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阅读这本小册子《基础篇》，您可以：
    知道当前在会计领域热度很高的XBRL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对XBRL的应用情况有一个总体认识

如果您是会计或者计算机专业人士，
您还可以继续阅读《进阶篇》，进而了解到：
    XBRL的工作原理
    参与XBRL应用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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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RL（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是一种新兴的电子财

务报告格式，它产生的目的在于解决传统电子财务报告在转换和利用上的低效率。

XBRL是：

一门语言。它通过特定的词汇和规范的语法来描述财务报告的内容和结构，使计算机能够“读

懂”财务报告内容。

一种格式。如同Word、Excel、PDF、HTML等文件类型，XBRL是储存和传递财务报告的另一

种形态，具有其他格式无可比拟的优势，更适于财务报告。

一套标准。XBRL应用建立在一套标准体系之上，包括技术层面和业务层面标准。XBRL应用软

件和电子财务报告共同遵循这些标准，从而实现XBRL的优势。

通过专门的XBRL软件或者财务软件中的XBRL模块，企业可以制作生成XBRL格式财务报告。

XBRL是什么

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
XBRL知识手册

基础篇

一门语言

一种格式 一套标准

XBRL

Basics

A 基础篇

XBRL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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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RL的特点及优势

传统财务报告格式如同文字信息，

主要供人类阅读；而XBRL如同二维

码信息，主要供计算机阅读。

XBRL VS 传统报告

XBRL

银行

税务

投资者

而XBRL就像火车，可以分解和扩展，从而一物多用。

传统财务报告格式就像汽车，

满足不同用途需要完全不同的载体；

传统报告 XBRL



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
XBRL知识手册 A 基础篇

XBRL 03

相对于传统电子财务报告，XBRL最突出的特点是能由计算机

按照会计的业务逻辑进行加工处理。

颗粒化

XBRL把财务报告内容分解成一个个信息元素（元素可以简单

理解为一个数字或者一段文字），每个元素可以单独从报告中

提取出来进行分析处理。

关系型

XBRL不仅包含财务报告信息元素，而且描述了元素间的业务

逻辑关系，包括勾稽关系、层级关系、列报顺序、表格关系

等。依据这些关系，计算机可以“理解”报告内容，从而进行

智能处理。

标准化

传统文件格式仅是技术层面的标准化，对于文件所表述的内

容，即业务层面缺乏统一规范。XBRL则实现了业务层面标准

化，对财务报告共同元素（如“货币资金”）进行统一定义，

实现不同企业、不同系统中的会计信息可比。

可扩展

在原有财务报告内容基础上，可以根据不同需求对报告内容进

行扩展定义。扩展对原有内容的使用不造成影响。这既保证了

财务报告通用内容的可比，又兼容了特殊信息需求，使一份报

告可以同时满足多种使用需要。

 



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
XBRL知识手册A基础篇

XBRL 04

XBRL解决的问题

重复录入

不少人有这样的经历：找到了想要的财务报

告，但不是想要的格式，也无法转换，只能重

新录入，不但效率低，而且容易出错。

XBRL格式可以自动转换为其他任何格

式。XBRL把信息颗粒化，并且包含了列报顺

序和层级等格式信息，因此只要有相应软件，

就可以把信息按照其他格式的要求自动重新组

合，把XBRL财务报告转换为使用者所要求的

任何格式。

目前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困扰是：银行、税务、证券、审计等各个方面都需

要企业财务报告，报告内容大部分相同，但又有少部分是各部门的特殊

要求，更麻烦的是各部门所要求的文件格式不同，因而不能通用，

企业重复编报负担很重。

XBRL可以实现一套报告同时满足

多方面需求。由于XBRL可以对各方共

同的信息需求进行统一定义，同时需求

方又可以根据各自特殊信息需求进

行扩展定义，这就使XBRL可以

在一份报告中传递所有信

息，各需求方从中提取

所需部分，从而大

幅减轻企业编

报负担。

重复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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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自动分析

