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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XBI也(eXtensible Busilless Reporting Lan目】age，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是基于互联

网，可跨平台操作的商业报告语言，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财务信息交换的最新技术。自美国

注册会计师查尔斯霍夫曼提出)(BRL构想以来，这一技术就因其高超的行业水平深受追

捧，在全球迅速发展。目前)(BIU己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的基金、证券、保险、税

收、金融、碳排放、养老金等多个财务报告领域以及非财务报告领域中广泛应用，成为当前

全球备受关注的技术。中国证监会首先将XBRL作为上市公司电子化信息披露的格式标

准，至此拉开了我国对XBRL的研究与应用的序幕。目前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

均采用XBI也，并且己颁布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以及XBRL技术规范系列国家标

准。最初引入ⅫIU的目的在于实现整个财务链数据的自由交换，保证财务信息的有效性

及可靠性，因此有必要对XBRL是否会改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研究。

研究中首先应用理论分析的方法，介绍了XBI也、会计信息质量相关理论，对ⅫI也

影响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规范研究；其次，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进一步分析XBIU对会计

信息质量的影响；最后根据规范及实证研究结果得出XBIU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的结论。

以近几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以盈余管理程度衡量会计信息质量，并运用

描述性统计分析、配对T检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来验证XBRL是否能显著影响盈余管

理，进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并站在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针对XBI也目前应用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建议。通过研究证实XBIU确实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影响，且XBIU的应用会使

会计信息质量不断提高，同时证实沪深市上市公司应用XBIU后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大小不同，XBI也标准下深交所A股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比上交所低，说明在实施Ⅺ3I也后

深交所A股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高程度高于上交所企业。

关键词：xBI也；会计信息质量；盈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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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ⅫRL(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Ilguage)is aIl Intemet-based，cross—platfo姗

business reporting laIlguage tIlat is ttle lateSt tecllIlolog)r in tlle wodd’s recogIlized fin肌cial

infbmation exchange．Sillce tlle United States registered aCcoⅦtant Ch砌es HomnaIl proposed

XBRL concept，this technology because of its superb industD，leVel sougm aRer，the rapid

deVelopmem in the world．XBRL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such as缸lds，

securities，insurance，ta)(ation，finaJlce，carbon emissions，pensions a11d many otller finaIlcial

reporting areas and non-financial reponing in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巧Commission first XBI也as a listed compaIly elec臼∞nic

infomlation disclosure fomlat standards，thus pulling our)(BI己L research aIld印plication of the

prologue．At present，aU financial reports of listed conlpanies in SSE and SZSE haVe adopted

XBRL，aIld haVe issued the general classification staIldard of ente印rise accounting staIldards

aIld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XBRL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series．XBI也introduced tlle original

intemion is to acKeVe the free exchaJlge of finaJlcial da．ta to ensure tlle effective reliabili够of

financial i幽瑚ation system，itiS necessary for XBRL谢ll improVe t11e qual时of acco眦ing
iⅢ’omation for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js paper，the t圭leo巧of XBRL，acco嘣ing infomation quali锣are in订oduced，a11d tlle

qual时of XBRL accounting infomation is studied．Secondly，tlle innuence of XBRL on the

qual时of accounting infonIlation is aIlalyzed by empirical aIlalysis．Finally，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nomatiVe and empirical research，XBRL has been concluded to impr0Ve t11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mla缸on．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paired T

test a11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Ve曲whether XBRL can si鲥ficantly a航ct e锄ings

managemem，a11d men use th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A shares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to measure the quali哆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with eaHlings

mallagement．Af．fect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mation，and stand in me perspectiVe of the

quali够of accouming infomation for the current印plication of XBItL problems in the

proposed reco删nendations．Through the research，it is confimed mat XBRL has an impact on

万方数据



摘要

the qual时of accouming infomation，aJld the application of XBI也晰ll improVe the qual毋of

accounting infomation，aIld tlle iInpact of XBI也on me qual时of accouIltiIlg infomation啦er

)(BRL is di虢rent．XBRL uIlder tlle XBRL s切ndard T11e e啪ings mallagement of listed

compallies is lo、Ⅳer tllaIl tllat of ShaIlghai Stock Exchange，indicating t11at the qualit)，of

accountillg i幽mation of A-share ente驴ises in Shenzhen Stock ExchaIlge is higher tllaIl tllat

of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afkr XBRL is inlplemented．

Keywords：XBRL； The Quali够ofAcco咖ing Info肌ation；Eanling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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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研究背景

随着大数据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如何在大量的数据资源中获取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成

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会计信息，尤其是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是外部利益相关者作出决策的

重要依据，一旦会计信息失真，对整个资本市场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美国的安然、世通

财务舞弊、日本东芝财务造假等丑闻在资本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因此保证会计信息质量，

保证资本市场正常运行，从而引导信息使用者正确决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的财务报告需要手工处理数据，报送格式多为PDF或者WOIm格式，对于信息使

用者来说，极易产生误差，如果要对比相关的财务信息进行决策，也需要进行手动操作，这

也难免会产生错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8年，美国会计学者查尔斯霍夫曼提出了XBRL

财务报告这一构想，其设计的目的是要提供一个以Ⅺ沮。为基础的全球企业信息供应链，方

便信息使用者获取准确的数据信息。ⅫI也的产生不仅能实现信息的获取，交换，分析，还

为财务数据全球化及会计准则趋同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这一技术引起了会计行业尤其是信息

