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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境外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时的信息可比性思考

【作  者】
 

祝利芳
 

【作者单位】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管理系 河南巩义 451200）
 

【摘  要】
 

      【摘要】当母公司存在境外经营子公司时，同一笔涉及外币项目的业务发生会在

母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与境外经营子公司经折算后的个别财务报表中产生不同的列示

结果。这些差异是否会影响母子公司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本文运用“连环替代法”、“定

性分析法”对这些差异进行分析，并针对其中会导致会计信息不可比的差异提出改进

建议。
 

【关键词】母公司   子公司   境外经营   合并财务报表   可比性

一、引言
 

母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为实现合并抵销前的数据基础可比性，应当统一子公司

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期间，使子公司的会计政策与母公司的保持一致。然而，当

母公司有涉及外币项目的业务发生时，即使对境外经营子公司做了会计政策与会计期

间的调整，因汇率波动对母子公司的影响不同，也仍然会与母公司同类项目的会计信

息出现差异。
 

在母公司拥有境外经营子公司的情况下，编制合并财务报表之前，需对纳入合并范围

的境外经营子公司以外币表示的财务报表折算为以母公司记账本位币表示的财务报

表。针对外币报表折算方法国际上流行的主要有四种，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要

求，各国可从时态法和现行汇率法两种方法中选择一种应用。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采用的方法实质上是现行汇率法。折算汇率选择如下：资产负债

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

分配利润”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

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也可以采用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的近似汇率折算。
 

与此同时，当母公司有外币业务发生时，在资产负债表日，外币项目期末余额亦要采

用一定的方法及汇率来进行折算。准则将其区分为外币货币性项目和外币非货币性项

目来进行期末调整。外币货币性项目在母公司和境外经营子公司中无论核算方法及折

算汇率选择都是一致的，它们的不同仅在于当汇率波动时，母公司一方会确认“财务

费用——汇兑损益”，而子公司一方不会。而外币非货币性项目的发生，则会导致母

子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同一项目的列示存在差异。本文针对此，分四种不一致的情况

加以分析，得出其是否影响母子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的结论，并针对会影响会计信息

可比性的差异提出改进建议。
 

二、母公司与境外经营子公司因外币业务折算而产生的差异
 

为清晰地分析两者产生差异的原因，本文将假设母公司和境外经营子公司在相同的时

间发生同类涉及外币项目的经济业务，以案例形式进行分析。
 

第一种差异：公司与境外经营子公司因外币货币性项目产生的差异。在母公司的个别

财务报表中，根据外币货币性账户期末外币余额，按照期末即期汇率折算为记账本位

币，与原记账本位币之间的差额计入“财务费用——汇兑损益”。母公司在对境外经营

子公司进行外币报表折算时，子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的外币货币性项目按照资产负债

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为母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不涉及“财务费用”。
 

例1：A公司为中国境内母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B公司为A公司设在美国的

子公司，其记账本位币为美元。假设它们同时发生如下业务：2012年12月11日向美

国某企业赊购产品一批，货款$1 000，购入当天的即期汇率为$1=￥6.8。2012年12

月31日货款仍未收到，当天的即期汇率为$1=￥7.0，不考虑增值税。
 

（1）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的相关会计处理：2012年12月11日，母公司应付账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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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境外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时的信息可比性思考 入账金额=$1 000×6.8=6 800（元）。2012年12月31日，因汇率波动，使得“应付账

款”的记账本位币金额为7 000元（$1 000×7.0），同时确认“财务费用——汇兑损

益”200元。
 

 （2）境外经营子公司外币报表折算时的相关处理：子公司折算前应付账款入账金额

为$1 000，进行外币报表折算后，在其个别资产负债表中“应付账款”金额为7 000元

（$1 000×7.0）。
 

应付账款项目母公司和子公司列示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子公司未确认“财务费用”项

目。
 

第二种差异：母公司与境外经营子公司中以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的外币非货币

性项目期末调整的方法不同产生的差异。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的“以成本与可变现

净值孰低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资产（即存货）”在期末时，如果其可变现净值以外币

确定，则在确定存货的期末价值时，应先确定以外币表示的可变现净值，再以即期汇

率折算为记账本位币，之后再与其成本进行比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这一方法将存

货项目在国外市场上的减值损失与汇率的增减变动融合在一起，所以与纯粹的子公司

财务报表折算产生差异。
 

母公司在对境外经营子公司进行报表折算时，子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中是先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之后再对“存货”项目余额以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而对利润表的“资

产减值损失”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或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的近似汇率折

算。这种方法将不会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
 

例2：A公司为中国境内母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B公司为A公司设在美国的

子公司，其记账本位币为美元。假设它们同时发生如下业务：2012年8月31日于美国

购入一批存货，该批存货的成本为$1 000，购入当天的即期汇率为$1=￥6.8，该批

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仅能在美国市场取得。2012年12月31日该批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变

