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专题  国际会计概述 

（第一章）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学习，要求了解国际会计形成及发展

的过程以及影响国际会计形成及发展的经济背景，理解和掌握对

国际会计定义的不同观点，熟悉国际会计的研究领域。 

 国际会计的形成及发展 

 国际会计的内容和概念 

 

第一节  国际会计的形成及发展（P1-9） 

一、会计的国际化发展（P1-3） 

会计作为一种通用的商业语言，从产生时起就从未停止过其

国际化进程。会计的世袭遗产是国际性的。一部会计发展史就是

一部会计国际化的历史。 

1、14、15 世纪复式记账法的产生和传播（P2） 

2、17、18 世纪英国会计和审计方法在英联邦国家的广泛渗

透（P2） 

3、一战结束后，尤其是二战以后，美国会计在世界范围内的

普遍影响（P2-3） 

二、国际会计形成及发展的经济背景（P3-9） 

（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大及市场的国际化（P3-5） 

（二）跨国公司的兴起及发展（P5-6） 

（三）经济地区化的推进（P6-7） 

（四）会计职业界国际组织的推动（P8-9） 

 

第二节  国际会计的内容和概念（P9-12） 

一、国际会计的内容（P9-10） 

1、国际比较会计 

2、国际财务会计 

3、国际管理会计 

二、国际会计的概念（P9-12） 

（一）20 世纪 60年代美国会计学者对国际会计的不同定义

（P10） 

（二）20 世纪 70年代美国会计学者对国际会计的不同定义



（P11-12） 

1、乐观主义的“世界会计（World Accounting）”  
2、悲观主义的“国际会计（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3、务实主义的“国外子公司会计（Accounting of Foreign 

Subsidiaries）” 

（三）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崔和缪勒对国际会计的定义（P12） 
（四）20 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伊克彼、麦尔科、伊利马拉夫

对国际会计的定义（P12） 

（五）本书定义（P12） 

国际会计是现代企业会计在国际范围内的拓展，它是以国别

会计比较、国际差异协调以及跨国经营活动所涉及的财务会计和

管理会计问题为对象，以协调差异和加强跨国经营会计管理为目

标的一个新的会计分支。 

 

 

【复习思考题】 

1．为什么说一部会计发展史就是一部会计国际化的历史？ 

2．影响国际会计产生及发展的经济背景有哪些？ 

3．国际会计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哪些？  
4．会计界对国际会计的概念有哪些不同观点？你如何理解国

际会计的概念？ 



第二专题  国际比较会计 

（第二章——第四章）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学习，要求了解会计和环境之间的相

互关系以及影响会计发展的主要环境因素，掌握会计模式的涵义

以及会计模式国际分类的主要方法，掌握重大会计惯例和财务报

表方面存在的国际差异，理解产生差异的原因。掌握会计国际协

调的含义和基本形式；了解政府间组织和会计民间职业界在会计

国际协调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主要成果；掌握国际会计准则

委员会的发展历程及其进行会计国际协调的主要成果。 

 会计国际差异比较分析 

 会计国际协调 

第一节  会计国际差异比较分析 

一、会计环境差异分析（P13-21） 

（一）会计环境（P13-14） 

会计环境是指会计所面对的周边条件和情况。 

会计是环境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会计。 

（二）经济因素（P14-16） 

1、经济体制 

2、社会经济结构特点 

3、经济发展水平 

4、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来源的特点 

5、发展国际经贸关系以及参及国际经济组织的情况 

6、通货膨胀程度的影响 

（三）法律因素（P16-17） 

1、法律体系对会计的影响 

2、税收法律对会计影响 



（四）政治因素（P17-18） 

1、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政府在各种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不

