量产生不同影响。本文就外币中的折算风险并结合我国

新会计准则中关于外币折算的相关规定作些分析。

一、外币折算风险概念

将各种外币重新表述为本国货币等值的过程称为折算。

外币折算风险通常也称会计风险或者评价风险，它是指从事

对外交易的法人或自然人的外汇项目，或者国外子公司将其

外币表示的财务报表用母公司的货币进行折算和合并时，由

于汇率变动而导致账面收益出现损失的可能性。

外币折算风险实质上产生于对企业外币资产和负债所进

行的会计处理，因而可以说外币折算风险实际上是一种计算

上的名义风险。但是，由于它会影响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布的

财务报表的数值，而会计信息是具有经济后果的，因此折算风

险的影响可能带来利润下降和股价下跌，从而带来筹资方面

的障碍，对此必须引起应有的重视。

二、外币折算的四种方法

折算是将用某种货币表述的财务报表改用另一种货币重

新表述的过程。跨国公司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折算子公司所

在国货币计量的外币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这些折算方法

可以划分成为两类，即单一汇率法和多种汇率法。其中多种汇

率法又分为流动与非流动法、区分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

和时态法三种折算方法。

1. 单一汇率法。单一汇率法即为现时汇率法，对外币报

表中的所有资产和负债项目，都按期末的现时汇率进行折算，

只有公司的实收资本仍按股份发行日的历史汇率折算。

2. 流动与非流动法。在流动与非流动法下，对国外子公司

的流动资产和负债用现行汇率折算成母公司所使用的报告货

币。非流动资产和负债使用历史汇率折算。收益表中，除折旧

和待摊费用以外，其他项目用报告期各月份的平均汇率或者

是加权平均汇率进行折算。折旧和摊销费用按照与之相关联

的资产实际取得日期的汇率折算。

3. 区分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这种方法是对非货币

性项目按历史汇率折算，对货币性资产和负债按现行汇率折

算，而对收益表项目采用和流动与非流动法相似的处理方法。

4. 时态法。在时态法下，外币折算是一个计量变换程序，

或者说是一个既定价值的重新表述，它能改变被折算项目的

计量单位，而不改变该项目的计量属性，对外币余额的折算只

是对计量这些项目的货币名称的重新表述，而不是改变这些

项目的实际价值。在该方法下，对现金、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

等货币性项目的折算采用现行汇率；对非货币性项目的折算

采用符合该项目计量基础的汇率；而对在外币报表上用历史

成本计量的项目，则要采用历史汇率折算。

三、不同折算方法下的折算风险

从以上四种折算汇率方法的情况不难看出，不同折算方

法会产生不同的折算风险。根据财务报表的类别，折算风险可

分为损益表风险和资产负债表风险。

在现行汇率法下，所有收入和费用项目全部按照折算时

的即期汇率进行折算。为了简化起见，基于导致收入和费用的

交易是经常且大量发生的，因而通常按照当期的平均汇率即

交易日期的现实汇率的加权平均或简单平均数折算。显然，采

用这种折算方法对损益表项目会产生折算风险，资产负债表

中受险项目是企业净资产或净负债（总资产与总负债差额），

如果为净资产，在外币贬值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折算损失，而

在外币升值情况下则会产生折算利得。如果受险项目为净负

债，则外币贬值时产生折算利得，升值时产生折算损失。

在流动与非流动法下，损益表中除固定资产折旧和长期

待摊费用等按照相关资产入账时的历史汇率折算而没有折算

风险外，其他各项收入和费用均按照当期的平均汇率进行折

算，都会产生折算风险。而资产负债表中会计的受险额是净流

【摘要】本文结合外币折算四种方法的选择探讨了外币折算中的折算风险问题，并分析了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外币

折算的相关规定可能带来的折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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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产或者净流动负债（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差额）。

在区分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法下，损益表中的折算风

险和流动与非流动法下基本相同，只是销售成本项目需要根

据“期初存货垣本期购货原期末存货越本期销货”等式来对左边

项目分别折算后计算确定。尽管期初存货和期末存货是按不

同时点的历史汇率折算而没有折算风险，但本期购货则要按

当期平均汇率计算，因而存在折算风险。在资产负债表中，会

计受险额则为净货币资产或者净货币负债。

在时态法下，损益表中的折算风险和区分货币性与非货

币性项目法下基本相同，在资产负债表中，会计受险额的确定

则主要取决于该子公司的存货或者其他非货币性资产是否采

用历史成本作为计价基础。

四、对我国新会计准则中外币折算方法选择的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不

断加大，国外子公司数量迅速扩大，国外子公司报表折算问题

会变得越来越普遍，而外币折算又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尤

其随着我国外汇制度改革的深入，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不断

增加。有资料显示，自 2005年 7月 21日至今，人民币升值已

超过 3豫，外币折算风险也随着这种汇率变动而增加。2006年

2月 15日，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其中《企业会计准则

第 19号———外币折算》对我国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外币

财务报表的折算和相关信息的披露进行了规范。其中企业对

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进行折算时应当遵循下列规定：譹訛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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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

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譺訛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

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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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算。

按照上述折算方法产生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在资

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单独列示。由此可见，我国基本

上采用的是现行汇率法对境外经营财务报表进行折算。因此，

损益表中的项目会因汇率变化而面临折算风险，而汇率变化

的程度会影响当期会计报表利润数字。在这种情况下，资产负

债表中受险资产要么为净资产，要么为净负债。如果为净资

产，在外币升值情况下，会产生折算收益，而在外币贬值情况

下则会产生折算损失，从而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而影响会

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以及现金流量的评

价，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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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简称“新

会计准则”）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在会计处理上需要区分

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来确定入账价值，而在税务处理上不需做

相关认定，但需要分别计算缴纳流转税与所得税。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规定

1. 新会计准则的变化。

（1）计量基础不同。原会计准则只允许采用账面价值，通

常是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价，且不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不确认损益。新会计准则有条件地允许以公允价值

为基础确定换入资产成本，并确认产生的损益，规定凡是具有

商业实质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公

允价值计价，不符合条件的，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量。

（2）损益的确认原则不同。原会计准则下损益的确认取决

于是否支付补价；新会计准则下损益的确认取决于是否以公

允价值确定换入资产成本，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

之间的差额，直接计入损益。

（3）新会计准则引入了“商业实质”的重要概念。新会计准

则规定，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的视为具有商业实质：淤换入

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

著不同；于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

【摘要】新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作为换入资产入账价值的计价基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的确认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使得会计处理与税法处理呈现明显的差异。如何进行纳税调整是企业正确运用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准则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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