化新变革，从此之后XBI也开始在全球范围迅速发展。

2000年7月，xBIu指导委员会发布第一份Ⅺ3RL技术规范1．0，并成立了Ⅺ3I也国

际组织，以指导XBRL财务报告的报送。在美国，目前XBIU的应用己取得长足进展，美

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2009年对所有上市公司提出强制要求，必须采用可扩展商业

报告语言来披露财务信息，XBI也在美国上市公司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数据报送方面，外

挂式报送己逐渐被淘汰，美国)(BI也财务报告逐渐过渡到内嵌式报送，XBI也提供的财务

及非财务数据质量显著提高；在财务分析方面，美国的数据分析市场已经研发出多种XBRL

数据分析软件，对XBI也数据的分析以及财务管理方面的能力有明显的提高；在政府引导

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将利用XBI也技术完善问责制度缩短财务报告报送时间，全面提升企

业财务及非财务信息透明度。加速网页内嵌式XBRL(iⅫRL)和XBI也全球账簿分类标

准(XBRL GL)的研发和应用是美国未来XBIU发展趋势，并进一步扩大XBIU的报送范

围，)(Bl也将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数据【1】o在亚洲地区，XBRL地区组织最早由日

⋯Chi．Chull Chou，C．Janie Chan＆Jacob Peng．Integrating XBRL da诅w油textual int’ornl撕0n in Chinese：A semantic web

appmach【J】．ImemationalJoumaI ofAccounting Int'ormation Systems．20l 6(4)：353-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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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立，日本金融服务厅负责日本XBIu计划的实施。金融服务厅在2001年6月根据《日

本金融工具与交易法》，正式启动了EDINET(Elee廿oIlic Disclosure矗w Inve咖rS’

NETwork)平台，该企业财务报告及证券登记表等都将通过该平台实施实时报送【2】。FSA启

动了EDINET革新计划，提供了Ⅺ3RL下载功能，有效缓解了Hn儿等格式存储数据重复

利用率低、信息使用者重复输入的问题，使用者可以更有效的分析财务信息。2008年4月

日本启动EDINET新系统，XBI也格式的财务信息报送范围覆盖了约5000家上市和非上市

公司、约3000家投资基金，新EDINET己成为全球最大的Ⅻl也系统之一【3】。在中国，

2004年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将ⅫRL技术运用到企业年度报告报送环节中，以50家沪市上

市公司为XBI也财务报告摘要报送试点，随后上交所又发布了XBRL分类标准并获得国际

认证，目前沪市所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都采用XBI也。深交所借鉴上交所ⅫI也应用状

况，在2005年1月也全面实现了上市公司Ⅺ3RL财务报告的报送工作，并发布了深交所

xBI也分类标准2．0。深交所和上交所都建立了专门的Ⅺ3I也信息服务平台，在Ⅺ3I也平台

上可以查询并下载ⅫI也格式的财务报告。2010我国发布了两项ⅫRL标准，分别是由财

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分类标准和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财政部组织制定的

)(BRL技术规范系列国家标准，规范了xBRL的应用，为ⅫI也在我国的实施提供了统一

标准。2011年财政部开始积极开展ⅫI也通用分类标准的实施工作，自此我国ⅫRL踏入

了高速发展阶段。

1．2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研究目的

众所周知，自从ⅫI也被提出，其发展迅速，XBI也给全球带来的优势是明显的，如

果把传统财务报告格式比作汽车，其满足不同用途需要不同的载体，那么)(BRL就好像火

车，他不但格式规范，而且可以分解和扩展，可以做到一物多用。XBRL解决了重复录入、

重复编报、财务报告自动分析和跨系统信息交换的问题。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

样本，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BI也的应用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证实XBI也对会计

【2】Peter Seele．P佗dictive SuStainabil时Con仃ol：A revieW aSseSSing the potemialto t舢st’erbig da诅d—ven‘predictive poIicing’to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management【J】JouHlal ofCl锄1erPmduction．20l 6(10)：3643．

【3】 111e Impact of XBRL Adoption on the Info咖ation Envimnment： Evidence打om Japan【J】．111e Jap锄ese Accounting

RevieW，2014(1)：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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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质量有积极影响，从而为XBI也更好的应用和发展奠定基础。

1．2．2研究意义

Ⅺ3RL在全球各行业得到了高度的认可，从1998年发展至今，引起众多国家政府监管

机构、商业机构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重视，XBRL项目的应用能实现财务报告的全球化，成

为未来信息化财务报告的国际通行证【4】。作为财务报告编制、传送、披露的前沿技术和标

准，Ⅺ3RL在财务报告的编制、传送、披露上提高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透明度，完善了其会

计信息质量，而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促进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运作，增强了资本

市场效率【5】。因此，研究xBRL实施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XBI也在我国起步较晚，国内对ⅫI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相对较

少，在两则标准颁布后，我国ⅫRL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实施

ⅫI也，基于以上情况展开ⅫI也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研究，扩展对XBRL相关知识的

了解，分析ⅫRL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并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更好的利用Ⅺ3IU来提

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这对推进XBRL应用与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1．3国内外研究觏I状

1．3．1国外韧费}觋状

本文将国外学者对ⅫI也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研究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在基本特