同，直接影响会计目标和会计信息披露要求。  

2、会计的观念和技术可以通过政治途径传播。  

3、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决定着两国会计相向或是相背发展。 

4、国防政策影响会计的开放程度及国际化程度。  

（五）社会文化因素（P18-20） 

（六）教育因素（P21） 

二、会计模式差异分析（P21-29） 

（一）会计模式的含义和意义（P21-22） 

会计模式是会计实务体系的规范形式，是对已定型的具有代

表性的会计实务体系的概括和描述。或者说，会计模式是对若干

个国家和地区会计特征的综合性概括和描述。 

会计模式分类的意义： 

1、为国际会计实务的比较提供基础； 

2、为国际会计协调提供依据。 

（二）会计模式的分类方法（P22-29） 

1、会计发展环境分类法（P22-26） 

（1）宏观经济模式 

 环境特点： 

1) 企业是国家经济结构中的基本单位； 

2) 企业通过协调其经营活动及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来实现

企业的目标； 

3) 如果企业目标及国家的经济政策紧密相连，就可以提供最

大的公众利益。 

 主要特征： 

1) 企业可以选用收益均衡的会计方法来反映企业的收益； 



2) 在企业的收入和支出中列入某些外部项目。例如：污染处

置费用、修建通往厂区道路的费用；把企业自行建造固定

资产的价值、制造自用资产的价值、以及商品和原材料的

增值额计入企业收入等。 

3) 为实现国家经济政策目标而调整折旧和摊销的会计方法。 

4) 计算和确认新发现的自然资源的贮藏价值。 

5) 强调增值表的编制。 

6) 核算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和人力资源信息。 

 典型代表国家：瑞典 

（2）微观经济模式 

 环境特点： 

1) 国家商业活动的中心在单个企业； 

2) 企业的主要经济政策是保证企业的生存及发展； 

3) 企业生存的最佳策略是经济优化； 

4) 会计是企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会计为企业经营服务。  

 主要特征： 

1) 会计的职能主要是为企业服务，强调微观经济，强调资产

的重置成本； 

2) 会计中的核心观念是企业资本的保持； 

3) 企业管理要求会计提供比较详细的各种类型的会计报告。

其中，既包括对外报告，也包括对内报告；既包括企业整

体会计报告，也包括按部门、分支机构、地区编制的分部

会计报告。 

 典型代表国家：荷兰 

（3）独立发展模式 

 环境特点：（1）会计以实用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并从商业

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中得到启示；（2）企业经营实践和会计

实务促进会计概念和方法的形成和发展。  

 主要特征： 

1) 非常重视会计职业团体的地位和作用。  

2) 实用性是评价会计原则和准则的首要标准，人们主要



考虑会计原则和准则对企业是否确实有用，是否适应

经过实践检验的商业惯例。 

3) 不重视会计原则和准则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一致性，缺

乏完整和精确的概念结构。 

4) 重视会计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和公允性。 

 典型代表国家：美国（P51-61）和英国（P62-71） 

（4）统一会计模式 

 环境特点：在经济运行中，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力度很强，

起着重要作用。 

 主要特征：各个企业和单位都执行统一的会计制度，按照

统一会计制度中的规定进行会计数据的处理和信息披露。 

 理论依据：一是宏观经济的观点，认为会计规范应从宏观

经济管理出发，把会计和公共政策结合起来，通过制定法

律、法规来贯彻国家的经济政策；二是经营观点，认为财

务报告使用者的需要是强调会计统一性的基点，会计的整

个程序必须规范化、统一化；三是技术观点，认为会计具

有统一的技术基础，以复式记账为核心，进而力求对不同

的企业、不同的交易处理达到统一，而且统一会计制度的

任务应由会计职业团体来承担。 

 典型代表国家：法国（P77-83） 

2、影响范围分类法（P26-27） 

按影响范围分类法可以分为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法国－西

班牙－葡萄牙模式、德国－荷兰模式、前苏联模式。每种模式都

有不同的特征。 

（1）英国模式 

主要特征：真实及公允 

影响范围：英国模式曾经对所有英联邦国家的会计产生重要

影响，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新加坡、巴基斯坦、马来

西亚、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南非、赞比亚等。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英国模式在这些国家的影响逐步减弱，甚至被美国模式

所取代，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2）美国模式 



主要特征：公认会计原则 

影响范围：主要包括菲律宾、墨西哥、委内瑞拉、加拿大、

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巴西等国家。 

（3）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模式 

主要特征：以税收为导向 

影响范围：主要有意大利、比利时、土耳其、希腊、黎巴嫩、

埃及、摩洛哥、阿尔巴尼亚、巴西、汤加、哥伦比亚、秘鲁、厄

瓜多尔等国家。 

（4）德国－荷兰模式 

主要特征：以企业为导向 

影响范围：主要有原联邦德国、荷兰、瑞士、挪威、丹麦、

芬兰等国家。 

（5）前苏联模式 

主要特征：（1）以贯彻国家经济计划为主要目标，财务会计

信息主要为政府计划管理和控制服务；（2）成本会计融于财务会

计之中，并占据重要位置。 

影响范围：一度影响到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有南斯

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中国等，目前已发生重大变化。 

3、多层次分类法（P27-29） 

英国会计学家 C.W.诺贝斯教授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出提出的一

种比较全面的会计模式分类法。借鉴生物学分类方法，按照纲、

亚纲、族、种、个体等层次进行会计模式划分。 

三、会计惯例差异分析（P29-37） 

（一）会计惯例及其及会计准则的关系（P29-30） 

会计惯例是会计人员在长期实践中所建立和广泛运用的处理

会计业务的具体方法和程序。 

按照具体会计惯例应用的范围可以分为国家会计惯例和国际

会计惯例。国家会计惯例是指在一国范围内被普遍认可和接受的

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国际会计惯例是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