跨系统信息交换

XBRL

目前会计信息使用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

信息在不同系统间的交换存在障碍。例如，企

业系统建设缺乏统一规划，数据在不同系统中

的格式和定义不一致，导致系统间无法进行信

息传递；监管部门尽管都掌握同一企业财务信

息，同样由于格式和定义不一致问题，部门间

无法进行信息的共享和比对，增加了企业报送

成本，也容易形成监管漏洞。

传统财务报告文件不包含业务逻辑关系信息，

因此对计算机来说，财务报告文件与其他文

件没有区别。计算机并不知道这些文件的内

容是财务报告，也不会按照财务报告的业务

逻辑对其进行财务报告分析等处理。要实现

业务层面的处理，只能在人工干预下完成。

XBRL包含了财务报告内含的业务逻辑信息

（元素间各种关系），并且对通用元素进行

了统一定义，因此在相应软件支持下，计

算机能够对XBRL财务报告进行包括企

业历史数据分析、全球范围同业自动对

标等在内的自动处理，从而显著节省会

计信息使用链上各环节的人力投入，提高处

理效率。

XBRL是纯文本文件格式，任何计算机系统都

可以对其进行处理；同时，由于XBRL实现了

业务层面的标准化，不同计算机系统都可以在

一致的概念基础上处理XBRL数据，而不会出

现同一个数据有不同的定义或者同一个定义有

不同数据含义的情况。因此，XBRL可以成

为不同系统间进行信息交换的桥梁，成

为改善企业内部信息沟通，促进部门间信息共

享的得力工具。

总之，在全社会推广应用XBRL，可以大幅降

低会计信息生产和使用成本，提高信息

处理效率，拓展信息利用深度，促进监

管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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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RL在我国的应用发展

2008年11月，财政部牵头组织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资委、审计署、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等部门

联合成立了会计信息化委员会和XBRL中国地区组织，开启了部门协作推进XBRL应用实施的新阶段。为

普及XBRL知识，推动相关应用并向外界宣传中国XBRL实施成果和发展动态，中国地区组织开设了官方

网站（http://www.xbrl-cn.org）。

2010年10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通用分类标准（财务报告共同信息元素及元

素间关系的统一定义，参见“进阶篇”有关

内容），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同时发布了

财政部组织制定的XBRL技术规范系列国家

标准。两项标准的制定发布，标志着XBRL

在我国的各项应用有了统一的架构和规范。

自2011年起，财政部组织开展了通用分类标

准实施工作。参与实施的企业采用XBRL编

制并向财政部报送年度财务报告。至2013年

底，实施范围涵盖18家银行（包括所有上市

银行）、13家中央国有大型企业、5家保险

公司以及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的169家地方大型企业。

通用分类标准的制定实施

证券监管应用

我国XBRL应用经历了证券监管应用和通用分类标准实施两个阶段。

2002年5月，中国证监会在研究上市公司电子化

信息披露问题时，将XBRL选定为电子化披露的格

式标准。

2004年，上海证券交易所选择了50家沪市上市公

司开展2003年度报告摘要XBRL格式报送试点。

目前，沪市所有上市公司季报、中报、年报摘要

和 全 文 报 送 都 采 用 X B R L 。 通 过 该 所 网 站

（http://listxbrl.sse.com.cn/ssexbrl），公众可

查阅报告全文，进行同行业公司财务数据横向比

较分析。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05年1月实现深市全部上市

公 司 利 用 X B R L 制 作 年 度 报 告 。 该 所 建 立 的

“ X B R L 上 市 公 司 信 息 服 务 平 台 ”

（http://xbrl.cninfo.com.cn）提供深市上市公司

定期报告数据的展示、财务数据的横向、纵向

比较分析和部分公司实例文档下载。

中 国 证 监 会 于 2 0 0 8 年 1 月 启 动 基 金 信 息 披 露

XBRL项目。目前，所有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

都已实现了从净值日报到季报、半年报和年报报

送的XBRL化。证监会还建立了基金信息披露网站

（http://fund.csrc.gov.cn），专门用于XBRL格

式基金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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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家中央国有大型企业：

实施通用分类标准的企业共10家：

同时，其他监管部门通用分类标准的应用工作逐步展开。银监会制定了银行监管报表扩展分类标准，于

2011年12月发布。国资委也已启动央企财务监管报表扩展分类标准制定工作。监管扩展分类标准的制

定，标志着各部门向协同开展XBRL应用迈进。

实施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扩展分类标准的企业共3家：

18家实施银行：

5家保险公司

其他
28.57%

18家实施银行
71.43%

参与实施的银行资产规模
占中国银行业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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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标准财务报告项目（SBR）

