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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外币折算

本章框架

1.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2.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本章考情

历年考试中，本章内容主要出现在客观题中，但主观题中也有出现。本章主要考点是外币交

易日、资产负债表日、结算日的会计处理以及外币财务报表折算方法。具体包括，外币非货

币性项目期末折算的处理、境外经营记账本位币的确定、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外币资产负

债表项目折算汇率的选择、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第一节 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提示】我国企业通常应选择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业务收支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为主的

企业，可以按规定选定其中一种货币作为记账本位币。但是，编报的财务报表应当折算为人

民币。

记账本位币（可以选择） 财务报表（人民币）

一、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一）企业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企业选定记账本位币，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1.该货币主要影响商品和劳务的销售价格，通常以该货币进行商品和劳务的计价和结算。（销

售）

2.该货币主要影响商品和劳务所需人工、材料和其他费用，通常以该货币进行上述费用的计

价和结算。（采购）

3.融资活动获得的资金以及保存从经营活动中收取款项所使用的货币。（融资/保存）

可比性

考试情形：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

特殊情形：人民币以外的货币（例：美元）

作为记账本位币
编报的财务报表应当折算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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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依据】一般情况下，综合考虑前两项因素即可确定企业的记账本位币，但有些情况下，

仅根据收支情况难以确定记账本位币的，企业需要进一步结合第三项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后作

出选择。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企业管理层可以根据需要随意选择记账本位币，企业管

理层根据实际情况只能确定其中的一种货币作为记账本位币。

【例 15-1】甲公司为外贸自营出口企业，超过 80%的营业收入来自对美国的出口，其商品销

售价格主要受美元的影响，以美元计价。

【假设 1】甲公司除厂房设施、30%的人工成本在国内以人民币采购或支付外，生产所需原

材料、机器设备及 70%以上的人工成本都以美元从美国采购或支付，则可确定甲公司的记账

本位币是美元。

甲公司

【提示】不用考虑第三条

【假设 2】甲公司 95%以上的人工成本、原材料及相应的厂房设施、机器设备等在国内采购

并以人民币计价。

【提示】考虑第三条

甲公司取得的美元营业收入在汇回国内时直接兑换成了人民币存款，且甲公司对美元汇率波

动产生的外币风险进行了套期保值，降低了汇率波动对企业取得的外币销售收入的影响，那

么，甲公司可以选择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

甲公司

（二）境外经营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境外经营的含义：

一是指企业在境外的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分支机构；

二是当企业在境内的子公司、联营企业、合营企业或者分支机构，选定的记账本位币与企业

的记账本位币不同的，也应当视同境外经营。

【提示】确定境外经营，不是以位置是否在境外为判定标准，而是要看其选定的记账本位币

是否与企业的记账本位币相同。

甲

公

司

应选择

美元作

为记账

本位币

甲

公

司
应选择人民币作

为记账本位币

应选择美元作为记账本位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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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选定境外经营的记账本位币，除考虑一般因素（3 条）外，还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1.境外经营对其所从事的活动是否拥有很强的自主性

2.境外经营活动中与企业的交易是否在境外经营活动中占有较大比重

3.境外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是否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是否可以随时汇回

4.境外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是否足以偿还其现有债务和可预期的债务

（三）记账本位币的变更

企业记账本位币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除非与确定记账本位币相关的企业经营所处的主

要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企业因经营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确需变更记账本位币的，应当采用变更当日

即期汇率将所有项目折算为变更后的记账本位币，折算后的金额作为以新的记账本位币计量

的历史成本，由于采用同一即期汇率进行折算，不会产生汇兑差额。企业需要提供确凿的证

据证明企业经营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应当在附注中披露变更的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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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概念对比】外币货币性项目 VS 外币非货币性项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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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性项目分为货币性资产和货币性负债：货币性资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

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等；货币性负债包括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短期借款、应付

债券、长期借款、长期应付款等。

2.非货币性项目是货币性项目以外的项目，如存货、长期股权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股票、基金等）、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

【基本概念】外币账户：指外币货币性账户。

1.包括：

外币现金；外币银行存款等（外币钱）

外币应收账款；外币应收票据等（外币债权）

外币应付账款；外币短期借款；外币长期借款等（外币债务）

2.特点：

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较大

外币交易进行会计处理时，以外币币种设置明细，且双币记账；期末计算汇兑差额（双重登

记）

（一）外币交易日的初始确认

1.一般外币业务

企业发生外币交易的，应在初始确认时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或即期汇率的近似汇率将