区在经济交往和交流过程中共同认可和采用的会计程序和方法。 
会计准则是筛选出来的“标准”会计惯例；会计惯例是流行

的会计准则。 

（二）重要会计惯例的国际比较（P30-37） 

1．关于坏账核算（P30） 



（1）坏账核算方法 

国际惯例是备抵法；法国流行直接转销法。 

《IAS36：资产减值》要求，应收款项的可收回金额和计入各

期损益的坏账费用，应当采用备抵法来确认。  

（2）计提备抵坏账的方法 

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含账龄分析法）  

赊销净额百分比法 

2．关于有价证券计价（P31-34） 

（1）在按历史成本计价的基础上，西方国家普遍采用 LCM。 

 分项还是分类比较； 

 有些国家规定：只有当市价的降幅大到足够程度时才可以

采用 LCM 计价。 

 当市价低于成本时，美国核算方面的特殊规定：永久性跌

价，直接冲减有价证券的账面价值；暂时性跌价，通过备

抵账户核算。 

例：某项有价证券于 2002 年 12 月 15 日购入，成本$1000，

2002 年 12 月 31 日市价为$900，2003 年 1 月 31 日市价为$950。 

（1）假定 2002 年 12 月 31 日判断$100 跌价为暂时性跌价，

则账务处理为： 

借：有价证券跌价损失        $100 
  贷：备抵有价证券跌价              $100 
2003年1月31日市价为$950，成本为$1000，计价结果为$950。 
（2）假定 2002 年 12 月 31 日判断$100 跌价为永久性跌价，

则账务处理为： 

借：有价证券跌价损失        $100 
  贷：有价证券                  $100 
2003 年 1 月 31 日市价为$950，成本为$900，计价结果为$900。 
（2）IAS39《金融工具：确认及计量》（1998 年 12 月）：为交

易而持有的有价证券， 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将公允价值变

动计入各期损益； 可供出售的有价证券， 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

量，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各期损益或股东权益。 IASB2003 年 12

月修订 IAS39 时，只规定应计入各期损益。 

（3）2009 年 11 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了《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9），IFRS9 对企业金



融资产的分类和估值方式做了新的规定，于 2013 年 1 月生效。

之后，IFRS9 历经接近 5 年的讨论和修订，IASB 为此发布了 6 份

征求意见稿、1 份补充文件和 1 份讨论稿，共收到 1000 多封评

论回函，于 2014 年 7 月发布最终修订稿，于2018 年 1 月生效，

全面取代 IAS39。IFRS9 包括三部分主要内容：金融工具的分类

及计量、金融资产减值和套期保值会计。及 IAS39 的规定相比，

三个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 

3．关于存货计价（P34） 

（1）存货收入的计价 

（2）存货发出的计价 

（3）存货期末计价 

成本及市价孰低法（LCM）是国际流行的惯例。具体有差异： 

（4）资产负债表中存货的披露 

4．固定资产折旧和重估价（P34-35） 

（1）折旧方法 

直线法较流行。 

美国等不成文法系国家：对外报告采用直线法；纳税申报采

用加速折旧法。 

德国、法国等成文法系国家：对外报告和纳税申报采用一致

的折旧方法。 

（2）折旧额能否超过固定资产原价 

能：英国、法国、荷兰、瑞典、瑞士、澳大利亚等。 

否：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中国等。 

（3）固定资产重估价问题 

目前国际惯例是不允许重估价。 

法国、阿根廷、智利等国允许固定资产重估增值。 

由于技术创新导致设备减值，所以公允价值计量是发展趋势。 
5．长期债券溢折价的摊销（P35） 

摊销：美国、日本、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 

不摊销：英国、德国、法国、瑞典、瑞士。 



6．长期融资租赁费的处理（P35） 

资本化（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美国、加拿大。 

费用化（法律形式重于经济实质）：欧洲部分国家。 

2001 年调查结果，绝大多数国家已要求对融资租赁费资本化，

如：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德国、日本、荷兰、葡萄牙、

瑞典、瑞士、英国等。 

7．研究开发费用（R&D）的处理（P35-36）（P35-36） 

资本化或是费用化，取决于企业的经营规模和财务承受能力。 
大公司：费用化。 

中小公司：资本化。 

8．递延所得税的会计处理（P36-37） 

（1）会计处理方法： 

应付税款法、递延法、债务法。债务法取代递延法是大势所

趋，并且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取代收益表债务法成为当前流行

的惯例。 

（2）关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允许确认的：美国、丹麦、芬兰、意大利、荷兰、葡萄牙、