征角度探讨ⅫI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另一个是在信息透明度角度研究ⅫRL对

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1)ⅫRL对会计信息质量基本特征影响的研究

Debreceny等(2001)认为ⅫI也是提高财务报表可靠性和准确性的工具，它不但提高

了信息传递的效率，也提高了信息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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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工操作成本较高效率较低，错误率也较高。而)(BRL

[4】参见封海燕、贾博、秦翔： 《我国上交所和深交所xBRL财务报告应用的比较研究》， 《会计之友》2014年第22期，

第69页以下。

【5]Michael Al 1 eS．will XBRL improve co唧mte governallce?A疗帅eWork内r enhancing govemance decision mak吨us啦

intel硼iVe da诅四．InternationalJournal ofAccounting Infornlation Sy啦mS，2012(2)：9l-1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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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用成功地避免了这些，实现了自动处理并输出数据【6】。

Jones与Willis(2003)以摩根士丹利财团为研究对象，对其XBIU项目进行案例研

究，指出ⅫI也在数据的处理方面的优势突出，ⅫRL的应用提升了会计信息的及时性，

并保证了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川。

HiggiIlS与Ha玳U(2003)认为ⅫRL的价值优势主要体现在公司利益方面，即XBIU

将给公司创造巨大价值：ⅫRL技术不受系统的限制，能够使在各种权威系统中被自由搜

索，降低财务数据获取成本；ⅫRL既能迅速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还能补充完善财务报

告流程，能更好的为信息使用者服务。对于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XBRL技术能够减少冗杂

的重复录入工作，提高了企业信息使用效率并且降低企业成本【8】。

Mike willis(2005)认为传统财务报告系统存在以下缺陷：财务信息传递速度慢，更新

不及时，高时间和价值成本并不能换取高质量，而且利用传统财务报告在深层分析时较为困

难；但ⅫRL财务报告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及时准确的反映企业经营现状及财务信

息，缩短编制及更新时间并提高信息质量，降低成本投入【9】。

HyungⅥ，ookYoon等(2010)以韩国资本市场为样本，研究了ⅫI也的使用是否能降低

资本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在使用多元回归分析对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结论：xBI也

财务报告可以有效改善信息的不对称性，同时，他们也发现利用XBRL可以增强信息之间

的相关性，有利于满足信息使用者的不同需求【10】。

Grace 0’FarreU等(2013)研究了ⅫIU应用与金融信息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对分析

师的预测和六个公司的经验数据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ⅫI也应用对各国的会计价值在影

响信息质量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评估了国家文化在实现XBI也信息质量改进价

值中的作用【11】。

[6】
Roger Debreceny，et．a1．The pmduc廿∞ 硼d use of s锄锄ticall)， rich accoummg reponS on the In旬emet：XML and

XBRL川．Intem撕onal Journal ofAcco岫曲g№撕on SysteIlls，200l(2)：4-74．

[7]JoneS，Willis．M．The challenge ofXBRL=bllSillesS r印矾访g for ttle investoL Balance Sheet．2003(3)：29-37．

[8]
HigginS，Hall℃ll H．WXBRL：Don not Lag BehirId tIle Digi诅l Info丌11a廿on Revolution【J】．nle Journal of Co币orate

Accounting&Finance，2003(11)：56-58．

【9】Mike Willis．Accountancy XBRL and Da诅S协ndardization．T啪sf．011T1ing me Way CPAwork Joulllal，2005(3)：24126．

【1
o]Hyungwook YoorLHan舀ung Zo，Andrew只Cig锄ekDoes XBRL adoption reduce int’0nnation aSymmet叮[J】_JouⅡl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l 0(2)：l-8．

⋯]Grace 0·F珊1．ell，Chunhui Liu．111e role ofacco哪ting values in the relation benveell XBRL and t’orecast accuracy【刀．Imemational

JoⅧ11al ofAccounting and Int’ornl撕on Mallageln吼2013，2l(4)：19-22．
．4．

万方数据



l绪论

Xill(Roben)Luo等(2014)探讨了日本金融服务机构强制使用XBIU是否以及如何影

响投资者评估财务信息，日本是强制上市公司使用XBRL格式财务报告的少数国家之

一，其监管机构期望引入)(BRL来提高财务报告质量。通过研究XBI也前期和后期的各种

措施，发现了支持XBRL的应用有助于改善会计信息质量这一观点的证据，如事件回报波

动减少，绝对累积异常回报，变化在回报的标准偏差中，但还是存在应用较少和经验不足的

问题【12】。

De谢111i Kaya(2014)对欧洲市场制定了包括54个XBRL格式的54个财务和非财务项

目的披露清单，以审查51个美国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中自愿披露的程度，结果表明

企业规模和企业创新水平与整体披露的程度显著正相关，而且使用XBIU对财务报告进行

披露后财务信息的真实性有所保证【13】。

ChuIlhui Liu等(2016)评估了开发和实施诸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BIU)的数据标

