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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会计中“结算差异”的

会计核算与 监督

王俊霞

一、“结算差异”反映的对象

期货会计作为会计系统的一个分支服务于期货交易的

各个主体，如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以下简称期货公

司）和期货投资者等。“结算差异”业务的核算只是在期货公

司及下属营业部的会计核算中存在，反映期货公司“应收保

证金”和“应付保证金”账户之间的差额。这两个账户的设置

源于期货公司的特定作用。因为依照我国有关政策规定，期

货公司不得进行期货的自营业务，但期货公司是期货交易

所的会员，可以入场交易，而大部分期货投机交易和套期保

值的主体由于不是期货交易所的会员而不能入场交易。因

此，期货公司架起了连接期货交易所和期货交易者的桥梁，

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中介机构。期货公司接受客户的委托，履

行必要的手续后就可代理客户进行期货交易。客户在进行

期货交易之前要向所开户的期货公司交存一定数额的保证

金，客户一旦交易，保证金便分为交易保证金和结算保证

金，结算保证金是未被占用的保证金，客户有权取走。客户

向期货公司存入或取出保证金，期货公司通过 “应付保证

金”账户反映，并按客户设置明细账。客户存入保证金的会

计分录为：借记“银行存款”；贷记“应付保证金——客户”。
客户取出保证金时作相反分录。

应付保证金账户的性质属于负债类，账户的贷方记录

客户交存的初始保证金及其追加额，以及获得的净利润，其

所有权属于客户。当发生划扣客户的手续费、交易亏损及客

户提走保证金等业务时，记入账户借方。该账户反映期货公

司与客户真实的资金运动和债权债务关系，客户交存的保

证金由期货公司存入专用保证金账户，以备随时向期货交

易所进行支付，期货公司不能挪为他用。

期货公司向期货交易所划出或转回保证金，通过“应收

保证金”账户核算。划出保证金的会计分录为：借记“应收保

证金——×交易所”；贷记“银行存款”。期货交易所清退保证

金（保证金划回）时作相反分录。

显然客户存入的保证金由于期货公司的传递，存在两

种反映：上对期货交易所通过“应收保证金”账户反映；下对

客户通过“应付保证金”账户反映。由于期货公司对期货交

易所及对客户的结算顺序和结算方法不同，这两个账户之

间常存在一定差额，在会计实务中可通过“结算差异”核算。

二、“结算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分析

“结算差异”在期货公司会计核算中客观存在，产生的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期货交易所和期货公司因期货合约的平仓顺序和部

位不同引起的差异

期货交易所对同一种期货合约的平仓按序时顺序进行

（即先建仓的先平仓，后建仓的后平仓），而期货公司是根据

客户指定的交易部位平仓。当客户将后交易部位先平仓时，

二者计算的平仓盈亏额将会产生差异。
例1：某期货公司的客户刘某6月10日交纳保证金10万

元。6月11日刘某以 16 500元/吨的价格买入10手8月上海期

铜合约，6月16日又以16 550元/吨的价格买入10手相同的

期铜合约（每手5吨，保证金比率为6%）。7月1日刘某发出指

令，平掉6月16日买入的10手期铜合约，平仓价格为16 600

元/吨。假设交易成功。（为简化计算暂不考虑浮动盈亏和手

续费）

期货交易所计算的平仓盈亏=（16 600-16 500）×10×5=

5 000（元），即平仓盈利5 000元。

期货公司计算的平仓盈亏=（16 600-16 550）×10×5=

2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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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期货交易所按建仓的序时顺序平仓，而期货公司

