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汇银行会计的若干特殊处理方法初级会计职称考试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9/2021_2022__E5_A4_96_

E6_B1_87_E9_93_B6_E8_c43_599334.htm 银行会计是以货币为

主要计量单位，对银行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综

合的反映、监督、分析和参与决策的过程。外汇银行是以经

营外汇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与本国货币比较，外汇业务有

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笔者根据长期来在外汇银行会计方面

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就外汇业务与本币业务的区别、外汇银

行会计的若干特殊处理方法及有关注意事项作一介绍。 一、

外汇业务与本币业务的区别 外汇业务与本币业务的区别，并

不仅仅是币种的区别。从业务操作上来看：外汇业务有汇与

钞的区别，有现汇与期汇的区别，而本币则没有；外汇业务

是多币种、多账户的业务，其账户与本币的不同之处在于，

各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账户在中央银行，而外汇的账户则在国

外的商业银行，并且同一币种往往不止一个账户，甚至一个

币种在不同的国家都可有账户；目前，人民币资金的管理基

本上是简单的头寸管理，至多在单一的国内拆借市场上做些

拆借业务，而外汇业务的资金管理，完全是一种经营性管理

，面对的是国际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人民币的清算主要是

系统内的应收应付的联行清算，外币资金的清算则是借助于

账户行的实收实付的清算；本币业务的授信，主要考虑企业

的经营风险，而外币业务的授信，除了考虑企业的经营风险

外，还要考虑利率、汇率风险，国际政治、经济风险，代理

行风险等。 二、原币记账法 由于外汇银行经营各种外汇业务

，必然涉及各种外国贷币和本国货币。各国的货币单位、货



币价值或汇率不同且汇率经常在变化，因此，会计人员在处

理账务时，为了将外币和本币同时表现在账上并使借贷双方

保持恒等，据以计算经营成果、编制会计报表，以全面、正

确反映外汇银行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就必须采用科学的外

币记账方法。现代外汇银行已成为国际间资金划拨清算的结

算中心，拥有数量众多的客户，涉及多币种、多种类的结算

方式。因此，外币记账方法均采用以各种货币为记账单位、

对本币和各种外币各设置一套账簿的原币记账法。当外汇业

务发生时，对有人民币外汇汇率的外币，都直接以原币为记

账单位，从填制凭证、登记账簿到编制报表都直接按原币核

算，且每一种外币都各自成为一套账务系统，各自有一套会

计账簿和会计报表，以全面反映各种货币资金增减变动情况

。 三、外汇买卖 使用原币记账法时，为了使实际收付的本币

与外币这两种不同单位、不同价值的货币得以平衡起见，须

设置特定的原币“外汇买卖”科目和本币“外汇买卖”科目

作为桥梁，分别与原币有关科目和按当日该外币汇率折合的

实际收付人民币现金或相当科目对转。当买入外币时，以外

币为记账单位记入（外币）“外汇买卖”账户的贷方及其相

应的外币会计科目借方；同时以人民币为记账单位，以相应

的人民币金额记入（人民币）“外汇买卖”账户的借方及其

相应的人民币会计科目贷方。卖出外币时，记账科目与以上

相同，但借贷方向相反。 如果某种外币的买入大于卖出，其

“外汇买卖”科目为贷方余额，俗称“多头”；反之，买入

小于卖出，其“外汇买卖”科目为借方余额，俗称“空头”