该项目由荷兰财政部、司法部、经济部和内政

部共同开展。

该项目实施以前，企业需要根据各部门的不同

要求报送不同版本、不同内容的报表，且各部

门都独立对报表进行评估和复核。项目实施

后，企业只需编报一份XBRL报表，各部门自动

从这个单一数据文件中获取不同的内容。

这样，一方面，荷兰企业从过去向各种外部机

构报送三四十份报告的沉重负担中解脱出

来，报送信息元素从原来的20万个减
少到了4500个；另一方面，各部门相互合

作和联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任何部门对公

司的报表发出危险信号，其他部门也会相应关

注，从而促使企业更加认真地对待报表编报工

作。据测算，SBR项目的实施每年可为荷兰节
约3.5亿欧元的信息处理成本。

2013年1月1日起，SBR成为荷兰企业和个人进

行所得税申报的唯一合法形式。2014年起，增

值税报告也必须以XBRL格式报送。其他税务、

年度决算和报送给荷兰统计局的报告则从2015

年起使用XBRL。

XBRL在全球的应用

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南非金融服务委员会
   新加坡会计与公司监管局（ACRA）XBRL项目

ACRA是新加坡的工商注册管理部门。ACRA要求自2007年11月1日起，新加坡境内所有公开发行及非公开发行公

司采用XBRL报送2007年4月30日及以后日期披露的财务报告。

为充分利用所搜集的XBRL财务报告，ACRA于2010年1月推出了一项服务，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基于网络的
软件Open Analytics查看和分析新加坡企业的XBRL财务报表。利用此服务，公司可以将其业绩与

同行比较，挖掘改进空间；银行可以获得行业信贷风险评估所需的企业财务信息；投资者可以挖掘尚未开发的获利

空间；分析师则可以监控和分析公司或任何行业的业绩走势。

为加深报送公司对XBRL的了解，认识它们在商业决策中的重要性，ACRA还计划在公司每次提交全套XBRL格式

财务报告之后，为其提供一次免费的数据分析服务，使公司高管们能够根据过去的业绩进行趋势分析，通过一系列

互动图表将本企业的营运情况与其他同行及行业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同时，ACRA正积极与私营部门和企业接洽，

以期提供更多的XBRL分析服务。

尽管XBRL的历史并不长，从1998年概念的提出至今不到20年，但由于上述好处，XBRL在全球得以迅速推

广。许多国家政府监管机构、商业机构以及一些国际组织都启动实施了XBRL应用项目。XBRL毫无悬念将
成为未来电子财务报告的国际通行标准。

国际上典型的XBRL应用项目：



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
XBRL知识手册 A 基础篇

XBRL 09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FRS分类标准项目

在XBRL全球迅速推广背景下，为促进和保障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在全球范围得到一致采用，国际会计准
则委员会基金会（IASCF）于2002年启动了IFRS分类标准制定工作，并于2005年正式组建XBRL团队。
首份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征求意见稿于2002年11月发布，以2002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合订本为基础。
2008年3月1日，IASCF发布了IFRS分类标准2008，从这套分类标准开始，IASCF开始建立了分类标准制定与
准则制定工作协调进行的模式：每年新IFRS发布后，XBRL团队立即启动相关分类标准开发工作，至第二年新版
IFRS合订本发布后，与之配套的分类标准也紧随其后发布。
IFRS分类标准在采用IFRS的国家中得到广泛采用。这些国家包括新加坡、丹麦、韩国、日本、以色列、澳大利
亚、荷兰、智利、南非、西班牙、英国、阿联酋。此外，很多国家也正在考虑采用XBRL以及IFRS分类标准。

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监管局 美国联邦金融机构监管委员会

智利证券及保险业监管委员会

澳大利亚国库部

东京证券交易所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中国财政部

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应用还有：

    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电子数据收集分析检索系统（EDGAR）

    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FIEC）的中央数据仓库（CDR）项目

    澳大利亚标准财务报告项目

    日本金融服务厅（FSA）投资者网络电子披露平台（EDINET）

    英国皇家税务海关总署（HMRC）的公司税强制在线申报和电子支付项目

    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的Eurofiling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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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RL基本技术原理