外币金额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金额，按照折算后的记账本位币金额登记有关账户。

【提示】在登记有关记账本位币账户的同时，按照外币金额登记相应的外币账户（外币账户

双重登记）。

【例 15-2】（外币采购业务）甲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其外币交

易采用交易日的即期汇率折算。2020 年 9 月 10 日，甲公司从国外乙公司购入某原材料，货

款 300 000 美元，当日即期汇率为 1 美元=6.83 人民币元，按照规定应缴纳的进口关税为

204 900 人民币元，支付进口增值税为 293 007 人民币元，货款尚未支付，进口关税及增值

税已由银行存款支付。

甲公司账务处理为：

借：原材料—××材料（300 000×6.83+204 900）2 253 9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93 007

贷：应付账款—乙公司（美元） 2 049 000

银行存款 （204 900+293 007）497 907

【例 15-3】（外币销售业务）甲公司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外币交易采用交易日的即期汇率

折算。2021 年 6 月 10 日，向国外丙公司出口商品一批，根据销售合同，货款共计 800 000

欧元，当日即期汇率为 1 欧元=7.78 人民币元。假定不考虑增值税等相关税费，货款尚未收

到。

甲公司账务处理为：

借：应收账款—丙公司（欧元）（800 000×7.78）6 224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出口××商品 6 22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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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币兑换业务

【例 15-5】甲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其外币交易采用交易日的即期汇率折算。2021

年 8月 4日，将货款1 000 000欧元到银行兑换成人民币，银行当日欧元买入价为1欧元=7.63

人民币元，中间价为 1 欧元=7.67 人民币元。

借：银行存款—××银行（人民币元）（1 000 000×7.63）7 630 000

财务费用—汇兑差额 40 000

贷：银行存款—××银行（欧元） （1 000 000×7.67）7 670 000

3.接受外币投资业务

企业收到投资者以外币投入的资本，无论是否有合同约定汇率，均不得采用合同约定汇率和

即期汇率的近似汇率折算，而应当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因此不产生外币资本折

算差额。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股本（或实收资本）”账户的金额不能反映股权比例，但并

不改变企业分配和清算的约定比例，这一比例通常已经在合同中作出约定。

【例 15-6】甲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其外币交易采用交易日的即期汇率折算。2020

年 9 月 10 日，甲公司为增资扩股与某外商签订投资合同，当日收到外商投入资本 2 000 000

美元，当日即期汇率为 1美元=6.83 人民币元，其中，13 000 000 人民币元作为注册资本的

组成部分。假定投资合同约定的汇率为 1 美元=6.85 人民币元。

甲公司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银行（美元）（2 000 000×6.83）13 660 000

贷：实收资本—×× 13 000 000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660 000

4.外币借款业务

【例 15-4】甲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其外币交易采用交易日的即期汇率折算。2021

年 2 月 5 日，从银行借入 200 000 英镑，期限为 6个月，年利率为 5%（等于实际利率），借

入的英镑暂存银行。借入当日即期汇率为 1英镑=8.85 人民币元。

甲公司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银行（英镑）（200 000×8.85）1 770 000

贷：短期借款—××银行（英镑） 1 770 000

（二）资产负债表日或结算日的会计处理

1.外币货币性项目

资产负债表日或结算货币性项目时，企业应当采用资产负债表日或结算当日即期汇率折算外

币货币性项目，因当日即期汇率与初始确认时或者前一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不同而产生的

汇兑差额，作为财务费用处理，同时调增或调减外币货币性项目的记账本位币金额。

【例 15-7】沿用〖例 15-2〗交易日初始确认

借：原材料—××材料（300 000×6.83+204 900）2 253 9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93 007

贷：应付账款—乙公司（美元） 2 04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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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 （204 900+293 007）497 907

2020 年 9 月 30 日（资产负债表日）：甲公司尚未向乙公司支付所欠货款，当日即期汇率为 1

美元=6.81 人民币元。

甲公司账务处理为：

借：应付账款—乙公司（美元）[300 000×（6.81-6.83）] 6 000

贷：财务费用—汇兑差额 6 000

【例 15-8】沿用〖例 15-3〗交易日初始确认

借：应收账款—丙公司（欧元）（800 000×7.78）6 224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出口××商品 6 224 000