按客户指定部位平仓，故平仓盈亏额相差2 500元。

平仓盈利增加了客户刘某的保证金，期货公司的调整

分录为：

借：应收保证金——×期货交易所  5 000

贷：应付保证金——刘某  2 500

结算差异  2 500

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结算差异也可能在借方。
2、持仓合约价格的计算方法不同

持仓合约是客户持有的尚未平仓的期货合约，持仓合

约的价格有两种计算方法，一是“建仓价格”，二是“结算价

格”。“结算价格”由期货交易所每日收盘后公布，是按当日

成交价和成交量计算的加权平均价。
例2：某客户买入10手大豆期货合约，开仓价1 300元/

吨（每手10吨，保证金比例5% ），该期货合约开仓价格为

130 000元（1 300×10×10=130 000），占用的保证金为6 500元

（130 000×5% =6 500）。假设当日终了上述合约的结算价格为

1 250元/吨，则该期货合约的结算价为125 000元（1 250×

10×10），占用的保证金为6 250元。
显然，期货合约按结算价计价，价格减少5 000元，当天

亏损5 000元，由于这是虚拟的未实现的盈亏故称之为“浮

动盈亏”，占用的保证金下降250元，当天结算保证金余额减

少了4 750元（5 000-250）。
由此看出，持仓合约是按当日结算价还是按建仓价计

价，不仅涉及持仓合约价格的差异，还涉及当日保证金的余

额及交易者的盈亏计算差异。这两种计价方法的根本区别

在于对“浮动盈亏”的反映与否。

我国期货交易所对会员的结算，按当日期货合约结算

价计算期货合约的持仓价值，将未实现的浮动损益与实现

的平仓损益一并计算，实行每日无负债结算（即逐日盯市）制

度。若会员划入的保证金低于期货交易所限定的结算保证

金的限额，则要求会员在下一个交易日开始前的30分钟补

足保证金。而期货公司对期货合约盈亏的会计核算则有些

滞后，平时期货公司对“应收保证金”和“应付保证金”按实

际增减金额入账，期末根据结算部门向财会部门提供的结

算单据，调整“应收保证金”的平仓盈亏和浮动盈亏，而对

“应付保证金”只调整平仓盈亏，其差额即“浮动盈亏”计入

“结算差异”。下面以一个客户举例说明有关客户建仓、平仓

和盈余的核算。
例3：客户李某存入某期货公司保证金10万元，2003年4

月29日李某买入代码位A0411的大豆期货合约10手，买入

价1 350元/吨，4月30日卖出5手A0411期货合约，卖出价为

1 400元/吨。假设4月29日和4月30日该期货合约的结算价

分别为1 350元/吨和1 450元/吨，保证金比例为5% ，不考虑

手续费。该期货公司的会计核算如下：

4月29日，李某建仓，会计上不做核算。但结算部门要掌

握按当日结算价计算的李某保证金的占用金额（即交易保

证金）和可动用的保证金数额（即结算保证金）。期货合约占

用保证金数额=1 350×10×10×5% =6 750（元），由于当日结算

价等于买入价故“浮动盈亏”为零。可动用的保证金数额

=100 000-6 750=93 250（元）。
4月30日，李某平仓盈利=（1 400-1 350）×10×5=2 500

（元）；浮动盈余=（1 450-1 350）×10×5=5 000（元）；占用保证金

数额=1 450×10×5×5% =3 625（元）。可动用的保证金数额

=93 250+6 750-3 625+2 500+5 000=103 875（元）

调整平仓盈利的分录为：

借：应收保证金——某期货交易所  2 500

贷：应付保证金——李某  2 500

调整浮动盈利的分录为：

借：应收保证金——某期货交易所  5 000

贷：结算差异  5 000

若计算出的盈余为负数即亏损，则做与上述相反的分

录。

由此可见，经过调整后的“应收保证金”账户包含平仓

盈余和浮动盈余两部分，而“应付保证金”只含平仓盈亏，不

包括浮动盈亏，其差额计入“结算差异”。

三、对“结算差异”的会计监督

期货公司采用上述核算方法较为常见，也符合我国现

行的会计计价原则，但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及时性还不

尽吻合，主要是对浮动盈亏尚不能做到及时性反映。因为这

种虚拟的损益很可能变成真正的债权债务，是期货公司风

险控制的重点内容。期货公司及时取得每个客户的保证金

余额（包括浮动盈亏与平仓盈亏在内），不是从财会部门而是

从结算部门取得的。如何避免会计信息的相对滞后，发挥会

计对结算差异的监督显得尤为重要。

对此，笔者认为，如果期货公司平时对客户的“浮动盈

亏”进行及时调整与反映，一般也就不会产生结算差异，但

问题是将未实现的期货合约损益提前计入，会引起企业客

户的利润虚增和虚减，与现行会计制度不符。目前可用一种

折衷的方法，即采用编表补充法。会计人员可每日根据结算

部门提供的以结算价计算的客户保证金余额，编制“保证金

余额表”，适时了解客户保证金的状况，弥合“结算差异”的

缺口，以起到会计的监督作用。再者，如果会计核算存在“结

算差异”，财会人员应对其真实性进行定期检查、核实，以便

及时发现客户交存的保证金有无异常变化，加强期货公司

的风险控制。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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