进阶篇 Advanced

一段XML代码，清晰地表述了财政部相关信

息以及信息间的关系。例如，计算机能够知

道“区号”和“本地号码”都是“电话”的

子信息项。

XBRL使用XML语法对信息元素进行标记，并通过“弧”（特定的元素类型）表达元素间关系。这种标记和表

述使用统一规范的词汇和语法，因此能被XBRL应用程序解析（读懂）和处理。

规 定 这 些 标 准 词 汇 和 语 法

的，就是XBRL技术层面的标

准，称为技术规范。XBRL技

术规范由XBRL国际组织制

定，以确保词汇和语法的全

球一致，实现XBRL这门语言

的国际通用性。我国的XBRL

技术规范系列国家标准，就

是以XBRL国际组织制定的技

术规范为基础。

技术规范

XBRL以XML（可扩展标记语言）为基础。XML采用纯文本和规范的格式对信息项（元素）
进行标记。

由于所有信息系统（包括计算机和移动设备）都能打开和处理纯文本文件，因此XBRL可应用于各种信息系统

并实现跨平台的信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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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标准（Taxonomy）

在业务层面，每个XBRL应用体系有一套对业务概念的统一定义，说明财务报告中包含些什么元素、元素

的属性（例如是借方余额还是贷方余额，是时点值还是期间值）、元素间的关系（例如勾稽关系）。这套

业务概念的定义就是业务层面的标准（数据字典），称为分类标准。

分类标准是一系列XML文件，包括模式文件（Schema，定义元素和元素属性）和链接库文件

（Linkbase，描述元素间关系）。链接库文件包括：

链接库

模式文件
元素

列报链接库 参考链接库

标签链接库

定义链接库

计算链接库

XBRL分类标准

XBRL的“可扩展”主要指分类标准的扩展。在一

个应用体系中，通用的信息内容在基础性分类标准

中定义。局部使用的、特殊的内容则在通用分类标

准基础上进行扩展定义。扩展通过引用基础性分类

标准的内容，并定义基础性分类标准所没有的元素

及其关系来实现。在扩展分类标准基础上，还可以

再扩展，层层叠加，以满足更加特殊的报告需求。

财政部2010年10月发布的通用分类标准，就是我

国XBRL应用体系中的基础性分类标准。它以我

国企业会计准则对财务报告的披露要求为依据，

定义了企业财务报告所共同使用的通用元素。在

通用分类标准基础上，财政部发布的石油天然气

行业扩展分类标准、银行业扩展分类标准，就是

满足特殊行业披露要求的扩展。

定义链接库
描述元素间的定义关系，例如哪些元素组成一个表格，在这个表格中，哪些元素为行、
哪些元素为列，哪些元素是另一个元素的下级等等。

计算链接库 描述元素间的数量关系，供计算机自动验算，发现错误。

列报链接库 描述元素在财务报告中列报的顺序和层级结构。

标签链接库
描述元素在不同列报场合时所采用的名称（标签）。例如，“在建工程”元素在报告的
中英文版本中应当分别有中英文名称，在增减变动表中可能称为“期初数”和“期末
数”，在工程明细表中则可能称为“合计数”，这就需要不同的标签。

参考链接库 描述元素披露所依据的准则制度，便于使用者更准确地理解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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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文档是包含财务报告实际数据的XML文件。实

例文档中的数据，与（扩展）分类标准中模式文件

定义的元素存在着对应关系（由于同一个元素可能

有多个数据，例如期初值和期末值，还有的元素属

于没有实际数据的抽象元素，例如表格名称，以及

其他原因，元素和数据不一定是一一对应关系。）

一份实例文档加上它所依据的（扩展）分类标准，

才能组成一套完整的XBRL财务报告。

可见，XBRL财务报告不仅含有报告中的数据，还

自带对数据的描述（元数据），正因为此，计算机

才能对XBRL报告进行智能化处理。

下面以分类标准和实例文档的代码片段为例来说明XBRL原理（为便于理解，下列代码可能在实际

代码基础上有所删减，元素的英文名称用中文名称代替）。

     模式文件

右面两段代码分别告诉计算机，财务报告

中有“其他业务收入”以及“固定资产”