2021 年 6 月 30 日（资产负债表日）：甲公司仍未收到丙公司购货款，当日即期汇率为 1 欧

元=7.69 人民币元。

甲公司账务处理为：

借：财务费用—汇兑差额 72 000

贷：应收账款—丙公司（欧元）[800 000×（7.69-7.78）] 72 000

假定 2021 年 6 月 27 日收到上述货款（结算日），兑换成人民币直接存入银行，当日银行的

欧元买入价为 1欧元=7.71 人民币元。甲公司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银行（人民币元）（800 000×7.71）6 168 000

财务费用—汇兑差额 56 000

贷：应收账款—丙公司（欧元） 6 224 000

【例 15-9】沿用〖例 15-4〗交易日初始确认

借：银行存款—××银行（英镑）（200 000×8.85）1 770 000

贷：短期借款—××银行（英镑） 1 770 000

2021 年 2 月 28 日（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为 1 英镑=9.03 人民币元

甲公司账务处理为：

借：财务费用—汇兑差额 36 000

贷：短期借款—××银行（英镑） [200 000×（9.03-8.85）] 36 000

2021 年 8 月 5 日以人民币归还所借英镑，当日银行的英镑卖出价为 1 英镑=9.03 人民币元，

假定借款利息在到期归还本金时一并支付，则当日应归还银行借款利息 5 000（200 000 ×

5%÷12×6）英镑，按当日英镑卖出价折算为人民币为 45 150（5 000×9.03）元。假定 2021

年 7 月 31 日的即期汇率为 1 英镑=9.02 人民币元。甲公司账务处理为：

（1）归还本金

借：短期借款—××银行（英镑） 1 804 000

财务费用—汇兑差额 2 000

贷：银行存款—××银行（人民币元）（200 000×9.03）1 806 000

（2）归还利息

借：财务费用—利息费用（5 000×9.03）45 150

贷：银行存款—××银行（人民币元） 45 150

2.外币非货币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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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

已在交易发生日按当日即期汇率折算，资产负债表日不应改变其原记账本位币金额，不产生

汇兑差额。

【例 15-10】甲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其外币交易采用交易日的即期汇率折算。2020

年 9 月 10 日进口一台机器设备，支付价款 1 000 000 美元，已按当日即期汇率 1 美元=6.83

人民币元折算为人民币并记入“固定资产”账户。

“固定资产”属于非货币性项目，因此，资产负债表日也不需要再按照当日即期汇率进行调

整。

（2）对于以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的存货

在以外币购入存货并且该存货在资产负债表日的可变现净值以外币反映的情况下，确定资产

负债表日存货价值时应当考虑汇率变动的影响。

即先将可变现净值按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金额，再与以记账本位币反映

的存货成本进行比较，从而确定该项存货的期末价值。

【例 15-11】甲公司为医疗设备经销商，其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外币交易采用交易日即期

汇率折算。2020 年 10 月 9 日，以 1 000 欧元/台的价格从国外购入某新型医疗设备 200 台

（该设备在国内市场尚无供应），当日即期汇率为 1 欧元=7.99 人民币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尚有 120 台设备未销售出去，国内市场仍无该设备供应，其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已降至

920 欧元/台。2020 年 12 月 31 日即期汇率为 1 欧元=8.03 人民币元。假定不考虑增值税等

相关税费。

本例中，由于存货在资产负债表日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因此，在以外币购入存

货并且该存货在资产负债表日获得的可变现净值以外币反映时，确定该项存货的期末价值时

应当考虑汇率变动的影响。

12 月 31 日甲公司对该项设备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1 000×120×7.99-920×120×8.03=72 288（人民币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存货—××医疗设备 72 288

贷：存货跌价准备—××医疗设备 72 288

（3）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

期末公允价值以外币反映的，应当先将该外币金额按照公允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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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股票、基金等）的，折算后的记账

本位币金额与原记账本位币金额之间的差额应作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含汇率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其折算后的

记账本位币金额与原记账本位币金额之间的差额应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例 15-12】甲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其外币交易采用交易日的即期汇率折算。2020

年 6 月 8 日，以每股 4 美元的价格购入乙公司 B股 20 000 股，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

当日汇率为 1 美元=7.09 人民币元，款项已支付。2020 年 6 月 30 日，乙公司 B 股市价变为

每股 3.5 美元，当日汇率为 1美元=7.08 人民币元。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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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8 日，甲公司购入股票。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乙公司 B 股—成本（4×20 000×7.09） 567 200