英国、奥地利。 

允许确认但附加条件的：挪威、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

IASC。 

不允许确认的：比利时。 

（3）关于递延税款期末余额是否调整、递延税款在资产负债

表中的列报、所得税成本或利益在收益表中的列报问题等，国际

上也存在不同的惯例。 

9、库存股份的处理（P37）（P37） 

美国、加拿大（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将库存股份交易视

为资本交易，购回股份时冲减股东权益；出售库存股份的收入及

原购回成本的差额调整股东权益。  

欧洲大陆国家：将库存股份交易视为一般股票投资业务，购

回股份时作为股票投资处理；出售库存股份的收入及原购回成本

的差额列入当期损益。 

日本：购回股份时冲减股东权益；出售库存股份的收入及原

购回成本的差额列入当期损益。 

例：企业以 500 万元的价格购回部分本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



股，三个月后又以 600 万元的价格售出。不同处理方法如下： 

 美国： 

购回股份时：借：库存股份        5000000 
              贷：现金                   5000000 
售出股份时：借：现金            6000000 
              贷：库存股份               5000000 
                  超面值缴入股本         1000000 

 欧洲大陆国家： 

购回股份时：借：有价证券        5000000 
              贷：现金                   5000000 
售出股份时：借：现金            6000000 
              贷：有价证券               5000000 
                  投资收益               1000000 

 

 日本： 

购回股份时：借：库存股份        5000000 
              贷：现金                   5000000 
售出股份时：借：现金            6000000 
              贷：库存股份               5000000 
                  投资收益               1000000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 

（1）购回股份时： 

借：库存股（按实际支付的金额） 

  贷：银行存款 

（2）将收购的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属于以权益结算的股份

支付： 

①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借：管理费用、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等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按权益工具在授予

日的公允价值） 

②如有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银行存款（按实际收到的金额）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按根据职工获取奖励



股份的实际情况确定的金额） 

  贷：库存股（按奖励库存股的账面余额）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3）转让库存股： 

借：银行存款（按实际收到的金额） 

  贷：库存股（按转让库存股的账面余额）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4）注销库存股： 

借：股本（按注销股票面值总额）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贷：库存股（按注销库存股的账面余额） 

10、能否提留法定公积和任意公积（P37）（P37） 

美国、英联邦国家：不允许提取。 

欧洲大陆国家、日本：可以提取。 

 

四、财务报表差异分析（P37-49） 

（一）财务报表种类的差异 

1、现金流量表取代财务状况变动表成为第三大财务报表

（P38） 

财务状况变动表——营运资本为基础 

现金流量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基础 

2、全面收益表拓展收益表（P38-42） 

全面收益（comprehensive income），也称综合收益，是一个

主体在一定期间及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

引起的权益的变动，它包括一定期间内除业主投资和业主分配之

外的全部权益的变动。全面收益包括净收益和其他全面收益。 

（1）英国ASB 要求编制“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 

（2）美国 FASB 主张编制“企业全面收益表” 

（3）IASC 提出编制“权益变动表” 

