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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6_B3_A8_c45_74488.htm CPA慢班《会计》讲义-第21章 商

品期货业务 一、本章复习提示 1．本章在考试中的地位：本

章在考试中不重要，历年考试分数不多，只出客观题。 2．

本章内容无变化。 3．本章复习方法：在理解基础上，适度

练习。 二、本章重要考点 【考点一】商品期货交易的主要规

定（理解） 1．商品期货业务会计处理主要涉及投资、交纳

期货保证金、平仓了结合约、实物交割，以及在会计报表上

的列示等内容。 2．在期货交易所获得会员资格的企业，其

认购的会员资格费作为一种股权性质的投资，在“长期股权

投资”科目中设置“期货会员资格投资”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1）企业如申请退会，或被取消会员资格的，其会员资格

费在年度终了后，按其原认缴数额予以退还；（2）如企业转

让会员资格，应按实际收到的转让款与期货会员资格投资的

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期货投资损益。 3．企业交纳年会

费，计入管理费用。 4．企业交纳的保证金，单独设置“期

货保证金”科目，企业与期货交易所或期货经纪机构的一切

往来均通过“期货保证金”科目核算。 5．企业对于平仓实

现的盈亏，单独设置“期货损益”科目，核算企业在办理期

货业务过程中所发生的手续费、平仓盈亏和会员资格变动损

益。企业交纳的交易手续费，计入期货损益，借记“期货损

益”科目，贷记“期货保证金”科目。 【考点二】套期保值

交易的会计处理（理解） 1．商品期货交易分为套期保值业

务和非套期保值业务。套期保值是指回避现货价格风险为目



的的期货交易行为。 办理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企业，在

“期货保证金”科目下设置“套保合约”和“非套保合约”

明细科目。 2．企业从事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时，应当遵

循的原则为：如果现货交易尚未完成，而套期保值合约已经

平仓的，套期保值合约平仓损益不确认为当期损益，计入“

递延套保损益”科目，待现货交易完成时，再将期货上的盈

亏与被套期保值业务的成本相配比，冲减或增加被套期保值

业务的成本；如果现货交易已经完成，套期保值合约必须立

即平仓，以实现套期保值目标。 [例1] 甲公司为粮食加工企业

，预计2003年4月份需要绿豆原料300吨。2003年2月，绿豆现

货价格为每吨2500元左右，预计4月份绿豆价格将上升。但企

业目前因现金短缺，无法购入绿豆；因而采用套期保值交易

来回避现货价格风险。甲公司于2月1日买入30手绿豆期货合

约（每手10吨），每吨价格2500元，按5%支付保证金；甲公

司3月3日卖出2月1日买入的30手绿豆期货合约，每吨价格2650

元（不含税，假设增值税率13%）。4月1日被套期保值业务现

货交易完成。有关业务处理如下： （1）2003年2月1日，开新

仓买入300吨绿豆期货合约，每吨2500元，按5%支付保证金，

建立套期保值头寸： 借：期货保证金 套保合约 37500

（300*2500*5%） 贷：期货保证金非套保合约 37500 （2）2003

年3月3日，卖出平仓，实现盈利45000元： 借：期货保证金 

套保合约 45000（（2650-2500）*300） 贷：递延套保损益

45000 同时转回套保上的保证金： 借：期货保证金 非套保合

约 82500 贷：期货保证金 套保合约 82500(37500 45000) （3

）2003年4月1日购入现货绿豆300吨，每吨2600元： 借：库存

商品绿豆780000（300*26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01400（780000*13%） 贷：银行存款 881400 同时转出递延

套保损益 借：递延套保损益 45000 贷：库存商品 45000 因此

，将递延套保损益与成本配比后，300吨绿豆的成本为735000

元（780000-45000），每吨成本为2450元（735000/300），从

而实现了回避现货价格风险的目的。（由此可见，本例套期

保值的原理是：在2月份企业现金短缺，无法购入低价现货，

而预计4月份现货价格将上涨；用少量资金购入低价期货合约

，如果4月份绿豆现货价格上涨，则期货价格也将上涨，卖出

期货合约后，正好可以用期货上实现的盈利弥补现货价格上

涨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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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