准的成本和收益，发现欧洲非金融公司采用XBRL可以增加市场流动性，从而提高了会计

信息质量。对于拥有足够资源和专业知识以便正确实施该技术的大型企业来说，此影响会更

显著，而且对于非高科技公司来说，这种关联更强【14】。

(2)XBIU对会计信息透明度影响的研究

Pinsker(2004)以有过财务造假行为的公司为样本，研究XBI也标准的财务报告对企

业财务报告虚假程度的影响，根据对样本的分析得出XBI也的应用可以降低财务报告虚假

程度，继而证明了XBRL可以提高财务信息透明度【15】。

Ho妇e等(2004)通过对照实验对Ⅺ3RL财务报告进行了分析，实验组学生使用

)(BIU标准的财务报告，对照组学生使用非XBRL标准的财务报告。相比于使用非XBI也

标准的财务报告，使用XBRL标准财务报告的实验组学生对公司绩效评价能做出更准确的

判断，因此他认为会计信息可靠性的提高正是因为在数据分析时使用了XBI也财务报告

[1 2】Xin(Robelt)Luo，Fu Lee Wang．111e Impact ofXBRLAdo叩on on me Info咖ation Env的ment：Evidence怕m Japall叨．111e

J印aneseAccoLHlting RevieW，2014(11)：3禾36．

【1 3】Dew．吼iKaya．The in王1呦ce offilln-speci士ic ch锄佻tenStics on me extem ofvollIntaIy disclosure in XBRL：Emp矾cal analysis of

SECfilings【J]．Intemalional Jo啪al ofAccoun曲gandIn士'o咖ationM锄ageme吐2014，22(1)：28—31．
[1 4】Chunhui Lill，xin(RobeIt)Luo，Fu Lee W矾g．Am咖pmcal inve咄撕on on t11e impactofxBRL adoption on in士’olm撕on

asymmeny：EVidence f}om Europe【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16：(5)79-81．

[1 5】PinskeLChl．iStine A Botosan and Robert H Colson．A theol钮cal．Paper w01．k t’0r Studying corp01_ate adoption of XBRL．Enable

sottwal．e．【J】．AccountingHo—zons，2004(4)．47l-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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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jo

Hunton(2006)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对传统报告系统和实时报告系统进行了实证研究。

与传统报告系统相比，实时报告系统能够及时获取所需信息，进而减少股价交易波动及资本

市场给投资者带来的干扰；XBI也技术使信息交流更加及时准确，减少信息交流不必要的支

出，这种实时报告系统的应用提高了会计信息透明程度(18】。

willis(2009)认为Ⅺ3Iu的应用实现了财务报告的连续与实时，对此审计师可以获取

标准格式的财务信息，并且获取速度及准确度较传统财务报告有所提升，利用xBI也技术

可以实现实时持续审计，出具准确度更高的财务报告，使财务信息更加透明化【l 9】。

Pus够lIlick(2009)建立了以财务舞弊公司为研究对象的组合算法模型，以此来检测该

公司财务报表造假现象。研究结果为财务报表造假行为容易被)a3I也自动识别，保证会计

信息更加透明(20】。

Peng，Shon，‰(2011)对2004年前后中国证券市场ⅫI也财务报告信息质量进行
研究，结果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ⅫlU财务报告披露后，上市公司反映给市场的盈

利能力有普遍下滑的现象，这说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因ⅫI也的强制披露而有所下降，

ⅫI也使企业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得到提升【2l】。

CbuI】hui Liu(2013)认为XBI也最有希望建立一个全球标准，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分

析归类，揭示Ⅺ3RL研究的四个主题：ⅫI也使用优势，组织准备，外部压力及Ⅺ3I也实

际应用，认为XBRL提高了金融数据的可访问性和可用性，增加财务信息透明度【22】。

In血tTroshalli等(2015)认为Ⅻl也精简了组织之间及组织内部之间的财务信息，提

供并解释了XBRL的使用对机构安排的影响以及如何使信息相关的见解，证明了ⅫRL提

高企业会计信息的效率和透明度【23】。

【1 7]
Hodge，J ．K咖dy．Recognition verSus DiscIoSure in Fin锄cial S诅tementS：Does Search．able Tccllllolo影 Improve

T协sparency阴．Accounting Review，20014(79)：687-703．

【1 8】Humon J锄es E，Libby Robe心Maz现Fin锄cial Reponing Tr锄sparency锄d Earnings M锄agemem叨．The Acco嘶ting

RevieW，200“1)：135-137．

【19】WilIiset．a1．．XBRL and Da诅standardization：T协sf’onning t|le Way CPAWork叨．Jo啪al ofAcco哪tan呦2009(5)：80-81．

【20】Pus哆lniel(，Honly WbokY(，on．Combined AlgoritI仰for Detection of M眦ipulation in Financial S诅n锄cnts冈．Working

papeL2009(7)：l 01-103．

[21]Pen舀Shofl，Tan．xBRL andAccllJals：Empirical Evidence行om ChinaAcco曲ting【J】．Accounting Pel苫pectiveS，20l l(4)：66-69

[22】Chunhui Liu．XBRL：A New Global Paradigrn fbr Business Fin锄cialRepo响g阴．Joumal ofGIobal Infornlation M锄gemem
(JGIM)，20 l 3，2 l(3)：34．43．

【23]Indl．it Tbshani，Lee D．P揶．ker，And)，LymeL InStimtionaliSing XBRL t'or t’nancial repolting：resorting to regul撕蚰阴．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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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国内研究现状

)(BRL中国地区组织仅仅发展了15年，虽然我国XBRL的应用较欧美国家相比还是存

在着差距，但国内学者对xBI也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将国内学者对XBRL影

响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文献分为理论基础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层次。