3、增值表的发展（P42-43） 

（1）对编制增值表的要求（20 世纪 80 年代） 

德国、英国：约有半数以上的企业编制增值表。 



法国、挪威、丹麦、意大利：一些企业编制增值表。 

美国、日本、新加坡：基本不编制增值表。 

（2）增值表简介 

增值表是反映特定会计期内企业增值额形成及分配情况的报

表。 

增值额＝产出价值－投入价值                （形成） 

＝税金＋利息＋净利润＋工资＋折旧    （分配） 

增值总额＝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收入－外购商品接受劳务的

支出 

＝税金＋利息＋净利润＋工资＋折旧 

增值净额＝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收入－外购商品接受劳务的

支出一折旧 

＝税金＋利息＋净利润＋工资 

（3）增值表和利润表的比较 

相同点：两者都基于会计原则，所反映的收益或净收益，都

可以说明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经营成果。 

不同点：两者的着眼点不同。利润表着眼于股东权益，视股

东为企业的最终的受益者；而增值表着眼于参及企业活动的各个

方面，如职工、贷款者、政府等，他们及股东一样，都是企业受

益者。谋求参及企业活动的各个方面的共同利益，是编制增值表

的主要目的。也即增值额是为全体受益者计算的而不只是为投入

资本的股东而计算的。 

编制增值表及利润表的理论依据不同。编制利润表的理论依

据是业主权论；编制增值表依据的是企业理论。 

（4）编制增值表的意义 

1）增值表扩大了计算企业获益的视野。 

2）增值额是衡量企业规模和重要性的一个较好指标。 

3）有助于树立及时代相适应的会计理念。 

4）有助于逐步建立独具特色的财务管理模式。 

5）有助于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完整的财务报告体系。 

6）能较大程度地解决会计信息的供给及需求矛盾。 



7）能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特别是职工的劳动积极性，解决

企业内部管理中的一个难题。 

8）能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及国际接轨。  

9）增值额不但能全面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而且还可以为国

民经济核算奠定基础。 

（二）财务报表格式的差异 

1、资产负债表（P44） 

（1）报表格式 

●账户式：美国：资产在左，权益在右。英联邦国家：权益

在左，资产在右。 

●报告式 

●营运资本式（财务状况式）：英国、西欧大陆国家。（P51） 

（2）报表项目排列顺序 

美国：流动列前――重视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反映。采矿业、

公用事业等列前。 

西欧：非流动列前――重视企业长期财务实力的反映。  

投资列前——重视企业投资业务的反映。  

2、收益表（P45-46） 

（1）基本格式 

多步式 

单步式 

账户式：英国（左支右收）、法国等。 

（2）报表编制观念 

总括观念 

当期经营观念 

（3）反映企业业绩的不同观点 

销售成本式 

总费用式 

3、现金流量表（P46-47） 

（1）报表格式 

一般分为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三部分。英国分八

类：经营活动、投资报酬和融资成本、税项、资本性支出和金融

投资、购买和处置、支付的权益性股利、流动资源管理和筹资活

动。 



（2）编制方法 

直接法；间接法。 

（三）增进财务报表可比性的途径（P47-49） 

1、传统调整方法 

2、按公认的国际性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第二节  会计国际协调（P105-152） 

一、会计国际协调的内涵和意义（P106-108） 

（一）会计国际协调的内涵 

会计国际协调是限制和缩小各国会计实务差异，形成一套公

认的会计准则和会计惯例，促进各国会计实务和会计信息可比性

的一个过程。 

（二）会计国际协调的意义 

1、会计国际协调有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2、会计国际协调有助于促进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 

3、会计国际协调有助于加强跨国公司的管理和促进跨国公司

的发展 

4、会计国际协调有助于推动审计的国际化发展 

二、会计国际协调的主要形式 (P108-109) 

（一）国际政府间的政治协议或法规约束 

（二）民间会计职业团体制定准则 

（三）职业组织的认可及推行 

三、致力于国际会计协调的机构和组织（P109-130） 

（一）政府间组织 

1、联合国 



2、欧盟 

3、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4、非洲会计理事会 

（二）民间职业组织 

1、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2、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 

