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论与争鸣

汇兑损益产生差异的因素分析

——以国内某集团公 司为例

陈必磊

一、案例介绍

国内 A 集团公司控股的 B 电力公司投资建造两台发电机

组，采用 C 国供应的设备，C 国为 B 电力公司提供美元政府

贷款，全部专门用于建造发电机组。双方签署的政府贷款协

议约定，自贷款开始后，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将该

季度每个工作日特别提款权的汇率相加，用相加的结果除以

该季度工作日的天数，计算出特别提款权对美元的现行平均

汇率。若该现行平均汇率与上一次调整的基础汇率比较上下

浮动超过 2% ，则政府贷款余额每季度按特别提款权现行平

均汇率变动幅度进行相同方向调整。

而 B 电力公司 2007年对该笔美元政府贷款产生的汇

兑损益的会计处理，却使得甲、乙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了不同的审计意见。负责审计 B 电力公司的甲所认为，B

电力公司 2007 年度发生汇兑损失 551 079 598.07 元，其

中汇兑损失 606 366 150.17元应计入在建工程，汇兑收益

55 286 552.1元则应分别计入当期损益3 340 717.04元和长期

借款 51 945 835.06元。负责审计 A 公司的乙所却认为，A 公

司2007年度发生汇兑损失 857 804 454.70元，其中汇兑损失

726 883 694.05元应计入在建工程，汇兑损失130 920 760.65

元应计入当期损益。

为什么相同的外币贷款产生的汇兑损益，甲所、乙所的

审计结果却相差高达 306 724 856.63元，并导致甲所、乙所

发表不同的审计意见？笔者对产生汇兑损益差异的因素进行

了分析，以找出影响会计判断的主要原因。

二、引起汇兑损益差异的因素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第十八章——借款费用中

规定，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兑差额，是指由于汇率变动对

外币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的记账本位币金额所产生的影响金

额。由于汇率的变化往往和利率的变化相联动，它是企业外

币借款所需承担的风险，因此，因外币借款相关汇率变化所

导致的汇兑差额属于借款费用的有机组成部分。借款费用确

认的基本原则是：企业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

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应当予以资本化，计

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应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

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因此，B 电力公司在发电机组建设期间，因外币贷款根

据特别提款权变动幅度进行余额调整及汇率变化引起的汇

兑损益应予以资本化，计入在建工程。发电机组建成投入商

运后，因外币贷款根据特别提款权变动幅度进行余额调整

及汇率变化引起的汇兑损益则应予以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

但是，笔者分析后发现 B电力公司在以下几方面的会计处理

与准则的规定不同，导致甲所、乙所对汇兑损益的审计结果

产生较大差异：

1.两台发电机组投入商运时点不同

B 电力公司建造的两台发电机组分别于 2007年 5月17日

和2007年 8月16日投入商运。但是，B 电力公司将 2007年 8

月16日统一作为两台发电机组投入商运基准时点，对该时点

之前发生的外币借款本金和利息的汇兑损益全部予以资本

化，计入在建工程。

2.汇兑损益计算时点不同

C 国政府贷款余额每季度按特别提款权牌价变动幅度

进行相同方向调整，贷款余额调整通知单在每季度过后的两

个月内通过航邮寄给中方银行，中方银行确认后以书面形式

通知 B 电力公司，B 电力公司收到通知单后进行会计处理。

由于双方银行确定贷款余额变动情况和单据的途中传递都

需要时间，导致 B 电力公司会计处理的时间比贷款余额发生

变动实际时间滞后 3个月。因此 B 电力公司当年度实际确认

的 C 国政府贷款余额按特别提款权调整期间为上一年度的

第 4季度和当年的前 3个季度，以后每年依此类推，一直采

用该办法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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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未偿还的外币借款产生的汇兑损益没有计入当期

