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一．会计、统计．

对外币业务会计问题的探讨

王松年 钱嘉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对外
开放迈出了巨大的步伐，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和合作迅速扩大， “三资” 企业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 据统计，1990年的头9 个月，我国
又新批准了外商投资企业4700多个，协议外
资40多亿美元。迄今为止，已累计批准外商投
资企业26500多家，协议外资378亿美元。 自
1979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到1989
年底为止，我国已在海外9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兴办了非贸易性企业645家，生产企业764家。
上海企业的跨国经营也走出了可贵的一步，
已在海外开办的非贸易性企业有53家，海外
投资的范围已涉及美国、 日本、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泰国、 智利、 马来西亚等26个国
家和地区的农林渔牧、 工矿、 交通运输和
工程建筑等行业。

随着国际经济交往业务的日益扩大，外
币业务日见增多，财政部就外币业务会 计
处理问题陆续颁布了有关的制度和规定。 早
在1985年3月4 日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1985年4 月
24日颁布了＜＜ 中外合资经营工业企业会计科
目和会计报表＞＞，1987年12月2 1日颁布了<<
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三款的通知兄
1987年12月31日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外币业务会计处理的补充规定＞＞，1988年4
月7日颁布了＜＜对贯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外币业务会计处理的补充规定＞的儿个问题
的答复＞＞，1988年10月20日制定了＜＜对外承
包企业会计制度 ＞＞以及＜＜对外承包企业示范
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 这些制度和规定的
公布，解决了当时在外币业务上迫切需要解

决的会计问题，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制定 我国的外币业务会计制度，既要从

我国现有的实际情况出发，又要根据我国会
计工作者的实际素质和业务水平，还要兼顾
国家利益、 中外合资双方的利益，适当考虑
与国际上通用的会计惯例协调一致。 我国实
行集中管理的外汇体制，人民币是不能与其
它国家货币通兑的货币，所以现行 外币会计
主要采用的是以历史汇率为基础 的 换 算方
法，它构思的主要前提显然是人民币与外币
的汇率是相对稳定的J 把外汇支出看作来源
于外汇的收入； “三资“ 企业可以 存 储 外
汇，但要求企业自己以收备支，保持外汇收
支的平衡，外汇的支出，不过是外汇存储的
流动，收入的外汇流尽，外币业务换算产 生
的损益也就全部计入企业的报告收益。 这些
都基本上体现了制定制度当时的我国特定的
经济环境。

现在石来，这种以历史汇率为基础的换
箕方法有较大的局限性。 首先，应该看到近
儿年米人民币与主要西方国家外币之间的汇
率波动幅度较大，而且连续儿次都是单向贬
值。 这样一来，这种以历史汇率为基础的换
笲方法不仅抹煞了货币性资产和货币性负债
都将承受汇率变动风险的事实，而且无视外
商投资企业要自身保持外汇收支平衡，是不
切实际的。因为，从事不同类型的企业创汇的
情况不可能一样，同一产业类型不同企业之
间由于原材料来源、产品销售、地理位置等不
同，创汇情况也不可能一样，何况 一个企业的
不同经营时期内的外汇收支也决不会一样。
可见，收支不平衡的现象对 “三资” 企业来
说是客观存在的这可从国家为适应这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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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收支不平衡的需要而逐步开放外汇调剂市
场的这一 事实得到证明。

为此， 财政部千1987年12 月 31日公布的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币业务会计处理的补
充规定》，试图缓解一 些已发现的问题， 允许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当地财政税务机关同意
后，将所有外币存款、外币债权债务的年末
余额按年末汇率进 行调整， 据以调整原来的
历史汇率为基础的人民币币值， 从而确定未
实现的汇兑损益或适当地递延和分 期 摊 销
（不超过五年）。 当然这符合西方国家的直
接确认实现的交易损益或采用递延并分期摊
销的惯例。 但这（（补充规定〉〉在日常外币核算
中，外币存款的支出仍了用了以历史汇率为
基础， 将这以历史汇率为基础的人民币余额
用年末汇率惆整的结果， 显然是非驴非马，
不伦不类了。 不仅如此，当 “三资” 企业用
投资外币从国外购入大宗机器、 设备、原材
料或支付费用时，＜＜补充规定＞＞规定了按所
付外币的帐面历史汇率把资产的外币价值和
费用的外币金额换算成为人民币等值， 就不
产生汇兑损益。 这就无视资产和费用计釐所

属日期的汇率而按照与资产、 费用的计量属
性毫无关系的外币存款帐面汇率来换算， 它
必然引起会计计量溉念上的混乱．

我们不妨借鉴 一下西方在外币业务会计

上的现行做法。 目前， 世界各国对外币交易
的会计处理表明了在一定程度上已取得了协
调 一致， 普遍采用交易时间法。 认为一笔交
易及其结算（即销售日或购买日）的汇率进
行换算（特定远期外币合同的汇率则属例
外）， 在交易日及其结算日之间汇率的任何
波动所产生的汇兑损益则需要单独计列； 一

般都采用现行汇率（即销末汇率）来换算货
币性资产和负债， 仅在少数儿个国家采用历

史汇率，这表明他们并不再换算； 以外币表
示的未清算余额换算引起的汇兑损失一般在
收益表中确认， 而少数国家的长期损失予以
递延和摊销； 以外币表示的未清算余额换算
引起的汇兑利得的处理则有不同的做法， 这
种汇兑利得或在当期收益表中确认， 或在实
现前递延， 或递延并要在有关非流动项目的
寿命期内 摊销。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 实
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努力促进国
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我们认为，
逐步把目前我国采用的历史汇率为基础的换
算方法更改为按现行汇率换算。 现行汇率宜
采用市场调剂汇率或可参照市场调剂汇率制
定的固定汇率或标准汇率。 确切地说， 我们
主张在经济特区或沿海经济开发区采用市场
调剂汇率较切实际，在非经济特 区 的 “三
资” 企业则可采用固定汇率或标准汇率以增
加可操作性。 因汇率变动而产生的汇兑损益
应分别按不同情况处理， 对“ 三资“企业筹建
期间的汇兑损益应在收益表（利润表）中 与

经营损益一 并 计算， 对财务报表因按年末汇
率调整帐面而产生的汇兑损益应计入资产负
债表资本项目下单独列出。

当然， 采用现行汇率换算后也不可能不
面临一 些具体问题。 诸如“三资“企业在投资
项目合同签订日和资本实际投入日的外汇汇
率不同时由那一方承担外汇损失的问题， 在

“ 三资” 企业筹建期间耗用的外汇因汇率变
动在开办期内发生的外汇损失处理的问题．
我们认为， 前者可通过签订合同，在合同上
固定双方出资比例，而由双方共同承担外汇
风险， 后者同样可以由双方共同承担外汇风
险，但可挂到清理解散或者可考虑在不超过
五年内分期摊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