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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也不是资产的现行市价，而仅仅是历史成本和现行汇率

两个互不相关的数字的乘积，经济意义不大，将这些折算结

果编制在合并报表中提供给报表使用者更是对其帮助不大。

（四）评价四：现行汇率法运算简便

笔者认为，现行汇率法运算的确较为简单，但是，不能

因此而片面地夸大时态法的难度。事实上，在时态法下，以本

国货币表述的某项资产的历史成本一旦确定，在以后各期的

资产负债表中的数值都不需要变更，而在现行汇率法下，这

个数值会因期末汇率的不同而每期变动。再者，运算简便不

能成为在选择会计方法时令人信服的理由，尤其当所涉及的

资产价值可能出现巨大差异时。

四、我国外币报表折算的现实选择

笔者认为，时态法更适合我国的经济环境，应是我国外

币报表折算的最佳方法，理由如下：

（一）时态法与我国合并报表的编制目的一致

我国合并会计报表主要采纳了母公司观点，且我国采用

的是历史成本计量模式。现行汇率法以现行期末汇率为外币

报表的折算汇率，假设子公司的所有资产、负债项目都要承

受汇率变动的影响，以揭示子公司报表中的母公司权益为目

的而忽略计量属性，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也与我国合并报表

的编制目的相违背。时态法以报表项目的计量属性为外币报

表折算的依据，根据母公司的报告观念对报表项目进行重新

计量，这既符合历史成本会计计量模式，也与我国合并报表

的编制目的一致。

（二）时态法对折算损益的处理不会引起不良后果

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人民币只限于经济性

项目的自由兑换，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中有升、升幅不大。

我国跨国公司采用时态法对海外子公司进行外币报表的折

算非但不会发生巨额的折算损失，反而会有笔小额折算利

得，并且也不会造成跨国公司的报告损益与其真实经营成果

严重背离的现象。此外，我国跨国公司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

上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且企业集团中海外子公司在其

整个集团中所占比重都不大，海外子公司的活动也多属母公

司业务拓展，因此将折算损益记入合并损益不会影响母公司

市价。

（三）时态法是与世界接轨的最好选择

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的规定，

我国对外币报表折算采用现行汇率法，笔者认为也许并不

是与国际接轨的最好路径。虽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

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制订有关外币报表折算准则时都

采用了与美国类似的做法，但这并不是基于理论的内在一致

性，也非基于科学研究，而是受美国第52号财务会计准则公

告的影响。实际上，美国第52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在解决问

题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而且，美国财务会计准则

委员会于1981年发布的第52号财务会计准则《外币折算》和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于1983年发布的第21号国际会计准则

《外汇汇率变动影响的会计处理》（1993年修改更名为《外汇

汇率变动的影响》）中，都从适用性的角度出发，同时推荐了

时态法和现行汇率法，因此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选择应更多

地考虑我国的会计环境，例如会计环境与我国更为相似的德

国就主要采用时态法进行外币报表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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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讯

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贯彻实施会议在京举行

2011年1月12日，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贯彻实施会议在北京举行，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军强调，通

用分类标准的发布实施，对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构建协调统一的会计体系、促进会计工作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通用分类标准的实施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技术性强，影响面广，实施难度大。首批实施单位要充分认识这项

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统筹做好各项工作，着重处理好通用分类标准实施与企业年报编制及审计的关系、通用分类标准实施与

信息披露相关法律责任的关系、通用分类标准实施与交易所现有报送系统的关系、通用分类标准实施与内控实施的关系、通用分

类标准实施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确保通用分类标准首批实施成功。相关监管部门、各地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和监督检查机

构、研究开发XBRL技术的软件厂商和科研单位等有关方面要切实做好各项配套工作。

会议由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杨敏主持，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会计信息化委员会副主席单位、中

央相关部门和地方财政厅（局）会计管理机构、通用分类标准首批实施单位的2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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