损益

B电力公司外币债务量庞大且主要为长期外债，在汇率

波动较大或汇率持续单向变动时，账面所反映的损益会长期

虚增或虚减，对资产负债结构和经营成果产生较大影响，每

年都会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当汇率持续向上或向下变动

时，要不断调整未实现的汇兑损益，尤其是那些长期性的外

币债务账户，这会使汇兑损益出现大额的收益或损失，从而

造成账面利润虚增或虚减，直接影响公司的利润分配，即利

润虚增时会超额分配利润，利润虚减时会影响公司的盈利能

力、信用度。

B电力公司认为，当期汇兑损益的确认，应以实现为标

准。即实际的外币买入卖出已经发生，外币性的债权、债务

在本期已经结算，以此作为确认汇兑损益的依据，未实现的

汇兑损益要递延到以后会计期间，当实际业务发生或已经结

算完成后，才能作为已实现汇兑损益，计入该期间的损益表。

由此，B电力公司将汇兑损益分为已实现汇兑损益和未实现

汇兑损益。已实现汇兑损益是指通过开展或终止外币业务，

正式得以实现的汇兑损益。这种损益一般不会再随汇率的

变化而变化，是已定的收益或损失。未实现汇兑损益是指外

币核算账户余额未发生变动，当汇率发生变化时产生汇兑损

益，由于没有开展或终止外币业务，该外币核算账户一直没

有实现的汇兑损益。如果汇率发生新的变化，这部分汇兑损

益还会随之变化，因此，对此类汇兑损益不应当计入当期损

益。

因此，B电力公司将长期外币债务汇兑损益记入“未实现

汇兑损益”，其余外币账户发生的汇兑损益则记入“已实现汇

兑损益”，“已实现汇兑损益”于期末计入当期损益，而“未实

现汇兑损益”则不计入当期损益。

三、因素分析及正确的会计处理

1.两台发电机组投入商运时点不同，期间产生的汇兑损

益应费用化还是资本化？

甲所认同 B 电力公司将 2007年 8月16日统一作为两台

发电机组投入商运基准时点，对该时点之前发生的外币借

款本金和利息汇兑损益全部予以资本化，计入在建工程。乙

所则认为：2007年 5月17日至 2007年 8月16日期间发生的

外币借款汇兑损益应当在两台机组之间进行划分，属于第

一台机组的汇兑损益应予以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属于

第二台机组的汇兑损益应予以资本化，计入在建工程。2007

年 8月16日之后发生的汇兑损益应予以费用化，全部计入当

期损益。2007 年 5月17日至 2008 年 8月16日期间发生的汇

兑损益按照 1号机组和 2号机组造价占总造价的 63.6% 和

36.4% 的比例进行分摊。由此将原计入在建工程的汇兑收

益 120 517 543.88元调至当期损益。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第十八章——借款费

用的规定，“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时，借款费用应当停止资本化。如果

所购建或者生产的资产分别建造、分别完工的，企业应当区

别情况界定借款费用停止资本化的时点。所购建或者生产的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各部分分别完工，且每部分在其他

部分继续建造或者生产过程中可供使用或者可对外销售，且

为使该部分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

建或者生产活动实质上已经完成的，应当停止与该部分资产

相关的借款费用的资本化，因为该部分资产已经达到了预定

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B 电力公司建造的1# 和 2# 发电

机组在投入商运后，各自均实现正常运转、并网发电，符合

准则所规定的达到可使用状态，因此笔者认为 B电力公司的

会计处理不符合准则规定，乙所的审计意见是合理的。

B电力公司2007年度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长期借款  120 517 543.88

贷：在建工程  120 517 543.88

应作出如下调整分录：

借：在建工程  120 517 543.88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20 517 543.88

2.汇兑损益计算时点不同，应执行一贯性原则还是作为

当期事项予以调整？

B 电力公司认为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

的“一贯性原则”，该公司从成立至今一直沿用这种汇兑损

益核算周期，2007年度确认汇兑损益仍可以继续使用。甲

所认为 B 电力公司的方法可行。乙所则认为 B电力公司投资

建造的两台发电机组于 2007 年投入商运，当年产生经济效

益，部分汇兑损益需费用化，若不能按照实际发生期间的汇

兑损益进行核算，将会产生巨额的会计差错。因此按照《 企

业会计准则》中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2007年 4季度虽

然贷款余额调整通知单滞后 3个月，但是仍属于 2007年度

的经济业务，应于当年进行会计处理。笔者认为，B电力公

司的会计处理不正确，乙所的审计意见是合理的。2007 年

4季度，根据 C 国贷款余额调整通知单显示，当期发生汇兑

损失为 306 724 856.63元。

应作出如下调整分录：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306 724 856.63

贷：长期借款  306 724 856.63

3.未偿还的外币借款所产生的汇兑损益，是否应确认为

当期损益？

《 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规定，“企业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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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负债表日，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对外币货币性项目和外币非