为$950，当天的即期汇率为$1=￥7.0。
 

（1）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的相关会计处理：存货初始入账成本=$1 000×6.8=6

800（元），期末可变现净值=$950×7.0=6 650（元），在美国存货市场上，该存货

发生减值，母公司存货以人民币计价的期末成本变为可变现净值6 650元。确认“资产

减值损失”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为150元（6 800-6 650）。2012年12月31日

该批存货在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列示的金额为6 650元。在利润表中列示

的“资产减值损失”项目的金额为150元。
 

（2）境外经营子公司外币报表折算时的相关处理：子公司存货的成本为$1 000，

2012年12月31日可变现净值为$950，所以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50，确认“资产减

值损失”$50，在其个别财务报表中“存货”项目的金额为$950。对子公司个别资产负债

表进行外币报表折算后，以母公司记账本位币反映的子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上列示

的“存货”项目的金额为6 650元（$950×7.0）。在折算后的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

失”项目列示的金额为350元（$50×7.0）。
 

从例题中看出，虽然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两者金额相同，但在利润表中“资产减值

损失”项目两者不同，相差200元（350-150）。
 

第三种差异：母公司与境外经营子公司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期末调

整的方法不同产生的差异。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

项目，如交易性金融资产，如果其期末的公允价值以外币反映，则应先确定期末的外

币公允价值，再以即期汇率折算为记账本位币，之后再与账面价值进行比较，确认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这一做法亦将该类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与汇率的增减变动融合在一

起，所以也将与子公司财务报表折算产生差异。
 

母公司在对境外经营子公司进行报表折算时，子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中是先以外币计

算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后再对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非货币性项目余额以资产负债表日

即期汇率折算，而对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或

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的近似汇率折算。这种方法将不会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
 

例3：A公司为中国境内母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B公司为A公司设在美国的

子公司，其记账本位币为美元。假设它们同时发生如下业务：2012年12月1日购入美

国X公司股票1 000股，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入账，股票的每股售价$8，当天即期汇

率为$1=￥6.8。2012年12月31日该股票每股公允价值上升为$9，当天即期汇率为

$1=￥7.0。
 

针对这两种情况，母公司的期末调整和子公司的财务报表折算情况如下：
 

（1）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的相关会计处理：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入账成本

=6.8×$8×1 000=54 400（元）。2012年12月31日的期末账面价值=7.0×$9×1

000=63 000（元），应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63 000-54 400=8 600（元）。
 

（2）境外经营子公司外币报表折算时的相关处理：在子公司折算前的个别财务报表

中，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入账成本=$8×1 000=$8 000。2012年12月31日的期末账面

价值=$9×1 000=$9 000，在利润表中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9 000-$8 000=$1

000。在对子公司个别财务报表折算后，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9

000×7.0=63 000（元），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金额=$1 000×7.0=7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detail-JNINPQRML4.shtml


000（元）。
 

从以上计算看出，在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的金额与境外经营子

公司中折算后的资产负债表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的金额相同。而两者利润表中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金额不同，相差1 600元（8 600-7 000）。
 

第四种差异：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期末调整与

境外经营财务报表折算汇率的选择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母公司财务报表中存在的诸如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外币非货币性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仍采用交

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即历史成本）折算，不改变其记账本位币的金额。而母公司在

对境外经营子公司的外币报表折算时，针对所有资产（包括以历史成本计量的资产）

和负债都是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的，从而产生了差异。
 

例4：A公司为中国境内母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B公司为A公司设在美国的

子公司，其记账本位币为美元。假设它们同时发生如下业务：2011年12月31日于美

国购入一项管理用固定资产，该固定资产的购置成本为$100 0000，购入当天的即期

汇率为$1=￥6.8。该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为10年，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预计净残值为0。2012年12月31日的即期汇率为$1=￥7.0。
 

（1）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的相关会计处理：在母公司个别资产负债报表中，该固

定资产的入账价值=$1 000 000×6.8=6 800 000（元），2012年计提折旧=6 800

000÷10=680 000（元），计入“管理费用”的金额为680 000元。2012年12月31日，

该项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6 800 000-680 000=6 120 000（元）。
 

 （2）境外经营子公司外币报表折算时的相关处理：境外经营子公司折算前的报表

中，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为$1 000 000，2012年计提折旧=$1 000 000÷10=$100

000，计入“管理费用”的金额为$100000。
 

2012年12月31日，该项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1 000 000-$100 000=$900 000。
 

2012年12月31日，母公司对其进行财务报表折算后，“固定资产”项目的账面价值

=$900 000×7.0=6 300 000（元），“管理费用”项目的金额=$100 000×7.0=700

000（元）。
 

从以上计算看出，在2012年12月31日母公司和境外经营子公司在折算后的资产负债

表中的“固定资产”项目与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的金额都是不同的，同一项资产在

两者的报表中确有较大的差异。
 

三、四种差异的性质分析
 

上文提到的四种差异并不都会影响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本部分仍以前述例题为基础来

