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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衍生金融工具蓬勃兴起、不断创新。其对

传统的会计理论和事物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至今为止

一直没有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但由于其收益的不确定性和

巨大的风险性，又使得会计上对其反映和监督成为一种必然

的趋势。因此，有必要全面深入研究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规

范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 一、衍生金融工具的含义及特

征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1999年颁布的第39号国际会

计准则《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IAS－NO.39）在第32号

准则基础上对衍生金融工具作了如下定义：衍生金融工具是

指具有如下特征的金融工具： ①其价值随特定利率、证券价

格、商品价格、外汇利率价格、汇率指数信用等级和信用指

数或类似变量的变化而变化； ②相对于与市场条件具有类似

反映的其他类型的合约所要求的初始净投资较少； ③在未来

日期结算。按照衍生金融工具自身交易方法及特点可划分为

四类：远期合约、金融期货、金融期权、互换。从事衍生金

融工具的买卖业务，将使从事主体直接或间接拥有与此相关

的资产或负债。这是一种与传统意义上资产和负债具有不同

特征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总的来说，衍生金融

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杠杆性。 金融理论中的杠杆性是

指以较少的资金成本可以取得较多的投资，从而提高收益的

操作方式。衍生金融工具是以基础工具的价格为基础，交易

时不必缴清相关资产的全部价值，而只要缴存一定比例的押



金或保证金便可对相关资产进行管理和运作。因此，交易者

可以利用不同市场价格的差异，从低价市场买入，在高价市

场卖出从而获利。虽然国际金融市场有全球一体化的倾向，

各市场间的价格差异不大，但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巨额成交

量，故而套利和投机者仍有可观的利润。投机者的出现既活

跃了衍生金融市场，又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国际金融市场。

2．较强的价值波动性。 传统意义上的资产，其价值决定于

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多少，具有相对稳定性，价格围绕价值波

动，幅度不会很大。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中的金融资产则完全

不同，其具有较强的价值波动性。当某项衍生金融工具能明

显降低某项基础工具上的风险时，其价值也相应提高；反之

，如果某项衍生金融工具已不能降低风险或带来任何利润时

，它就没有价值。进一步地讲，其不能带来任何利润反而可

能导致巨额损失时，其价值也就是相应的“负数”，这是传

统意义上的资产和负债所不具备的。 3．极高的风险性。 衍

生金融工具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企业要求“规避风险”，风险

与衍生金融工具是不可分割的。衍生金融工具操作得当，可

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基础工具上的风险。反之，衍生金融工具

则会最大限度地增大企业的风险。市场的变幻莫测和交易者

的过度投机，使许多人获得巨额利润，也使许多参与者遭受

损失甚至破产。根据巴塞尔银行委员会的联合报告，衍生金

融工具涉及的主要风险有：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

险、操作风险、结算风险、法律风险。 4．虚拟性。 虚拟性

是指证券所具有的独立于现实资本之外，却能给证券持有者

带来一定收入的特征。衍生金融工具的虚拟性使其交易大多

不构成有关金融机构的资产和负债，成为了表外业务。由于



绝大多数衍生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内得不到列示，尤其是

在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占整个金融业务比重日益加大的趋势下

，金融机构通过寻求大量的表外业务来改善资产负债结构，

提高资产收益率，从而得以加强银行的资本基础，扩大盈利

水平。 二、衍生金融工具对现行财务会计理论的冲击 数年来

，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与报告问题一直困扰着会计界，衍

生金融工具的出现及迅速发展更加剧了这一状况，使得传统

财务会计在其会计处理上面临着新的挑战。 1．财务会计基

本概念的影响。 现行财务会计对“资产”、“负债”等会计

基本概念的定义是针对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进行的，预计

在未来发生的交易或事项本身无法形成资产或负债。金融工

具、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的特点之一是，合同所体现的交易

现在并未发生，而是将在未来发生。若把衍生金融工具列为

企业资产，则传统意义上的“资产”概念必须改变。同样，

若把衍生金融工具列为“负债”，它只是有可能将或有负债

转化为现时负债，或者说这种或有负债永远也不可能转化为

现时负债，传统意义上的“负债”难以概括此点。“金融资

产”与“金融负债”来自双方签订的契约，与传统的资产、

负债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按照传统的会计模式，签订契约是

不能够形成企业资产或负债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对传

统财务会计的基本概念提出了质疑。 2．权责发生制和实现

原则的影响。 财务会计的确认标准是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基础

之上的，并要求所确认的收入必须是已实现的。按照权责发

生制，企业不是在收到或付出现金时记录经济业务对企业所

产生的影响，而是在经济业务发生期间记录其对企业的影响

。实现原则是指企业主体获取收入的过程已经完成，同时收



到货款或已具备收取货款的权利，那么该主体就可以确认此

项收入。可见，无论是权责发生制还是收付实现制，两者都

是以过去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基础，而对于未来发生的

交易和事项不予确认。衍生金融工具的发生预示着将来一系

列的财务变动，而这些未来的财务变动在传统的财务报告上

无法反映，使财务报告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残缺性甚

至虚假性，致使风险无法预知。 3．会计计量原则的影响。 

传统的会计计量是建立在历史成本原则的基础之上的。但历

史成本原则只确认交易活动及其发出的数据，很多财务信息

得不到反映，这就会使以历史成本会计计量模式为基础的资

产计价严重脱离实际，传统会计理论的科学性和会计信息的

可靠性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不再像

传统交易那样经历一个时点即可完成，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

、一个过程来完成，并且这个过程不像传统交易那样可以作

为两项交易分别处理（比如传统交易中购入固定资产和固定

资产最终报废可以作为两项交易处理）。衍生金融工具在其

持有期间的任何变动，都是内在相连、不可分割的。某项衍

生金融工具从有价值到低价值甚至到无价值，没有一项独立

的交易存在，但结果却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如果要从反映主

体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出发，就应该分阶段真实地反映企业所

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的价值。这样势必打破原有财务会计的

历史成本原则，取而代之以公允价值。公允价值的出现，使

历史成本原则不可能也不应该再作为财务会计的唯一计量属

性，今后财务会计计量属性的发展趋势应当是历史成本与公

允价值长期并存。 4．财务报告的影响。 财务会计确认、记

录、计量的目标就是要向外界提供合理、真实的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体系的核心是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

金流量表这三种通用会计报表成为财务报告的主体。现有或

潜在的信息使用者通过财务报告获取对决策有用的信息。而

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大多为表外业务，交易本身无法加以体现

，人们无法从财务报告上直接了解到企业所从事的金融交易

以及所面临的风险，从而使金融市场和企业自身的风险都变

得更加不可捉摸。 三、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 1．衍生金

融工具的确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