货币性项目进行处理：（一）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

表日即期汇率折算。因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与初始确认时

或者前一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不同而产生的汇兑差额，计

入当期损益”。

B电力公司认为本公司的外币贷款余额较多，若是将全部

外币贷款余额产生的应予以费用化汇兑损益都进行确认，会

对资产负债结构和经营成果产生较大影响，每年会发生较大

幅度的波动，因此，B电力公司将当年偿还的外币贷款发生的

应予以费用化汇兑损益确认当期损益，没有偿还的外币贷款

产生的应予以费用化汇兑损益仅仅对“长期借款”作明细科目

分类调整。甲所认同 B电力公司的上述会计处理。乙所则认为

应当将当期发生的应予费用化汇兑损益 51 945 835.06元计入

当期损益，无论其是否予以偿还。笔者认为，B电力公司的会

计处理不正确，乙所的审计意见是合理的。

B 电力公司2007年度的会计处理为：

借：长期借款——汇兑损益  51 945 835.06

贷：长期借款——未实现汇兑损益  51 945 835.06

应作出如下调整分录：

借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 51 945 835.06

贷：长期借款——未实现汇兑损益  - 51 945 835.06

综上所述，当期实际发生汇兑损失= 551 079 598.07 +
306 724 856.63 = 857，804，454.70（元）。

其中：汇兑损益调整对当期利润的影响数=- 306 724 856.63

+ 120 517 543.88+ 51 945 835.06 = - 134 261 477.69（元），

即 2007 年度少计汇兑损失 134 261 477.69 元，多计利润

134 261 477.69 元。

2007 年度实际应当确认汇兑损失= 134 261 477.69 -
3 340 717.04 = 130 920 760.65（元）。

2 0 07 年度汇兑损益调 整对在建工程的影响数 为

1 20 517 543.88元，即多计汇兑收益 120 517 543.88元。

2007年度汇兑损益调整对长期借款应当确认的影响数

为 306 724 856.63 - 51 945 835.06 = 254 779 021.57（元），

即少计汇兑损失254 779 021.57元。
（作者单位 ：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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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计准则规范下的
贷款会计核算浅议

郑 元

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正处于业务转型的过程中，存贷款

息差收益仍然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且贷款余额占

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重较高，普遍超过50% 。《 企业会计准则

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下简称 C A S22）将贷款

及应收款项单独列为金融资产的一个分类，对贷款核算方法

的要求与之前规定相比具有实质性变化。因此，认真分析新旧

会计准则对银行贷款的影响以及探讨与之相关的会计核算方

法对于商业银行实施新企业会计准则具有重大意义。

一、 新旧会计准则对银行贷款核算的差异分析

与《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与《 金融企业财务规则》等文件

相比，C A S22明确地将银行贷款与应收款项划分为金融资产

的一个分类，并规定对贷款的核算应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

余成本计量，构成了新企业会计准则对贷款核算的实质性变

化。具体而言，C A S22对交易费用的规范极大影响了实际利

率的计算。准则对直接费用的定义主要是从支出的角度，而

在银行贷款实务中，向客户收取与贷款项目相关费用是行业

的惯例，诸如取消额度费、代理费、审核费、手续费等，可以

理解为直接费用的相反，即直接收入，按 C A S22对贷款费用

的确认原则，这部分费用也应该纳入贷款的实际利率计算过

程中，作为利息收入在贷款存续期内摊销确认，不再作为中

间业务收入确认。但由于之前监管机构相关规范性文件对与

贷款相关的手续费收入及支出没有明确定义，因此不少商业

银行目前的通行做法将这部分手续费收入及支出按照收付

实现制原则确认为中间业务收入支出处理。所以，实施新会

计准则，各商业银行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识别这些与贷款

相关的手续费收入及支出项目，如何将这些与贷款直接相关

的费用纳入到实际利率的计算过程中，如何在贷款核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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