贷：银行存款—××银行（美元） 567 200

【例 15-12】甲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其外币交易采用交易日的即期汇率折算。2020

年 6 月 8 日，以每股 4 美元的价格购入乙公司 B股 20 000 股，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

当日汇率为 1 美元=7.09 人民币元，款项已支付。2020 年 6 月 30 日，乙公司 B 股市价变为

每股 3.5 美元，当日汇率为 1美元=7.08 人民币元。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的影响。

2020 年 6 月 30 日（资产负债表日）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乙公司 B股 71 6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乙公司 B 股—公允价值变动 71 600

【提示 1】交易性金融资产不属于外币货币性项目，所以资产负债表日对于汇率的变动和股

票公允价值的变动不进行区分，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020 年 7 月 24 日，甲公司将所购乙公司 B 股股票按当日市价每股 4.2 美元全部售出，所得

价款为 84 000 美元，按当日汇率 1 美元=6.99 人民币元折算为 587 160（4.2×20 000×6.99）

人民币元，与其原账面价值 495 600 人民币元的差额为 91 560 人民币元。对于汇率的变动

和股价的变动不进行区分，均作为投资收益进行处理。因此，售出乙公司 B 股当日，甲公司

相关的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银行（美元） 587 160

交易性金融资产—乙公司 B 股—公允价值变动 71 6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乙公司 B 股—成本 567 200

投资收益—出售乙公司 B股 91 560

【提示 2】交易性金融资产不属于外币货币性项目，所以处置时对于汇率的变动和处置损益

不进行区分，计入当期损益（投资收益）。

【例 15-13】甲公司以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其外币交易采用交易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按

月计算汇兑损益。甲公司在银行开设有欧元账户。

甲公司有关外币账户 2020 年 5 月 31 日的余额如表 15-1 所示。

表 15-1

外币账户：双重登记

项目 外币账户余额（欧元） 汇率 人民币账户余额（人民币元）

银行存款 800 000 7.90 6 320 000

应收账款 400 000 7.90 3 160 000

应付账款 200 000 7.90 1 580 000

（1）甲公司 2020 年 6 月发生的有关外币交易或事项如下：

①6 月 5 日，以人民币向银行买入 200 000 欧元。当日即期汇率为 1 欧元=8.05 人民币元，

当日银行欧元的卖出价为 1 欧元=8.11 人民币元。

借：银行存款—××银行（欧元）（200 000×8.05）1 610 000

财务费用—汇兑差额 12 000

贷：银行存款—××银行（人民币元） （200 000×8.11） 1 622 000



老会计-用心传递温度

第 9 页 共 14 页

②6 月 12 日，从国外购入一批原材料，总价款为 400 000 欧元。该原材料已验收入库，货

款尚未支付。当日即期汇率为 1 欧元=8.00 人民币元。另外，以银行存款支付该原材料的进

口关税 320 000 人民币元，增值税 457 600 人民币元。

借：原材料—××材料 （400 000×8.00+320 000） 3 52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457 600

贷：应付账款—××单位（欧元） （400 000×8.00） 3 200 000

银行存款—××银行（人民币元） 777 600

③6 月 16 日，出口销售一批商品，销售价款为 600 000 欧元，货款尚未收到。当日即期汇

率为 1欧元=8.02 人民币元。假设不考虑相关税费。

借：应收账款—××单位（欧元）（600 000×8.02） 4 812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出口××商品 4 812 000

④6 月 25 日，应收账款 300 000 欧元收到，款项已存入银行。当日即期汇率为 1 欧元=7.98

人民币元。该应收账款系 5 月出口销售发生的。

借：银行存款—××银行（欧元）（300 000×7.98） 2 394 000

贷：应收账款—××单位（欧元）（ 300 000×7.9） 2 370 000

财务费用—汇兑差额 24 000

（2）2020 年 6 月 30 日，计算期末产生的汇兑差额：

6月 30 日，即期汇率为 1欧元=7.96 人民币元。

①银行存款（欧元）

方法 1：客观题适用

（2）2020 年 6 月 30 日，计算期末产生的汇兑差额：

6月 30 日，即期汇率为 1欧元=7.96 人民币元。

①银行存款（欧元）

方法 2：主观题适用

银行存款欧元户余额

=800 000+200 000+300 000=1 300 000（欧元）

按当日即期汇率折算为人民币金

=1300000×7.96=10348000（人民币元）

汇兑差额=10348000-（6320000+1610000+2394000）

=24000（人民币元）（汇兑收益）

借：银行存款—××银行（欧元） 24 000

贷：财务费用—汇兑差额 24 000

（2）2020 年 6 月 30 日，计算期末产生的汇兑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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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即期汇率为 1欧元=9.64 人民币元。