这两个元素（element），且它们的属性

如下：

1.它们都是货币金额类型（monetaryItem

Type），也就是一定金额的数字（若是字

符型，则是一段文字，例如供应商名称。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元素类型）。

2 . 其 他 业 务 收 入 是 一 个 期 间 发 生 值

（duration），固定资产是一个时点值

（instant）。

3.其他业务收入是贷方余额（Credit），

固定资产是借方余额（Debit）。

 

技术规范

实例文档

通用分类标准

扩展分类标准

标
准

X
B

R
L

财
务
报
告

X
B

R
L

实例文档

代码举例

XBRL的技术层级

本例中，e l emen t、mon e t a r y I t emT y p e、

duration、instant、credit、debit等就是XBRL技术

规范规定的标准词汇，两段代码规范一致的结构

就是XBRL技术规范规定的语法，通过词汇和语

法的统一，保证了全球范围内XBRL语言的一致

性，使彼此能“理解”对方的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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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面四段代码与上面列举的模式

文件代码相对应，给出了“其他

业务收入”以及“固定资产”元

素在财务报告中的数值。对于其

他业务收入，给出了2007年度和

2008年度两个期间的值，分别是

667,751.00和1,056,647.00。

对于固定资产给出了2007年底和

2008年底两个时点的值，分别是

4 4 1 , 0 9 8 , 2 8 6 . 0 0 和

411,689,805.00。

除此之外，代码还告诉计算机这

些数值的单位和精度信息，单位

（ u n i t R e f ） 为 人 民 币 元

（CNY），精度（decimals）为

小数点后2位。

     链接库

以列报链接库为例。右列代码定义了

一个列报弧（presentationArc）（所

谓“弧”就是关系。如右图，人们通

常 用 一 段 弧 形 箭 头 表 示 事 物 间 关

系）。弧的方向是从（from）资产到

（to）流动资产，弧的类型是父子关

系（parent-child）。显然，这段代

码表述了与图所示同样的关系。

父子

资产 流动资产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代码的解读是便于读者对XBRL形

成更直观和深刻的理解。在实际应用中，代码的生成

及解析等繁琐工作是由软件完成，一般用户在编制和

使用XBRL财务报告过程中是接触不到代码的，而是

通过更接近于业务层概念的智能化用户界面完成操

作。随着XBRL应用的不断深入，用户界面的智能化功

能也在不断完善。

     实例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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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实现了

实质性趋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的制定采取了以IFRS分类标准为基础扩展，同时遵循

IFRS分类标准技术路线的方案。

    引用IFRS核心元素
通用分类标准引入IFRS分类标准模式文件，对于IFRS分类标准中已定义、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含

义一致的会计概念（元素），通用分类标准直接引用，不再重新定义。

    逐项准则法
通用分类标准的物理结构（分类标准文件的组织方法）采用逐项准则法——对每项具体准则建立一

个文件夹，列报链接库、定义链接库、计算链接库和参考链接库按照其所依据的会计准则分别放置

在相应文件夹下。逐项准则法增强了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用分类标准的一致性，既有利于通用分类标

准的开发和维护，也便于财务人员的理解和使用。

    使用维度技术定义表格
XBRL对表格的定义提供了两种技术——元组（Tuple）和维度（Dimension）。维度相对于元组是

一种新技术。采用维度，不同企业的相同表格项目可以在基础性分类标准中统一定义，可比性更

强。因此，维度技术在国际上得到更多使用，一些过去采用元组的应用项目，在维度技术规范发布

后，也相继转换到维度。通用分类标准承袭IFRS分类标准的选择使用维度。

    通用分类标准的架构
通用分类标准是一个电子文件包，包含的文件分别位于4个层级的文件夹内，其物理架构见下图。

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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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性测试
符合性测试是针对XBRL应用软件的测试，目