3、地域性会计职业组织 

（1）亚太会计师联合会 

（2）美洲会计师联合会 

（3）欧洲会计师联合会 

（4）东盟会计师联合会 

四、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国际会计协调（P130-152） 

（一）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简介（P130-136） 

（二）《国际会计准则》介绍 

1、《国际会计准则》： 

（1）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章程 

（2）国际会计准则公告前言 

（3）财务报表编报的概念框架（P136-141） 

（4）国际会计准则（共 41 项）（P142-143） 

（5）国际会计准则解释公告（1－33 号）――由常设解释委

员会（SIC）发布（P143-145） 

2、《改进国际会计准则》（P145） 

3、《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及解释公告（IFRIC）

（P145-149） 

（三）《财务报表编报的概念框架》的主要内容（P136-141） 
1989 年 7 月发布： 

1．财务报表的目标 

“3W”理论 

财务报表的目标，是提供在经济决策中有助于一系列使用者

的关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变动的信息。财务报

表还反映企业管理层对交托给它的资源的经营超成果或受托责

任。 

2．会计基本假设 

持续经营和权责发生制 



3．财务报表的质量特征 

（1）可理解性 

（2）相关性 

（3）重要性 

（4）可靠性（真实反映，实质重于形式，中立性，审慎，完

整性） 

（5）可比性 

（6）相关和可靠信息的制约因素（及时性，效益和成本之间

的平衡，各质量特征之间的平衡）  

（7）公允表述 

4．财务报表要素 

国际会计准

则 

美国 中国 

资产 资产 资产 

负债 负债 负债 

权益 业主权益 所有者权益 

 业主投资  

 业主派得  

 全面收益 利润 

收益 收入 收入 

 利得  

费用 费用 成本和费用 

 损失  

5．财务报表要素的确认 

确认标准： 

（1）及该项目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将很可能流入或流出企

业； 

（2）对该项目的成本或价值能够可靠地加以计量。 
6．财务报表要素的计量 

计量基础：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 
7．资本和资本保全概念 

（1）资本的概念 

财务资本：业主投入企业的货币或购买力。 
实物资本（实体资本）：业主投入企业的实物生产经营能力，



或取得该能力所需的资源或资金。 

（2）资本保全的概念 

资本保全：要求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应以保持资本完整无损

为前提来确认收益，即企业的资产流入，只有超过所需保持资本

的数额，才可视为收益。 

财务资本保全：在扣除本期内对业主的分配和业主的出资以

后，期末净资产的财务（或货币）金额必须大于期出净资产的财

务（或货币）金额，才算赚得利润。财务资本保全的计量单位，

可以用名义货币单位或固定购买力单位；不要求采用特定的计量

基础。 

实物资本保全：在扣除本期内对业主的分配和业主的出资以

后，企业的期末实物生产经营能力（或营运能力），或期末达到

上述实物生产能力所需的资源或资金，必须大于期初实物生产经

营能力，才算赚得利润。实物资本保全观要求采用现行成本计量

基础。 

举例：某企业月初账面权益为$10000，月末账面权益为

$15000。假定以下三种情况：（1）月初权益为名义货币$10000；

（2）月初权益为 1000 件商品的购买力，月末购买 1000 件商品

需要$12000；（3）月初权益为一台价值$10000 的机器设备，月

末其市场价格为$13000。则三种资本保全概念下计算的利润分别

为： 

• 名义货币资本保全观：    $15000-$10000=$5000 

• 稳定币值货币资本保全观：$15000-$12000=$3000 

• 实物资本保全观：        $15000-$13000=$2000 

不同资本保全观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企业资产和负债价格的

变动影响的处理。 

名义货币财务资本保全观要求：本期持有资产的价格提高，

通常称为持有利得，在概念上是利润，但是在以交易方式处理资

产之前，持有利得不能确认为利润。 

稳定币值单位财务资本保全观要求：利润表示本期内投入购

买力的增加，在资产价格的提高中，只有大于一般物价水平增加

的那部分才能作为利润，其余增加部分只能作为资本保全调整，

属于权益的一部分。 

实物资本保全观要求：利润表示实物资本在本期内的增加，



所有影响企业资产和负债的价格变动，都应作为企业实物生产能

力计量上的变动，从而都作为资本保全调整，即作为权益的一部

分，而不作为利润。 

 

【复习思考题】 

1．影响会计发展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哪些方面？会计及环境

的关系如何？ 

2．世界各国会计环境主要存在哪些差异？如何影响会计的发

展？1．什么是会计模式，其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为什么要进

行会计模式分类？ 

3．会计模式分类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4．按照会计发展环境分类法，世界范围内的会计可以分为哪

几种模式？每种会计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以哪个国家为典型

代表？ 

5．按照影响范围分类法，世界范围内的会计可以分为哪几种

模式？每种会计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6．多层次分类法是如何对会计模式进行分类的？  

7．什么是会计惯例？会计惯例和会计准则之间有什么关系？  

8．就有价证券计价、坏账核算、存货计价、融资租赁费的处

理、研究开发费用的处理、库存股份的处理等重大会计惯例而言，

国家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存在哪些主要差异？  

9．试分析评述全面收益表的产生及其国际发展状况。  

10．您是如何理解增值表的？您认为增值表的发展前景如

何？ 

11．对收益表格式和编制方法的国际差异，您如何看待？ 

12．试述在国际范围内提高财务报表可比性的传统途径和发

展思路。 

13．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如何进行国际会计协调，取得了哪



些成果？ 

14．《财务报表编报的框架》在国际会计准则体系中起什么作

用，其包含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第三专题  外币交易会计 

（第五章）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学习，要求熟悉外币交易的主要内容，

掌握外汇和汇率以及汇兑损益的基本知识；掌握外币交易业务会

计处理的基本程序：单一交易观和两项交易观；掌握外币交易会

计的记账方法：外汇统账制和外汇分账制；掌握外币交易会计的

国际惯例。 

 外币交易概述 

 外币交易会计的基本程序 

 外币交易会计的记账方法 

 外币交易会计的国际比较 

 