(1))(BI也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理论基础研究

潘琰(2003)认为，ⅫI也将影响会计和审计行业的发展。使用XBI也并不能消除虚

假利润操纵，但公司利用XBRL标准编制的财务报告分析出其中的异常数据产生原因，从

而发现财务造假数据，这就使会计信息更加透明【24】。

沈颖玲(2004)较早对XBRL进行研究，她认为ⅫRL可以避免财务数据失真，保证

了财务数据的一致性，从而增加了财务信息的可靠性。ⅫI也就像文件标记的条形码，帮助

信息使用者准确的找到真实的财务数据，保持了财务报告信息和实际会计信息的平衡【25】。

刘勤(2006)以当前XBRL分类标准和数据处理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Ⅺ3RL应用标

准XBI也标准可以有效的为企业发布准确的会计信息，ⅫRL的应用不仅增加了财务信息

的透明度，还有利于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26】。

潘琰，林琳(2007)运用w-eb服务和Ⅺ3I也等技术，构建了X．W柔性化按需报告模

式。介绍了x．W模式原理、技术构架以及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并通过研究发现会计信

息质量基本特征在此模式下有所提高，此外，x．w模式还增强了财务信息的透明度【27】。

杨黎明(2007)认为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有高效、可靠、廉价的作用，并详细描述了

xBI也财务报告的报送流程，保证了财务信息的安全性【28】。

应唯(2009)认为XBRL目前己实现从最初探索到实践应用的转变，主要体现在：

ⅫI也统一报表格式，实现跨平台跨地区跨行业操作，增强财务数据可比性；Ⅺ3I也加快数

andBusilleSsResearch，2015，45(2)：97-101．

[24】参见潘琰： 《可扩展企业报告语言及其对会计的影响》， 《会计研究》2003年第1期，第39页以下。

【25】参见沈颖玲： 《会计全球化的技术视角一利用xBRL构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体系》， 《会计研究》2004年第4

期，第35页以下。

[26】参见刘勤： 《对当前⋯些有关xBRL流行观点的思考》， 《会计研究》2006年第8期，第80页以下。

【27】参见潘琰、林琳： 《公司报告模式再造一基于xBRL与w曲服务的柔性报告模式》， 《会计研究》2007年第5期，第

80页以下。

【28】参见杨黎明： 《基于xBRL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研究》， 《中国管理信息化(会计版)》2007年第9期，第60页以

下。

．7．

万方数据



哈尔滨商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据传输速度，提高信息使用效率【29】。

黄长胤、张天西(2011)从四个方面分研究了XBI也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分别是

可靠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可比性，充分研究了XBRL分类标准扩展及XBI也信息披露质

量【30】。

李蕊爱(2011)认为ⅫI也的运用可促使国际会计准则趋同，)(BI也的应用能力和推

广程度己经成为衡量一国资本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指标，因此我国要继续加强XBI也在资本

市场中的应用与推广【31】。

吕志明(2011)将XBI也财务报告同传统网络财务报告进行了对比研究，总结出

XBI也网络财务报告的优势，得出在一定范围内，在报告主体主动并及时地对已经发生的交

易和事项进行确认和计量的情况下，)(BRL财务报告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及时性有所提

高，而这对于XBI也网络财务报告本身来说并非控制因素，因此XBRL对会计信息及时性

的提高有限【32】。

张环(2013)认为ⅫI也可以提高中小企业财务报表的编制效率，同时提高了中小企

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相关性，完善中小企业的内控制度，但目前中小企业推进ⅫI也仍

面临众多问题，因此要规范中小企业的管理及对信息化会计的使用，积极推进ⅫI也中小

企业应用进程【33】。

郑济孝(2014)以中国建设银行2013年集团财务报告中资产负债表及附注中披露的交

易性金融资产为例，结合我国《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定义了扩展链接“合并财务报

表”和“交易性金融资产”，披露ⅫIU格式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化解计量属性问题，改

善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与可靠性【3。】。

谭丽华(2014)认为信息化环境下会计信息质量具有新的特征，可信性代替可靠性，充

分性代替相关性，XBRL的应用，可以实现会计信息的快速搜索与转换，会计信息格式标准

[29】参见应唯， 《XBRL对我国会计的作用》， 《会计之友(下旬刊)》2009年第2期，第8页以下。

[30】参见黄长胤、张天西， 《xBRL分类标准扩展与信息披露质量》， 《现代管理科学》2011年第5期，第32页以下。

[3l】参见李蕊爱： 《xBRL在我国会计领域应用进程的风险分析及对策研究》， 《科技管理研究》201 1年第ll期，第188

页及以下。

【32】参见吕志明： 《基于XBRL的审计流程再造》， 《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3期，第125页及以下。

【33】参见张环、林艳、李炜： 《基于xBRL的我国中小企业会计信息化研究》， 《中国商贸》2013年第2期，第48页以

下。

【34]参见郑济孝： 《xBRL财务报告在财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中的应用研究》， 《财政研究》2014年第lO期，第79页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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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同时解决多头报送的问题。他认为XBI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体现在：会计信息内