的是检验XBRL应用软件是否符合XBRL技术

规范。

测试的基本方法是输入XBRL代码，由软件处

理并输出结果，将输出结果与根据技术规范的

标准结果进行比较。结果一致则通过测试，有

差异则不通过。测试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判断

输 入 代 码 是 否 符 合 技 术 规 范 ， 输 出 判 断 结

果——“有效”或者“无效”；另一种是对输

入代码按照要求进行处理，输出处理后的代

码。

XBRL国际组织针对每项技术规范，设计了一

套测试案例（每个案例包括输入代码和预期输

出 结 果 ） ， 称 为 测 试 套 件 。 这 些 套 件 能 对

XBRL软件的相应功能进行全面测试。

2013年11月，财政部与国家认监委建立了

XBRL软件认证制度，由第三方认证机构对

XBRL软件是否符合XBRL技术规范系列国家

标准进行符合性测试，同时鼓励企业选用获得

XBRL软件认证的产品。

    Inline XBRL
Inline XBRL（iXBRL），网页集成式可扩展

商业报告语言，是XBRL领域近年来出现的一

种新技术。目前XBRL国际组织已正式发布相

关技术规范。这一技术主要对XBRL实例文档

进行改进，在其中融入了HTML（网页文件格

式）技术，从而使互联网浏览器也可以打开并

以人类可读的形式展示XBRL财务报告，这样

公众无需借助专门软件也能方便地接触和使用

XBRL财务报告。

iXBRL技术将XBRL财务报告与传统财务报告

合二为一，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该技

术已在英国皇家税务海关总署的纳税申报项目

中得到应用。

    XBRL GL 
XBRL GL（Global Ledger，全球账簿）是

XBRL国际组织制定的一套分类标准。与其他

分类标准不同的是，该分类标准不是用于企业

外部报告，而是着眼于企业内部，用于描述凭

证、账簿等明细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是企业

将XBRL用于会计核算、财务管理以及其他领

域信息化所使用的分类标准。

企业应用XBRL GL的好处在于：从最初的凭证

到最终的内外部报告各层次数据都可以采用一

致的数据格式，从而为报告与其背后的明细数

据建立起可追溯渠道，为报告的深度挖掘分析

提供支撑；同时，由于XBRL GL深入企业内

部，可以用作不同应用系统间数据交换的中介

（企业统一数据字典），解决不同业务系统间

的互联互通问题。

相关
知识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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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BRL国际组织
XBRL国际组织（XBRL International）是由全球600多家大型跨国公司、行业协会和政府机构组成的非营

利组织，成立于2000年4月。该组织的目标是在全球推进XBRL应用，其最重要的职能是制定国际通用的

XBRL技术规范。

XBRL国际组织每年举办2至3次国际会议，宣传XBRL应用成果，交流、推广XBRL领域新技术，探讨

XBRL未来发展方向，是XBRL领域最重要的国际交流活动。第21届XBRL国际大会2010年10月在北京举

行，由财政部和XBRL中国地区组织承办。

XBRL国际组织决策机构为理事会（BOD），

理事会成员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下

设 标 准 委 员 会 （ X S B ） 、 最 佳 实 务 委 员 会

（BPB）等技术机构。标准委员会和最佳实务

委员会内部又设若干工作组负责具体技术项目，

如技术规范的制定、分类标准的认证等。XBRL

国际组织面向全球招募各类委员会、工作组成

员。了解XBRL国际组织更多信息请访问XBRL

国际组织网站（http://www.xbrl.org）。

    XBRL中国地区组织
XBRL中国地区组织是非营利、开放性的XBRL技术推广应用协商平台组织。该组织于2008年11月由财政

部牵头，联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资委、审计署、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等部门成立，并于2010年4

月成为XBRL国际组织正式地区组织成员。

XBRL中国地区组织设立指导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并设置秘书处。秘书处设在财政部会计司。

XBRL中国地区组织的成立后，积极参与XBRL国际组织相关事务，为我国相关方参与XBRL国际交流提供

了平台。2009年5月，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XBRL中国地区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应唯女士当选为XBRL国

际组织理事，并在此后多次连任。2010年10月，中国地区组织利用在北京承办第21届XBRL国际大会契

机，举行了通用分类标准以及XBRL技术规范系列国家标准发布会，大幅提升了中国地区组织在国际组织中

的地位和话语权。

为增强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贡献和话语权，XBRL中国地区组织积极推荐具有相关知识和能力背景的国

内人士参与XBRL国际组织各类委员会和工作组工作，并在官方网站设立专栏接受各界人士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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