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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不同的国家进行

各种收支结算及债权债务的清偿，考核涉 外项目的经

济效益、计算经营成果等，进行会计处理时，都要涉

及两种以上的货币。复币记帐，就是同时用两种货币

单位来记载同一经济活动的帐户登 记方法。这种记帐

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需要确定记帐本币和辅币。记帐本币，即

记帐的基本货币种类。记帐辅币，即与本币相对应的

在经济活动中直接涉及的另一种记帐货币。帐户中的

“本币”与 “辅币”之间，以 汇率为媒介，建立一种

折算关系。不同的会计单位应根据经济活动涉及到的

币种情况，确定自己的记帐本币 和辅币。但是为了便

于比较和平衡，会计汇总单位和基本核算单位之间在

确定各自的 “本币”与 “辅币”时，要考虑到它们之

间的有机联系。如：某从事外经工作的企业，国内汇

总单位与直 接标价法一致，应 当 以人 民币为记帐本

币，以一种可兑换外币 为 记帐辅币。而他的国外核算

单位，则应以国内汇总单位确定的辅币为记帐本币，

以所在国当地币作为记帐辅币。国内汇总单位与国外

核算单位之间就建立了这样一种联系：

国内的合资企业，按会计制度规定，经合资各方

商定，可采用人民币为记帐本币，也可采 用某种外币为

记帐本币。但最终 还要折合成人民币编制会计报表。

（二）需要确定记帐汇率调整期和牌价。记帐汇

率调整的时间和采用的牌价，根据经济活动的内容和

会计制度的要求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原则是：

1.固定牌价，汇率不进行调整。如：合资企业中

的 “实收资本”，以收到投资当天的外汇牌价记帐。

不论以后汇率如何变化，“实收资本”的记帐本币不

进行调整；在经济合同中明确“保值”内容的经济活

动，也应按合同确定的牌价入帐，不管以后汇率变化

对合同那一方有利，记帐本币均不再进行调整。

2.按历史汇率记帐。如：固定资产在使用期内，

摊入成本的折旧费用本币数额，应 按固定资产购置时

的汇率和折旧提取办法逐笔记帐；库存的材料等在出

库使用时，本币数额也应当根据每 批材料购置当时的

汇率，或采用实际成本的方法记帐，或采用先计划成

本再分摊材料成本差异的方法记帐。本币帐按购置时

的历史汇率登记，而不是按使用时的汇率登记，可以

防止由于汇率变化造成的企业虚假成本或盈利，有利

于考核企业的真实成本和经营情况。

3.定期调整记帐汇率。如：银行存款和各种往来

等，属于现金或将 变 为 现 金的货币类科目。从理论

上，它们可以随时成为辅币币种现金，并可以随时按

最新的汇率兑换成一定数额 的 本 币现金。对这类科

目，本着及时、真实的原则，复币记 帐应随着本币和

辅币之间的汇率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本币数额。一般以

一个月调整一次记帐汇率为宜。月初，以 上月最后一

天或本月最初一天的银行牌价为本月记帐汇率，月终

按此汇率结帐，下月初再按新汇率调整入帐。复币记

帐的汇率可在银行公布的中间牌价或买 入牌价中任选

一种。但不管采用哪种牌价，一经选定使用，就不要

再随意改变。

发生辅币币 种银行存款的收支或往来结算的增减

变动时，按照会计制变的规定，实际 汇率与记帐汇率

所产生的本币差额，在“汇兑损益”科目中反映。定

期调整记帐汇率，能够使一些科目的 “辅币”和 “本

币”之间的折算关系更接近真实。同时，由于记帐汇

率变化，也会出现一个辅币余 额 产 生两个 本币余额

数.对这种情况，可以 设置一个 “货币折算差额”科

目来调整反映两个本币的差额。调整方法如下。先计

算出本币调整差：

然后进行帐务处理。汇率上 升时，借方余额帐户

借记有关科目（本币），贷 记 “货币 折算差 额”科

目；贷方余额帐户借记 “货币 折算差额”科目，贷记

有关科目（本币）。汇率下降时，借方余额帐户借记

“货币折算差额”科目，贷记有关科目（本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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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余额帐户借记有关科目（本币），贷记 “货币折算

差额”科目。

（三）设置与之相 适 应 的 帐户形 式和 记 帐 程

序。复币帐户同一般帐户基本结构相似。复币帐户只

是把借、贷、余三栏各再划分为 “本币”和“辅币”