在质量提高，会计信息更为全面，会计信息提供更加及时，会计信息更具有可比性，会计信

息互动反馈性提升【35】。

满海燕、周闪闪(2015)认为ⅫRL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可

靠性，相关性，可比性，及时性。通过对以上几个方面的理论分析，认为XBI也财务报告

弥补了传统财务报告会计信息披露的缺陷，对会计信息质量起到了补充的作用【36】。

佘浩(2016)指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存在的问题，认为XBRL弥补了会计信息质

量的缺陷。XBI也通过电子信息化手段促进上市公司遵循会计准则，并提高了监管效率及持

续性审计效果，)a3RL降低了会计信息交换成本，增强了会计信息的客观性【37】。

(2)XBRL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高锦萍、张天西(2006)以12个行业117家上市公司2005年年报报中财务报表附注中

披露的项目为研究对象，对比了上交所《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分类》标准中相应的标记定

义，结果发现我国企业实际披露的项目与XBIU标准财务报告附注项目标记的定义元素间

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a3RL财务报告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因此，修改和完善XBI也分类

标准是推动ⅫI也发展的首要任务【38】。

蒋楠，庄明来(2007)以上交所49家上市公司2003．2006年度XBI也财务数据为研究

对象，采用标准的事件研究法对XBI也财务报告是否影响累计异常报酬率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XBI也市场反应滞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反应并不理想，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对

xBRL不够重视，另一方面由于XBI也刚刚被引入，缺乏行业模式和分类标准【39】。

赵现明和张天西(2010)以2008，2009年的季报、半年报以及年报中的数据为样本，

利用SPSS对XBIU年报信息透明度进行事件研究，研究结果为XBRL财务报告披露会对

会计信息质量产生影响【40】。

【35】参见谭丽华： 《XBRL应用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中国管理信息化》2014年第1l期，第36页以下。

[36】参见满海燕、周闪闪： 《浅析XBRL财务报告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商场现代化》2015年第4期，第

202页以下。

【37]参见余浩： 《论xBRL应用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中国集体经济》2016年第3期，第102页以下。

【38】参见张天西、高锦萍： 《xBRL财务报告分类标准评价——基于财务报告分类与公司偏好的报告实务的匹配性研究》，

《会计研究》2006年第ll期，第24页及以下。

[39】参见蒋楠、庄明来： 《我国上市公司宣告采用XBRL的市场反应研究——来自沪市的实证检验》， 《会计之友(上旬

刊)》2007年第5期，第89页以下。

【40】参见赵现明、张天西、孙晓东： 《基于XBIU的财务信息标准博弈分析》， 《管理学报》2011年第8期，第273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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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现明、张天西(2010)采用策略分析方式，研究了企业应用XBI也前后成本效益变

化，研究发现，XBRL在不同时点上会对企业产生不同的成本效益，因此得出结论，企业

XBRL应用效率的增加和应用成本的降低可以提高ⅫI也扩散速度【41】。

封海燕、武丽薇(2011)以30家煤炭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的XBRL财务报表附注为样

本，研究指出企业在会计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给出解决建议，提出企业要完善规范制

度，并提高使用ⅫIU积极性，同时要注重国际交流，加强与ⅫRL国际组织的学习【42】。

卿固、辛超群(2014)以实证研究的方法，选取兖州煤业为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对

Ⅺ3Iu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研究，从累计超额收益率的变化趋势以及XBRL年报披露前后

超额收益的均值变化发现ⅫI也对会计信息含量的提高并不显著。产生上述结果因为我国

XBRL使用停留在财务报告披露阶段，只是对传统财务报告的一种转换【43】。

吴江玲(2016)运用事件研究法，对2011．2013年样本数据的累计超额收益率CAR进

行计算整理，发现cAR在Ⅺ3RL网络财务报告披露前后发生了变化，判断xBI也引起财务

报告信息含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股价波动上，进而影响了信息使用者的投资决策Ⅲ】。

1．3．3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国外学者对)(BI也的研究起步较早，在XBI也会计信息质量方面，他们的研究方向主

要包括ⅫIU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可靠性、可比性、及时性、相关性、稳健性的影响以及

分类标准对会计信息质量等方面的影响等。

随着XBI也在企业中应用的范围不断的扩大，研究视野逐渐向xBRL实例文档及

XBRL持续审计转变。由于我国ⅫI也引入到目前使用时间并不是很长，因此在研究上与

国外学者有一定的差距，相比较来说，对ⅫI也会计信息质量的理论研究多于实证研究，

而且大部分研究都是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XBRL在我国企业中实施进度加快，

但对XBIU的研究还是不够深入。

综上所述，在之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拟将XBRL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应用情况相

下。

【41】参见赵现明、张天西： 《xBl也技术下企业财务信息系统的适应性研究》， 《科技管理研究》2010年第12期，第104

页及以下。

【42】参见封海燕、武丽薇： 《我国上市公司基于xBRL财务报表附注信息披露研究——以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财

会月刊》2011年第12期，第14页以下。

【43]参见卿固、辛超群： 《基于XBRL财报的会计信息质量及含量研究》， 《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4

期，第46页以下。

[44】参见吴江玲： 《xBRL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 《国际商务财会》2016年第一期，第9l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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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结合，采用规范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丰富)(BI也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领域

学术研究成果，助力XBI也在我国的发展。

1．4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4．1研究内容

第一章绪论。概括性的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对

国内外XBI也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第二章XBI也及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理论。介绍了XBI也的概念及技术原理，会计信

