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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信息化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会计环境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传统的财务报告模式已无法满足信息使用

者的多元化需求，尤其是随着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

准则的持续等效，会计信息处理逐渐与国际惯例接轨，企

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深度和广度持续加深，这就要求在会

计信息披露上采用国际通用的企业报告语言，即可扩展

商业报告语言（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简
称XBRL）。

XBRL最早由美国华盛顿州的注册会计师Hoffman
于 1998年 4月提出，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会计数据及相
关信息的标准化以及深度分析和利用的问题，随后成为

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Debreceny和Gray（2001）指出传统
会计报表的缺陷使得报表使用者很难在海量会计信息中

搜索到所需的财务信息，而XBRL却可以实现财务信息
自动搜索这一目标，从技术上说XBRL的产生有其必然
性。Hodge和Kennedy（2004）考察了应用XBRL格式财务
报告对财务报告使用者（非专业人员）投资决策的潜在影

响，结果证实XBRL提高了使用者获取信息与整合信息
的能力，使用者更有可能获取和整合附注中披露的有效

信息。

国内有关学者主要对XBRL信息披露的理论方面进
行了研究。黄长胤和张天西（2011）基于XBRL采用“公司
自愿扩展的元素总数”研究了公司自愿披露信息的程度，

得出高技术和高信息透明度的行业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

较高，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较低。高

锦萍和彭晓峰（2008）指出我国上市公司实行强制性披
露，但并不禁止自愿性披露。封海燕和武丽薇（2011）以煤
炭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基于

XBRL 财务报表附注信息披露的现状并指出存在的问
题，表明企业行业特点和企业报告偏好会影响财务报告

的披露水平。

有鉴于此，本文结合当前国内XBRL的实施背景，研
究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现状，以财务报表附注

为视角进行信息披露描述性统计分析，对信息披露中的

缺失提出改进对策。

二、金融类上市公司XBRL信息披露实施背景
XBRL技术自 2002年被引进国内就引起了高度关

注。2002年5月，中国证监会制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电子
化规范》，该标准提出采用XBRL建立一套上市公司分类
信息披露的电子化解决框架。2010年1月14日，财政部会
计司颁布《XBRL年度财务报告披露模板（征求意见稿）》，
为提取XBRL元素和制定分类标准奠定了基础。2010年
10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
这一标准规范了会计准则编制XBRL 财务报告的基本要
求。

在XBRL的各项运行机制和市场环境相对成熟的条
件下，XBRL报告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也拓展到我国金
融类上市公司，并且发展迅猛。表 1列举了我国金融类上
市公司在实施XBRL过程中的相关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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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XBRL顺应会计环境变化，满足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要求，以实现信息自动搜索、提高信息透明度、增强

决策有用性等优势成为一种新型的会计信息披露工具。本文以我国2010 ~ 2012年金融类上市公司为例，透过XBRL
信息披露实施背景，从强制性信息披露角度研究XBRL披露现状，发现上市公司存在信息披露不规范、披露水平不

一等情况，严重影响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和及时性，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金融类上市公司 XBRL 信息披露 披露模板

时间

2011年初

2012年4月

2012年12月

制度规范

国家开发银行作为首批试点单位，率先启动
XBRL试点工作

财政部发布《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企业
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的通知》

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
——银行业扩展分类标准》

表 1 金融类上市公司XBRL相关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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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在XBRL信息披露过程中实行“强制
性信息披露为主，自愿性信息披露为辅”的政策，企业财

务报表主要根据财政部发布的《XBRL年度财务报告披露
模板》来披露的，在信息披露过程中不同性质公司的披露

水平存在差异,某些公司自愿披露更多详细信息，上市公
司财务报告实务中各数据项目间的汇总差异也在附注中

得以体现。

三、金融类上市公司XBRL信息披露现状
（一）研究样本

本文的研究样本主要来自于上交所2010年至2012年
金融类上市公司，其中包括3家保险公司、9家证券公司和
14家银行。3家保险公司包括中国太保、中国人寿和中国
平安，9家证券公司包括中信证券、国金证券、西南证券、
海通证券、招商证券、兴业证券、华泰证券、光大证券和太