两栏，再加一栏 “汇率”。如图

复币记帐有两种形式。1.单列式。涉及辅币的帐

户和只涉及本币的帐户分开各自单 独设置。涉及辅币

币种的经济活动使用复币的方法 记帐。只涉及本币币

种的经济活动仍使用一般的记帐方法。会 计结算期终

了，将两本帐的余额合并汇总。2.综 合式。涉及本币

币种和辅币币种的 经 济 活 动都 在同一帐户中记载反

映。涉及辅币币种的经济活动，在帐户“辅币”栏中

登记实际发生数，同时再按本期确定的 记帐汇率折算

成本币，记在同行“本币”栏中。只涉及本币币种的

经济活动，在帐户 “本币”栏中登 记，同行 “辅币”

栏是空白。这样按经 济 活 动 发生的顺序依次登帐结

果， “辅币”栏中会出现空行、隔页等现象，而“本

币”栏则符合记帐要求，不会出现空行、隔页。综合

式复币记帐的主要程序是：

（ 1）确定本期记帐汇率。

（ 2）根据上期期末辅币余额和本期，上期汇率

差计算出期初本币应调整的折算差额。

（ 3）通过 “货币折算差额”科目，调整本币折

算差额。

（ 4 ）直接发生辅币币种的经济活 动时，按实际

发生的辅币数记入 “辅币”栏；同时，按本期记帐汇

率折算成本币，记入同方向同行“本币”栏；按记帐

数字分别结出 “辅币”和 “本币”余额。

（ 5）发生只涉及本币的经济活动时，按实际发

生数直接记入 “本币”栏，同时结出“本币”余额。

（ 6）发生涉及第三种货币的经 济活动时，按第

三种货币与辅币之间的折算 汇率将第三种货币折算成

辅币；记帐时，在摘要栏内注明第三种货币实际发生

数和折算成辅币的 汇 率；将 第 三 种货币折算成辅币

后，按照直接发生辅币币种经济活动的程序 记帐。
（ 7）月终，分别结出 “辅币”、“本币”的本

月发生额和月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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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 是由 于职业的缘

故，还是因为 工 作 的 原

因，我常常 面对静卧案头

的算盘陷入沉思。

按说，已是进入使 用

计算机的年代，可人们却

还在真挚地喜爱着算盘！

我也爱算 盘，更 喜 爱 算

珠，好 象别有一番情趣，

却又 难以 淋漓道出。

瞧那坚固的或胶或木

的边框，一面一根，围成

严 实的四 框，中梁一隔，

上天下地，自成 系统。玲

珑 剔透的算珠，整天秩序

井然地生活在这框定的世

界里，却没有 丝毫的约束

感、寂寞感，它是那样的

悠哉游哉，神情自若地沉

浸在自由 自在的天地里；

而 又总是那样队列整齐，

默默无闻 地坚守在自己的 岗位上，整装待命。

一旦 动作起来，纪律 是那样的 严明，拨上珠，下

珠从不擅自行动；推下珠，上珠绝不自离职守；该上

的才上，当下的 就下，听凭 调遣；既 能上，也能下，

毫无 怨言；上上下下，习 以 为常，从不大惊小 怪。动

左邻，右舍不与 攀比；移右舍，左邻 更不忌妒。从右

到左，等级 虽严，却 似 兄 弟 相 处，看上去，一样的面

孔，清一色的 服式，外表上根本分不 出谁 大谁小。从

左到右，高低有序，互尊 互重，没有位左 不屑一顾 位

右的，更无位右小 视 位左的。总是，临上位 不以 自贵

而盛气凌人；居下位不以 已贱而 屈膝卑躬；占中部，

勤勤 恳恳，任 劳任 怨，乐 于 奉献；身当 首档，不恃位

尊，作为 右界，甘 居 起位，和 衷 共 济，协调 动作，

“ 噼哩——啪啦——” 奏响一曲曲 数字的凯歌，演示

出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

但是，可如 讥者云： “只守陈规 ，但无创新” 么？

否。随着各流派珠算新法则的 涌现，狮子滚 绣球、凤

凰双展翅等古典花样早已翻新，珠算与 计算器的日益

结合，相得 益彰，活跃 异常，是亿 是兆，手到擒拿，

为厘 为毫，不弃微 末，总是扎实地在框定 的世界里辛

勤的翻 飞，勇敢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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