息质量的含义及特征，以及相关的理论基础，包括认知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和财务元素信息

理论。

第三章)(BI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分析及存在问题。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

XBIU对会计信息质量可比性、可靠性、相关性和及时性的影响，然后指出了XBRL影响

会计信息质量中存在的问题。

第四章XBI也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本章在第三章的基础上假设ⅫIU能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介绍并选择了会计信息质量的衡量方法，选取相关变量且建立实证研究

模型。在确定了模型后利用Excel和SPSS．19等统计软件对选取的样本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

计、相关性分析、均值T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实证结论。

第五章ⅫIu标准下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建议。根据以上研究及)(BIu应用现状，对

XBRL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从宏观角度提出监管者统一

XBI也分类标准、调动企业应用XBRL的积极性、鼓励XBRL配套软件开发、拓宽ⅫI也

应用范围、建立多层次XBRL信息安全体系、加强XBI也专业人才培养；从企业的角度提

出深入XBIU在企业内部的应用、重视企业内部XBI也专业人才的培养的建议，希望能对

推动XBI也的发展有所贡献。

本研究结构框架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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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结构框架图

1．4．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法、规范研究法和实证分析法对)(BI也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研究，

具体如下：

(1)文献分析法

首先，本文搜集了xBIu标准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相关文献，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

系统的梳理；其次将国内外文献分类，通过对比发现国外文献与国内相比较为丰富，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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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方面；最后在文献中提炼出XBRL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衡量方

法，归纳总结研究的主要观点。

(2)规范研究法

规范研究法属于定性研究方法，用于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是会计理论研究的一

般方法。本文在研究)(BRL标准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的可靠性、可比性、相关性和及时

性来的影响时，运用到了规范研究法。

(3)实证研究法

本文使用的实证软件为EXCEL和SPSS．19等，以盈余管理衡量会计信息质量，以

2007-2015年沪深A股数据为样本数据，选用修正的Jones模型，通过分行业回归分析计算

残差，取残差的绝对值DA，以此衡量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进而衡量xBI也的应用对会计信

息质量的影响。依据假设设置变量，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

并对样本数据分证券交易所和行业进行了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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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BRL与会计信息质量相关理论

2．1 XBRL理论概述

2．1．1 XBI也的榻念
Ⅺ3RL(eXtellSible BusiIless Repom：ng Lallguage，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是目前最新的

电子化财务报告模式，它是基于ⅪⅢ。(eXtensible M砌alp Lan目橱ge，可扩展标记语言)发

展起来的并且专门用于电子财务报告的编制。xBI也将会计准则与计算机语言相结合，它基

于互联网自动生成和传输，使用可扩展标记语言相关技术，通过对商业报告中的数据进行标

记和分类，从而进行数据信息的识别、处理与交流，是目前用于商业信息交换公认的最新标

准和技术。

Ⅺ3RL的产生解决了传统财务报告转换率和效率低下的问题，提高了财务信息的利用

率，实现了财务信息的循环使用。ⅫRL是通过特定的词汇和专门的语法对标签进行描述的

一种语言，在XBIU财务报告中，每个特定的元素都被赋予特定的标签，通过规范的语言

描述计算机可以做到自助识别，读懂财务报告中的信息。要想运用好特定的语言，就要遵循

一套特定的标准，ⅫRL电子财务报告必须遵循其技术及应用标准，实现Ⅺ3I也财务报告

的统一性，发挥Ⅺ3I也的优势。)a3RL类似于WORD，PDF等文件类型，将财务报告信息

储存在XBIU格式文件中，弥补了不同文件格式之间转换困难的缺陷。因此，ⅫI也不但

是一种财务报告语言，还是一套应用标准，更是一种文件存储格式。

2．1．2 XBRL技术原理

XBI也是以ⅫⅡ为基础发展起来的，Ⅺ帆对元素的标记全部使用文本，以纯文本标

记的文件可以被所有信息系统识别并处理。XBRL把财务报告中的每个信息元素贴上了标

签，使财务报告中的所有信息都可以被识别，成为了带有“条形码”的商品，计算机可以通

过识别标准的“条形码”读懂各类财务信息，并可以利用特定的软件实现财务计算及分析，

这不仅局限在财务数据上，在XBRL财务报告中的所有信息元素都可以被理解，因此

XBRL可以应用于各种信息系统并实现XBI也财务报告跨平台的信息交换。

技术规范、分类标准、实例文档是XBI也财务报告生成的三大技术原理。作为XBI也

技术应用的基础，标准的技术规范是生成XBI也财务报告的首要环节，而分类标准是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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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I也实例文档的基础，最后，根据)a3I也技术规范和分类标准生成ⅫRL实例文档【45】。

(1)XBI也技术规范

XBI也技术规范由XBRL国际组织委员会编制与维护。XBI也借助XML语言标记财务

报告信息元素，通过规范的语法建立元素之间的关系，XBI也技术规范即对描述和语法的技

术性约束，通过使用规范的词汇和语法，实现XBIu财务报告的识别和解析。XBIu国际

组织制定的技术规范是各国使用XBRL技术所遵循的标准技术规范，通过使用统一标准的

技术规范，可以发挥)(BRL全球通用的优势。

(2)XBRL分类标准

ⅫI也在技术层面遵循标准的技术规范，在业务层面XBRL也要遵循分类标准【46】。

Ⅺ3RL技术的核心即制定分类标准，它就像是一本数据字典，对每一个业务都进行了概念定

义，解释ⅫI也财务报告中包含的元素，对元素属性的解释，属性的定义以及各元素之间

的勾稽关系，所有业务定义组成了XBRL分类标准。分类标准的制定为信息使用者获取和

分析数据提供了保障，实现了财务数据之间的交互式链接，信息使用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生