②应收账款（欧元）

应收账款欧元户余额

=400 000+600 000-300 000=700 000（欧元）

按当日即期汇率折算为人民币金额

=700000×7.96=5572000(人民币元）

汇兑差额=5572000-（3160000+4812000-2370000）

=-30000（人民币元）（汇兑损失）

借：财务费用—汇兑差额 30 000

贷：应收账款—××单位（欧元） 30 000

（2）2020 年 6 月 30 日，计算期末产生的汇兑差额：

6月 30 日，即期汇率为 1欧元=9.64 人民币元。

③应付账款（欧元）

应付账款欧元户余额

=200 000+400 000=600 000（欧元）

按当日即期汇率折算为人民币金额

=600000×7.96=4776000(人民币元）

汇兑差额=4776000-（1580000+3200000)

=-4000（人民币元）(汇兑收益）

借：应付账款—××单位（欧元） 4 000

贷：财务费用—汇兑差额 4 000

【总结】也可以合在一起写

④应计入当期损益的汇兑差额=-24000+30000-4000=2000（人民币元）(汇兑损失）

借：银行存款—××银行（欧元） 24 000

应付账款—××单位（欧元） 4 000

财务费用—汇兑差额 2 000

贷：应收账款—××单位（欧元） 30 000

【提示】考试的时候建议分开写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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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

一、外币财务报表折算的情形

企业选定的记账本位币不是人民币的，应当将其财务报表折算为人民币财务报表

企业将境外经营通过合并财务报表或权益法核算等纳入本企业财务报表中时，如果境外经营

的记账本位币不同于本企业的记账本位币，需要将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折算为以企业记账本

位币反映的财务报表

二、外币财务报表折算的原则

（一）利润表

利润表项目 具体原则

收入
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或即期汇率近似汇率折算

费用

利润 根据折算后的收入、费用项目计算得到

【教材原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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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

（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

变动表项目

具体原则

实收资本 交易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历史汇率）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交易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或当期平均汇率折算

未分配利润 计算得到

其他综合收益 根据资产负债表填列

（三）资产负债表

资

产

资 产

负 债

表 日

即 期

汇率

负债 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

所有者

权益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交易发生时的即期汇率（历史汇率）

盈余公积 交易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或当期平均汇率折算

未分配利润 根据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填列

其他综合收益

【教材原文】产生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在资

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下 “其他综合收益”

项目列示（最后倒挤）

【教材原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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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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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5-14】（了解）

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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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包含境外经营的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特别处理

企业境外经营为其子公司的情况下，企业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于境外经营财务报表折

算差额，需要在母公司与子公司少数股东之间按照各自在境外经营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

额进行分摊，其中归属于母公司应分担的部分在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

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示，属于子公司少数股东应分担的部分应并入“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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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权益”项目列示。

企业存在实质上构成对子公司（境外经营）净投资的外币货币性项目的情况下，在编制合并

财务报表时，应分别以下两种情况编制抵销分录：

（1）实质上构成对子公司净投资的外币货币性项目以母公司或子公司的记账本位币反映，

则应在抵销长期应收应付项目的同时，将其产生的汇兑差额转入“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2）实质上构成对子公司净投资的外币货币性项目以母、子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以外的货币

反映，则应将母、子公司此项外币货币性项目产生的汇兑差额相互抵销，差额转入“其他综

合收益”。

四、处置该境外经营（其他综合收益→投资收益）

如果企业在全部或部分处置境外经营时，应当将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中与该境外经

营相关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自所有者权益项目转入处置当期损益。

部分处置境外经营的，应当按处置的比例计算处置部分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转入处置

当期损益。

请关注公众号、听更多免费直播

编制合并报表

母公司：其他综合收益

少股东：少数股东权益

母公司

（人民币）

子公司

（美元）

折算差额计

入其他综合

收益

外币报表折算为人民币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