平洋，14家银行包括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中国
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北京银行、农业银

行、工商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南京银行和兴业银

行。

（二）XBRL信息披露方式分析
从管制角度划分，XBRL信息披露方式可以划分为强

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我国采用以强制性披露为主、自

愿性披露为辅的披露方式，但在实践中发现强制性披露

存在XBRL会计信息披露的不规范以及XBRL分类标准
的不统一等问题，金融类上市公司在自愿性披露过程中

对XBRL附注信息披露缺乏积极性。
根据信息披露时间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初次信息

披露和持续性信息披露。根据 2001年 3月 15日证监会发
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
号（招股说明书）》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7号（股票上市公告书）》，我国初次信息披
露有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两种方式。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进行持续性信息披露的主要有临时报告和定期报

告两种方式。定期报告主要有：年报、半年报、季报和月

报。本文对各金融类上市公司XBRL年报进行分析研究。
（三）XBRL信息披露内容分析
本文研究的26家金融类上市公司全部上传了XBRL

报告，可见XBRL在金融行业的普及程度相对较高，但是
从各个报表项目的列示情况来看，不同项目的披露情况

存在差异。本文从财务报表附注角度对财务信息披露情

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财务报表附注作为财务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三

大报表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全面、具

体的信息。在XBRL报告中会计报表附注将财务报表信
息披露分为资产部分、负债及所有者权益部分、利润及利

润分配和现金流量三个部分。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银行

业在保持共性的同时又存在行业特性，因此XBRL财务
报表附注中主要列示了信息披露的部分共同项目。

1. XBRL财务报表附注资产部分的披露情况。资产
部分信息披露程度比较高且呈上升趋势，如表2所示。

为深入地研究各样本公司对XBRL 财务报告附注的
披露情况，本文以 2012年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为例，对
XBRL财务报表具体项目的披露进行分析。在研究的 26
家样本公司中,有1家公司没有对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和卖
出回购金融资产进行披露，有 96.15%的样本公司进行了
披露。由于行业差异，银行多按交易品种分类进行信息披

露，证券公司则多按交易品种和交易对手分类进行信息

披露，披露模板要求证券公司除对比商业银行进行处理

外，还应按交易对手分类进行信息披露。但是由于XBRL
体系不够完善,各企业在信息披露时随意性较大，很多企
业没有严格按照模板披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上市公

司会计信息的横向可比性，如表3所示。

2. XBRL财务报表附注负债及所有者权益部分的披
露情况。负债及所有者权益部分XBRL信息披露程度不
高但逐年上升，详见表 4。可以看出，交易性金融负债、预
计负债、应付债券和股本的信息披露严重不足。预计负债

的详细披露也不够标准，披露模板要求预计负债不仅要

披露其具体项目和金额，还要对预计负债产生的原因、预

计负债经济利益流出不确定性的说明、与预计负债有关

的预期补偿金额和本期已确认的预期补偿金额进行披

露，这26家企业中大部分都只是披露了具体项目和金额。

披露内容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工具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收利息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平均值

2010年

披露
数量

15

22

15

24

23

25

17

—

披露
比例

57.69%

84.62%

57.69%

92.31%

88.46%

96.15%

65.38%

77.47%

2011年

披露
数量

14

24

19

24

23

24

17

—

披露
比例

53.85%

92.31%

73.08%

92.31%

88.46%

92.31%

65.38%

79.67%

2012年

披露
数量

14

22

20

25

24

26

18

—

披露
比例

53.85%

84.62%

76.92%

96.15%

92.31%

100%

69.23%

81.87%

表 2 XBRL财务报表资产部分信息披露情况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信息披露

交易品种

剩余期限

交易品种、交易对手

交易品种、交易对手、剩余期限

保险公司

3

1

0

0

证券公司

1

0

7

1

银行

12

0

1

0

表 3 XBRL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披露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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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6家上市公司中，只有1家公司披露了库存股的信息，
而且只是披露了库存股数，并没有按照模板要求进行库