。当某种外币对人民币汇率呈上升趋势，对银行来说，外币

“多头”有利，“空头”将遭损失；相反，若汇率呈下降趋



势，则“空头”有利，“多头”有损。因此，外汇银行的会

计人员必须密切关注“外汇买卖”账上各种外币账户的余缺

情况，以便在遇到外汇汇率急剧变动时，采取必要措施，避

免遭受损失。 外汇银行年度会计决算时，各种外币“外汇买

卖”科目的外币金额按决算汇率折算为本币金额，然后将它

与人民币“外汇买卖”科目余额（可视作外币金额的成本）

进行比较，将其差额转入损益账户。 四、虚增的资产 以上对

特定设置的“外汇买卖”科目作了一些论述，它属于哪一类

性质的科目？一般认为该科目在资产负债表中的余额，既能

反映在资产方，也能反映在负债方，它具有资产负债双重性

质，因此主张归属于资产负债共同类。在外汇银行的会计实

践中，也明文规定该科目为资产负债共同类科目。 要确定“

外汇买卖”科目是什么性质，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资产？什么

是负债？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表的“财务会

计概念公告第6号”对资产和负债所作的定义为： “资产是

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它是特定个体（entity）从已经发生的

交易或事项所取得的或加以控制的。” “负债是将来可能要

放弃的经济利益，它是特定个体由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

，将来要向其他个体转交资产或提供劳务的现有义务。” 从

以上两则权威性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理解把会计科目划分为

资产类、负债类和资产负债共同类这种分类方法是基于财产

、人欠、我欠的经济角度来分类的。那么“外汇买卖”科目

应该属于哪一类性质的科目？不能因为它在资产负债表中能

分别反映资产和负债余额就认为是资产负债共同类性质的科

目，而应该从上述财产、人欠和我欠的经济角度来分析它的

实质，然后确定它的性质。“外汇买卖”科目性质不同于它



所类似的资产负债共同类科目，如有关联行往来科目、同业

往来科目、国外代理行往来科目以及活存透支科目等。这些

科目在资产负债表上的余额，有时反映在借方，有时反映在

贷方；有的则同时反映借贷方余额，是确确实实反映银行对

各科目下企业、单位或个人的人欠与我欠的经济关系，因此

属于资产负债共同类科目，无疑是正确的。但“外汇买卖”

科目则不然，试举下例说明：以人民币买入100美元，当日美

元外汇汇率为USD100＝CNY830，按原币记账法应作如下分

录： 借：现金美元户 USD100 贷：外汇买卖一美元户 USD100

借：外汇买卖人民币户 CNY830 贷：现金人民币户 CNY830 

上述分录中：（借）“外汇买卖”并不是反映它本身资产的

增加或是负债的减少，它所反映的是它的对应科目（贷）“

现金”人民币户科目资产的减少；同样，（贷）“外汇买卖

”也并不是反映它本身资产的减少或是负债的增加，而是反

映它的对应科目（借）“现金”美元户科目资产的增加。由

此可知，“外汇买卖”科目本身既不是资产，也不是负债。

从经济角度看，它的金额增减，并不表示财产、人欠、我欠

，而是反映它所对应的资产、负债科目金额的增减变化。因

此“外汇买卖”科目外币账户贷方余额并不表示外币负债，

相反，而是表示外币资产多于外币负债，所说的外币多头就

是这个意思。同样，“外汇买卖”科目外币账户借方余额并

不表示外币资产，而是表示外币负债多于外币资产，称之为

外币空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外汇买卖”科目本身既不

属于资产性质，也不属于负债性质，而是一个虚拟性质的科

目，它仅仅起本外币转账中平衡借贷关系的作用。 五、作出

谨慎的选择 “外汇买卖”作为外汇银行会计经常使用的一个



科目，的确给会计人员带来了很多方便，起到了非常大的作

用。但这个虚拟性质的、特殊的科目在编制会计报表时也须

做特殊的处理。笔者认为“外汇买卖”科目既不属于资产性

质，也不属于负债性质，因此在编制会计报表时要扣除该科

目余额。假设某外资银行由于业务性质及经营管理的需要，

其美元“外汇买卖”借方余额为500万美元，若在编制会计报

表时不扣除该科目余额，外汇资产就会多出500万美元，若按

当时汇率折算，约合人民币4，150万元，这个巨大数额的资

产显然是虚增的，是不存在的。 要编制一张不包括“外汇买

卖”科目余额的会计报表，须分多个步骤进行。以下是笔者

的一些具体做法。 1、编制各币种以原币别为单位的试算平

衡表； 2、按照确定的汇率将各种外币试算平衡表上各科目

金额折合成本币并逐一合并，对有多个币种的“外汇买卖”

科自若借贷方方向不一致的，应取其轧差数填列；3、依照我

国政府对外资银行的非现场监管政策要求，外资银行须将人

民币业务数据、外汇业务数据分列填报，这种报表编制方式

虽然无法将“外汇买卖”科目余额扣除，但在上报的文字分

析材料中应对此进行说明； 4、外资银行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对外公布的资产 负债表是一张将本外币合并的报表，

以反映银行的整个资产负债情况，合并以后的资产负债表不

包括“外汇买卖”科目余额。 在上文谈到，各种外币“外汇

买卖”科目的外币金额按决算汇率折算为本币金额，然后将

它与人民币“外汇买卖”科目余额进行比较，将其差额转入

损益账户。进一步说，外币“外汇买卖”科目金额折算为本

币后与人民币“外汇买卖”科目余额是相等的，且在不同的

方向，因此同时去掉后不会影响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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