第一节  外币交易概述（P153-159） 

一．功能货币、外币和外币交易（P153-154） 

1、功能货币  (P153-154) 
功能货币是指当企业经营中涉及两种以上货币时，企业在会

计核算中所统一采用的作为会计计量基本尺度的记账货币。 

功能货币是会计主体经营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中的货币。 

2、外币（P154） 

（1）金融学中： 

狭义：外币是指本国货币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 

广义：外币是指所有以外国货币表示的、能够用于国际结算

的支付手段。包括：外国纸币和铸币；外国有价证券；外币支付

凭证。 

（2）会计学中： 

外币是指功能货币以外的货币。  

3、外币交易（P154） 

外币交易是指以外币计量的交易，即会计主体以功能货币以

外的货币进行的款项收付、往来结算以及投资、筹资等交易。 

二．外币折算和外币兑换（P154-155） 

外币兑换是指把外币换成本国货币、把本国货币换成外币、

或是不同外币之间的互换。 



外币折算是指把一定的外币金额换算为本国货币等值或同一

特定外币等值的程序。 

外币兑换是企业实实在在发生的交易，在交易过程中存在货

币实体的转换。外币折算是会计上为了记账和提供信息的方便而

采用的特殊程序和方法，不是企业实际发生的交易，折算过程中

不存在货币实体的转换。 

三．外汇和汇率（P155-158） 

（一）外汇的概念和特征 

外汇是以外币表示的用于国际结算的支付凭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定义 

外汇有三个基本特征：（1）外币性；（2）可兑换性；（3）普

遍接受性。 

（二）汇率 

1、汇率的涵义 

汇率，是指外汇市场上一种货币及另一种货币之间的兑换率。 
2、汇率的标价方法 

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 

直接标价法，又称应付标价法，是指以一定单位的外国货币

为标准，计算应折合为若干单位本国货币的标价方法。直接标价

法下，汇率上升表明外币升值，本币贬值；汇率下跌，表明外币

贬值，本币升值。 

间接标价法，又称应收标价法，是指以一定单位的本国货币

为标准，计算应折合为若干单位的外国货币的标价方法。间接标

价法下，汇率下降表明外币升值，本币贬值；汇率上升，表明外

币贬值，本币升值。 

3、汇率的种类 

（1）按买入及卖出分类：买入汇率，卖出汇率，中间汇率  

（2）按汇率固定及否分类：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3）按外汇买卖成交期不同分类：即期汇率，远期汇率  

（4）按各个国家外汇管制的程度不同分类：官方汇率，市场

汇率 



（5）按汇率在外汇会计中的应用分类：现行汇率，历史汇率，

平均汇率；记账汇率，账面汇率 

四．汇兑损益及其分类（P158-159） 

汇兑损益是指企业各外币账户、外币报表的各项目由于记账

的时间和汇率的不同而产生的折合为功能货币的差额。汇兑损益

包括外币交易损益和外币报表折算损益两大类。 

外币交易损益：是指在外币交易过程中，由于交易发生日、

报表编制日和交易结算日汇率变动而导致的将一定金额的外币

交易额折合为功能货币时产生的差额。 
外币报表折算损益：是指在进行外币报表折算时，由于报表

的不同项目采用不同汇率折算而产生的差额。 

外币交易损益和外币报表折算损益都是由于不同时点汇率不

同而产生的将一定金额的外币折算为功能货币的差额，但二者存

在以下主要区别： 

1．产生的过程不同。外币交易损益是在交易过程中或报表编

制日将一定的外币交易额折算为功能货币时所产生的差异；而外

币报表折算损益则是在国外子公司报表在基础上，将一种货币表

示的报表折算为另一种货币表示的报表时所产生的差异。  

2．性质不同。外币交易损益包括已实现损益和未实现损益两

部分；而外币报表折算损益都是未实现损益。  

3．会计处理方法不同。外币交易损益应在账簿中记录；而外

币报表折算损益通常不在账簿中记录，而只反映在合并报表之

中。 

 