存股增减变动和调整的披露。

3. XBRL财务报表附注利润及利润分配和现金流量
的披露情况。利润表列报和信息披露可以反映企业经营

业绩的主要来源和构成，现金流量表的列报和披露有助

于使用者评价企业的现金流和资金周转情况，因此提高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的会计信息披露程度可以更好地为

报表使用者服务。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XBRL对利润、利
润分配及现金流量部分的会计信息披露程度较高，能更

好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和现金周转情况。详见表5。

在利润表中，每股收益是衡量企业收益状况的一个

重要指标，在XBRL报告的信息披露中表示为“基本每股
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过程”。2012年报表附注中只
有 73.08%的企业对每股收益进行详细披露，但详尽程度
远远无法满足报表使用者的要求。披露模板要求披露的

信息包括：基本每股收益及稀释每股收益分子、分母的计

算过程；列报期间不具有稀释性但以后期间可能具有稀

释性的潜在普通股；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

出日之间，企业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股数发

生重大变化的情况。样本公司每股收益披露过程列示相

对简单并且不规范，部分企业仅仅披露计算过程，并没有

遵循披露模板的要求。

（四）XBRL信息披露质量分析
1. 可比性分析。财政部发布的《XBRL年度财务报告

披露模板》规范了报表具体项目的披露标准，但上交所和

深交所却提出不同的披露形式。上交所《中国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分类》规定了详细的分类标准；深交所“XBRL 应
用示范”以图表形式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了更直观的数据

信息。上交所和深交所具体应用方案的不同导致XBRL
报告存在差异，深沪两所信息缺乏可比性。如表6所示。

2. 及时性分析。及时性是会计信息披露的首要条件，
直接影响信息决策的有用性，会计信息不能及时披露就

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在及时性方面，从理论上讲XBRL
技术消除了数据重新录入的时间滞后，可以使利益相关

者获得及时的公共信息。但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

XBRL财务报告与PDF格式的财务报告是同时提交给深
沪证券交易所的，所以就现阶段中国的XBRL实施情况
来看，XBRL并没有明显提高会计信息的及时性。但随着
我国XBRL标准实施工程的推进，XBRL对会计信息质量
及时性的影响程度将会日益凸显。

四、金融类上市公司XBRL信息披露的改进建议
（一）改进XBRL会计报告编制报送系统
实例文档的生成、报送及利用是实施XBRL 的关键

环节，直接影响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真实性，部分上市公

司存在手工录入数据的问题，并没有充分利用XBRL的
技术优势。随着上市公司对会计报表附注披露内容需求

的提高，以及会计人员对XBRL认识程度加深并能熟练
操作报送系统，上交所就需要对其报送系统不断进行更

新完善，使其准确及时披露信息。

（二）建立集中统一的信息监管系统

深交所和上交所信息披露表现形式不同导致金融类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具有横向可比性。为加强金融类上