对四种差异进行定性分析。
 

1. 第一种差异，不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如表1所示，例1中两者差异的原因是：母

公司所处地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当出现以外币结算的货币性项目时，会受到汇率

波动的影响，所以应付账款账面价值的增加是由汇率上升带来的损失，会增加未来偿

付的记账本位币金额，应计入“财务费用”。子公司的应付账款未来仍以美元结算，不

需偿付人民币，故其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该差异是由业务的客观性决定的，所以不

影响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2. 第二种差异，不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如表2表示，例2中两者的差异表现在资产

减值损失项目中，原因是：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持有的存货仅在美国市场中能够取

得可变现净值，我们可以理解为该批存货持有的目的是要在美国市场上出售，则该批

以外币结算的存货的价值将会受到以外币表示的可变现净值与汇率波动的双重影响。

 

 

采用连环替代法如下：
 

A0=6.8×$1 000=6 800（元）（存货的成本，2012年8月31日汇率为$1=￥6.8）
 

A1=7.0×$1000=7000（元）
 

第一次替代，汇率变动带来的影响=7 000-6 800=200（元），即由于汇率的上升使

得存货的记账本位币金额上升200元。
 

A2=7.0×$950=6 650（元）
 

第二次替代，以外币表示可变现净值变动带来的影响=6 650-7 000=-350（元），即

由于以外币表示的可变现净值下降50美元，使得存货的记账本位币金额下降350元。
 

综合两者，存货的账面价值下降150元，而该种由于存货本身可变现净值下降与汇率

上升带来的综合影响不区分“资产减值损失”与“财务费用——汇兑损益”，而是简化处

理汇总反映在“资产减值损失”项目。所以在母公司的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项目



的金额为150元。
 

而子公司本身就处在美国市场，未来存货在当地销售，所以其存货的账面价值仅仅会

受到可变现净值本身的影响，而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故其“资产减值损失”的金额为

350元。
 

3. 第三种差异，不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如表3所示，例3中两者的差异体现于“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项目。原因是：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仅在美国市场中能够取得，所以其公允价值将会受到以外币表示的公允价值金额与汇

率波动的双重影响。

 

 

 

采用连环替代法如下：
 

A0=6.8×$8×1 000=54 400（元）（初始入账成本，2012年12月1日汇率为

$1=￥6.8）
 

A1 =7.0×$8×1 000=56 000（元）
 

第一次替代，汇率变动带来的影响=56 000-54 400=1 600（元），即由于汇率的上

升使得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记账本位币金额上升1 600元。
 

A2=7.0×$9×1 000=63 000（元）
 

第二次替代，以外币表示可变现净值变动带来的影响=63 000-56 000=7

000（元），即由于以外币表示的公允价值上升$1，使得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记账本位

币金额上升7 000元。
 

综合两者，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记账本位币金额上升8 600元是由外币公允价值上升与

汇率上升的综合影响带来的，不区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财务费用——汇兑损

益”，而是合并反映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所以在母公司的利润表中，“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项目的金额为8 600元。
 

而子公司本身就处在美国市场，所以其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仅仅会受到公允价

值本身的影响，而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故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金额为7 000

元。
 

4. 第四种差异，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如表4所示，该差异产生纯粹是因为折算汇率

选择不同带来的，母子公司各自持有的固定资产都是为了在本国内使用而不是为了在

国外市场出售，又因为固定资产属于外币非货币性资产，不需要近期内以货币资金支

付，所以它不会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我国会计准则规定，母公司持有的以历史成本

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在期末时应当仍以历史汇率折算，不产生汇率损益，但同时

准则又规定，对境外经营子公司财务报表折算时，对所有的资产和负债项目均采用资

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从而产生了此种差异。笔者认为，准则此规定是有疏漏

的，导致了母子公司会计信息的不可比。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前三种差异不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不需要进行处理，而第四

种差异却会使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受到质疑。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对第四种差异进行调

整，改进准则存在的纰漏。
 

具体的改进建议为：对外币报表折算汇率的选择，针对以历史成本计量的项目，应选

择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即历史汇率）来折算，而不应该“一刀切”，对所有资产、

负债项目都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即我国财务报表折算方法在坚持以现行汇

率法为主的前提下，应借鉴时态法，时态法认为外币报表折算是一个计量变换过程，

它不能改变被计量项目的属性和计量基础，而只能改变计量单位，所以对以历史成本

计量属性计量的项目应按历史汇率折算。这样便可避免第四种差异，有利于保证会计

信息的可比性。
 

主要参考文献
 

1. 刘永泽，傅荣.高级财务会计.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2.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http://www.ckyk.cn/upload_files/20140307/1185724.pdf


下一篇  返回本期  返回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