第二节  外币交易会计的基本程序（P159-166） 

一．外币交易会计处理的主要问题（P159-160） 

1、外币交易涉及的三个重要时点： 

交易发生日 

报表编制日 

交易结算日 

2、外币交易会计处理的主要问题 

（1）以功能货币表示的购货成本或销货收入等的价值确定； 

（2）外币折算差额的处理。 

二、单一交易观（P160-163） 



认为外币交易的发生和随后的货款结算是一项完整的业务，

将交易的结算作为交易完成的标志。将外币交易额按交易结算日

的汇率折合成功能货币作为购货成本或销货收入等，将由于汇率

变动而产生的外币折算差额调整购货成本或销货收入。 

P160  例 5-1 
P161  例 5-2 

 

三、两项交易观（P163-166） 

认为外币交易的发生和随后的货款结算是两项独立的业务，

将交易的发生作为交易完成的标志。将外币交易额按交易发生日

的汇率折合成功能货币作为购货成本或销货收入，将由于汇率变

动而产生的外币折算差额作为外币折算损益处理。 

根据对未实现损益处理方法的不同，又分为当期确认法和递

延法两种方法。当期确认法将未实现损益视同已实现损益，在发

生当期确认并列入当期损益。递延法将未实现损益在发生当期作

递延处理，列入当期资产负债表，直到外币交易以外币结算以后

才作为已实现损益列入当期损益。 

P163  例 5-3 
P164  例 5-4 

 

第三节  外币交易会计的记账方法（P166-174） 

一．外汇统账制（P166-171） 

外汇统账制是一种以单一货币为功能货币的记账方法，会计

主体择定一种货币作为功能货币来记录所发生的外币交易业务，

即企业发生的外币交易，需要及时折合成功能货币加以反映，外

币在账上仅作辅助记录。 

外汇统账制适用于有外币业务的非金融企业。 

外汇统账制下对所有外币账户采用复币式记载。外币账户包

括外币现金、外币存款、外币借款和以外币结算的债权债务等账



户。 

按照国际惯例，企业通常采用交易发生日的汇率或按照系统

合理的方法确定的、及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作为折算

汇率。如遇汇率变动，由于汇率变动产生的外币折算差额确认为

汇兑损益，计入当期损益。 

（一）逐笔结转法 

是指企业对每一笔外币业务，均按业务发生日的市场汇率或

期初汇率折算入账，每结算一次或收付一次，依据账面汇率计算

一次汇兑损益，期末（月末、季末、年末）再按市场汇率进行调

整，调整后的期末功能货币余额及原账面功能货币余额的差额计

入当期损益。 

逐笔结转法下，外币资产和负债增加时采用企业选定的市场

汇率折算，外币资产和负债减少时采用账面汇率折算，其中账面

汇率的确定可以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 

P167  例 5-5 

（二）集中结转法 

是指企业对外币业务平时一律按选定的市场汇率记账，平时

不确认汇兑损益，期末（月末、季末、年末）再按市场汇率进行

调整，调整后的期末功能货币余额及原账面功能货币余额的差额

集中计算一笔汇兑损益。 

集中结转法下，不论时外币资产和负债的增加还是减少，一

律采用企业选定的市场汇率折算。 

P170   例 5-6 



二、外汇分账制（P171-174） 

外汇分账制，也称原币记账法，是指在外币交易发生时，直

接用原币记录货币性项目账户，平时不进行折算，也不计算汇兑

损益；如果涉及两种货币的交易，则用“货币兑换”账户作为账

务处理的桥梁，分别及原币的有关账户对转；期末，应将所有外

币的“货币兑换”账户全部按期末市场汇率折算为功能货币金额，

并余功能货币的“货币兑换”账户余额比较，汇总确认汇兑损益。 

外汇分账制适用于经营外汇的金融企业。  

采用外汇分账制，平时对货币性项目账户采用原币记账，对

非货币性项目账户将外币交易额折算为功能货币记账。“货币兑

换”账户是账务处理的桥梁。“货币兑换”账户按货币种类设置

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要点如下： 

（1）发生的外币交易如果同时涉及不同币种的货币性项目，

或者同时涉及货币性项目和非货币性项目，应按原币记入相应的

货币性项目账户和相同币种的“货币兑换”账户； 

（2）同时涉及货币性项目和非货币性项目的，还应按业务发

生当日或当月月初的汇率将对应的非货币性项目折算为功能货

币金额记入相应的账户，并同时记入功能货币的“货币兑换”账

户； 

（3）发生的外币交易如果只涉及相同币种的货币性项目，则

分别记入相应的货币性项目账户，不通过“货币兑换”账户核算； 

（4）期末，企业应将功能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的“货币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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