市公司间的信息可比性，相关部门应建立针对金融类上

市公司的监管机构，对财务报告进行集中统一的信息管

披露内容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预计负债

应付债券

股本

库存股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平均值

2010年

披露
数量

10

7

24

13

16

24

1

23

26

—

披露
比例

38.46%

26.92%

92.31%

50%

61.54%

92.31%

3.85%

88.46%

100%

61.54%

2011年

披露
数量

14

9

25

10

15

25

1

22

26

—

披露
比例

53.85%

34.62%

96.15%

38.46%

57.69%

96.15%

3.85%

84.62%

100%

62.82%

2012年

披露
数量

21

8

25

11

17

25

1

24

26

—

披露
比例

80.77%

30.77%

96.15%

42.31%

65.38%

96.15%

3.85%

92.31%

100%

67.52%

表 4 XBRL财务报表负债及所有者权益部分信息披露情况

披露内容

营业税金及附加

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资产减值损失

所得税费用

基本和稀释每股收益计算

现金流量表项目注释

现金流量补充资料

平均值

2010年

披露
数量

25

25

24

24

24

18

15

26

—

披露
比例

96.15%

96.15%

92.31%

92.31%

92.31%

69.23%

57.69%

100%

87.02%

2011年

披露
数量

25

25

24

22

25

18

15

26

—

披露
比例

96.15%

96.15%

92.31%

84.62%

96.15%

69.23%

57.69%

100%

86.54%

2012年

披露
数量

25

25

24

24

25

19

15

26

—

披露
比例

96.15%

96.15%

92.31%

92.31%

96.15%

73.08%

57.69%

100%

90.48%

表 5 XBRL财务报表利润及利润分配和现金流量信息披露情况

上交所XBRL的内容

一、重要提示；二、释义及重大风险提示；
三、公司简介；四、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摘要；五、董事会报告重要事项；六、股份
变动及股东情况；七、董事、监视、高级管
理人员和员工情况；八、公司治理；九、内
部控制；十、财务报告；十一、备查文件目
录；十二、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内容

深交所XBRL的内容

一、基本信息；二、主要指
标；三、股本结构；四、财
务报告

表 6 上交所与深交所XBRL年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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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该监管机构对财务信息制定统一的披露标准和相关

制度规范，以利于加强企业间信息的可比性，同时减轻银

行数据处理负担和避免数据不一致问题。

（三）倡导XBRL自愿性披露意识
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信息披露

不充分、披露内容不详尽的问题。要提高上市公司参与

XBRL信息披露的积极性，首先要解决好上市公司面临的
风险与成本效益问题，通过实际行动让上市公司感受到

XBRL信息披露是利大于弊的，相关监管部门应鼓励自愿
披露信息的行为，并定期对上市公司进行培训，帮助其完

成从被动披露到主动披露的转变。同时需要上交所、深交

所、证监会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政策鼓励和引导，出台必

要的规章制度对上市公司进行规范。

（四）加快软件开发及XBRL人才培养
技术滞后成为XBRL信息披露的瓶颈。针对人工填

制存在的问题，上市公司要开发人性化操作软件来减少

人工操作的失误。为适应XBRL 的应用和发展，有关各方
应积极配合研发更安全的专用程序，以提高网络信息系

统安全，加强防火墙技术、身份认证以及数据加密措施，

完善抗病毒功能等软件技术。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技术发

展，会计人员应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以满足

我国经济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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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企业业务招待费超支问题一直受到理论界和社会公

众的广泛关注，尤其是 2013年中国铁建在其 2012年年报
中披露了 8.37亿元业务招待费后，“天价”招待费再次成
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也把属于央企的中国铁建推到了舆

论的风口浪尖上。网友强烈要求中国铁建详细公布其8.37
亿元的业务招待费的具体构成。当时，中国铁建新闻处处

长告诉记者，他们将向国务院国资委及证监会提出申请，

如果获得同意的话，中国铁建将公开 8.37亿元招待费的

具体构成。后来，尽管国资委对中国铁建的8.37亿元招待
费进行了核查并在国资委系统中通报了核查结果，也处

分了一部分涉事人员，但最终还是没有公开招待费的具

体构成，中国铁建更是在 2013年年报中“雪藏”了业务招
待费而不再公开披露。

中国铁建“天价”招待费事件后出现了大量的“躲猫

猫”现象，不少企业把部分业务招待费挪到其他会计科目

中，甚至像中国铁建那样索性选择不披露。那么，国有上

市公司到底要不要公开披露业务招待费？如何披露？

对国有上市公司业务招待费披露的反思

欧阳春花（副教授）

（广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广州 510320）

【摘要】本文在对国有上市公司业务招待费披露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国有上市公司要不要公开披露业务

招待费及如何披露业务招待费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国有上市公司不仅应该在年报附注中披露业务招待费总额，

而且应该披露业务招待费的具体构成，并对重要项目进行详细说明，这是国有企业所有权特殊性的必然要求，也是

有效控制“天价”业务招待费出现的强有力的外部措施。

【关键词】国有上市公司 业务招待费 所有权 特殊性 信息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