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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4_BC_81_E4_c42_544790.htm 商业企业应对外币加

强管理，企业的外币业务是指用外币进行结算的经济业务，

这种业务在商业企业非常普遍。从企业业务经营过程及资金

周转来看，外币业务主要包括：外币债权的结算；外币债务

的结算，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汇兑损益等业务。这次外汇管理

体制改革后，企业不再需要设置外币存款账户了，因此，外

币的核算也较以前简单了。 （一）外币业务核算的要求 企业

的外币业务核算有多种处理办法，如：逐笔折算法、月终折

算法、原币记账法和月终余额调整法。1992年7月1日外币业

务核算办法改革后，我国企业主要采用月终余额调整法。核

算的要求如下： 1．企业发生外币业务时，应将有关外币金

额折合为记账本位币金额。折合汇率采用外币业务发生时的

国家外汇牌价（原则上为中间价），或者当月1日的国家外汇

牌价。 2．月份终了，企业应将外币债权、债务等各种外币

账户的余额，按照月末国家外汇牌价折合为记账本位币余额

。按照月末国家外汇牌价折合的记账本位币余额与账面记账

本位币金额之间的差额，作为汇兑损益。 3．设置“汇兑损

益”账户。所谓汇兑损益是指由外汇的兑换而产生的损失和

收益。“汇兑损益”账户属损益类账户，借方主要登记由于

外汇债权、债务而产生的汇兑损失；贷方主要登记汇兑收益

；借贷方的差额即为汇兑净损失（或净收益）。 4．按规定

可在外汇指定银行开立“银行存款”外币现汇账户的企业和

涉及外币业务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等账户都应该设立外币明细账，以便于明

细反映。 （二）外币业务核算举例 [例] 某商业企业1998年11

月3日有关外币账户的期初余额如下： 应收账款A公司，借方

余额4000美元，汇率为8．5元，计34000元人民币。 应付账

款B公司，贷方余额2000美元，汇率为8.5元，计17000元人民

币。 该月发生两笔外币业务： 5日，向某国B公司购入商品，

货款5500美元，款项暂欠，当日汇率为8.7元。以人民币银行

存款支付进口商品的增值税8134.50元。 12日，收回某国A公

司的部分还款1500美元，当日汇率为8.9元。 要求用月终余额

调整法核算该企业的外币业务，11月末的汇率为8.7元。 1．

该商业企业账务处理如下： （1）借：商品采购47850.00 应交

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8134.50 贷：应付账款B公司

（US$5500×8．7）47850.00 银行存款8134.50 （2）借：银行

存款13350 贷：应收账款A公司（US$1500×8.9）13350 2．月

终，两个外币账户的明细资料如下： （1）“应收账款A公司

” 借方余额美元数为； 4000-1500=2500（美元） 折合成相应

的人民币数为： 34000-13350=20650（元） 根据月末汇率应调

整为： 2500X8.7=21750（元）。 汇兑收益为：

21750-20650=1100（元） 月终调整分录： 借：应收账款A公

司1100 贷：汇兑损益1100 （2）“应付账款B公司” 贷方余额

美元数为： 2000 5500=7500（美元） 折合成相应的人民币数

为： 17000 47850=64850（元） 根据月末汇率应调整为： 7500

×8.7=65250（元） 汇兑损失为： 65250-64850=400（元） 月

终调整分录： 借：汇兑损益400 贷：应付账款B公司400 3

．1998年11月30日，外币账户的期末余额如下：“应收账款A

公司”账户借方余额2500美元，汇率为8.7元，计21750元人民



币。 “应付账款B公司”账户贷方余额7500美元，汇率为8．7

元，计65250元人民币。 （三）新旧外币业务核算方法的比较

百考试题@为你加油 从以上的核算方法可以看出，新会计制

度实施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后，外币业务的核算比以前更

简单了，企业对外币账户，不论增加还是减少，折合率都可

以选择当天汇率或当月1日汇率，而以前的做法是在外币账户

增加时选择记账汇率，而当外币账户减少时，使用账面汇率

，对账面汇率又要按各种不同的方法（如先进先出法、后进

先出法、专认法等）进行计算，汇兑损益的计算很复杂，而

且意义不大，特别是有些外币账户（如长期借款），借款数

额大，近期内增减变动小，在汇率不断变动的情况下，期末

余额不作调整，要到还款时再调整，不仅影响还款当期的财

务成果，而且会歪曲借款期内各年度的财务状况。这样处理

也不符合配比原则，而新的处理方法不仅简单，而且实用，

也更能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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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