成个性化财务报告。分类标准由包括模式文件和链接库文件两部分构成，其以Ⅺ＼缸格式存

在，模式文件负责定义元素和元素属性，属于一对一定义；链接库文件负责描述元素间的关

系属于多对多定义，链接库文件更为复杂，包括定义链接库，计算链接库，列报链接库，标

签链接库和参考链接库，每个链接库的作用如图2．1所示。

描述元素在财务报告中的列报顺序和层级结构

描述元素在不同列报场合所采用的名称

描述元素披露所依据的准则制度

图2．1链接库文件类型

【45】Dejan GoStimil：XBRL Standard士、01．Financial Reporting in C1．oatia：Cull．ent State and Perspectives【刀．Business SyStems Reseal．ch

Journal，2015，6(2)：139·146．

[46】参见续慧泓、杨周南： 《基于xBRL的财政信息透明度改进研究》， 《财政研究》2015年第9期，第96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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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I也的可扩展性主要体现在分类标准的可扩展性，通用分类标准用来定义基础信息，

扩展分类标准用来定义特殊信息，在ⅫIu应用体系中，扩展分类标准在通用分类标准的

基础上，根据每个行业的特点，定义特殊元素及关系满足不同行业的需求。

目前xBI也分类标准主要有两类，一类是Ⅺ3I也财务报告分类标准，另一类是xBRL

全球账簿分类标准。ⅫI也财务报告分类标准应用广泛，在我国XBI也财务报告基础性分

类标准即我国财政部2010年10月发布的通用分类标准，Ⅺ3RL财务报告遵循我国企业会计

准则对财务报告披露的要求，对企业财务报告使用的通用元素进行了统一定义；XBRL全球

账簿分类标准应用于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财务数据传送与应用，它的产生和应用提高了商

业中财务信息的利用效率。

(3)XBRL实例文档

以ⅪⅢ格式记载的实际数据构成了ⅫRL实例文档，在实例文档中，其包含的实际数

据对应着分类标准模式文件所定义的元素，例如期初期末值。一套完整的XBRL财务报告

由依据分类标准生成的实例文档构成，其对元素进行的文本描述可以被计算机识别，实现了

计算机对XBI也财务报告的智能处理。ⅫI也技术层级如图2．2所示。

r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技术规范

I
通用分类标准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扩展分类标准

l

I I⋯⋯⋯⋯⋯⋯一J
图2．2XBRL技术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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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会计信息质量基础理论

2．2．1会计信息质量涵义

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直接影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因此，无论是“决策有用观”还是“受

托责任观”会计信息质量对于会计目标的实现都至关重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会计信息质量

会得到不同的定义。美国管理思想家菲利浦·克劳士比(Pllilip B．Crosby)站在生产者的角

度，认为会计信息质量是会计产品对会计准则的符合程度。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朱兰(Joseph

H．Juran)博士从信息需求这角度出发，认为会计信息能够满足信息使用者的程度即为会计

信息质量【4，】。我国会计学教授葛家澍、刘峰从产品的角度出发，把会计信息定义为一种产

品，如果产品质量未达标则不会被消费者接受，也就无法为企业带来预期收益【48]。

2．2．2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1970年APB第四号报告中提到了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易懂性、可验证性等七条特

征，1980年5月美国财务会计组织(FASB)发布的第二号公告系统的论证了会计信息质

量，第一次将会计信息质量作为专题研究【49】。1989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准则公告中列

出了财务报告十项特征，指出了会计信息质量相关标准，并指出相关性和可靠性为财务报告

的核心。英国会计准则理事会(ASB)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分类：第一层对会计信息的要

求是报表内容方面，即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第二层对会计信息的要求是报表描述方

面，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可理解性；第三层对会计信息的要求是信息质量约束，效益大于

成本和及时性。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定义为可理解性，可

靠性，可比性和相关性。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越CPA)定义了七个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分

别是可靠性、可比性、可理解性、重要性、相关性、一贯性和不偏不倚性[so】。

1985年1月，经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会计法》并于

同年5月实施，其中虽未明确出现会计信息质量这一名词，但其明确了会计工作应“确保

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会计信息质量被财政部正式提出是在1992年其发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当中，此项准则中涉及到了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并对其进行细化，

【47】Emma Y．Peng，Johll Shon，C¨Stine Tan．Markct Reactions to XBRL．．Fo衄a廿ed FinaJlcial Int’o丌nation：Empmcal Evideflce仃啪

China闭．ImemationalJournal ofE-Busmess Research(I厄BR)，2014，10(3)：3-75．

[48】参见葛家澍、占美松：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与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6期，第77页以下。

[49】参见郑济孝： 《xBRL格式财务报告对中国股市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金融研究》2015年第12期，第194页以下。

[50】Joor卜Soo Jeong，Kwan．Sik Na，Yen-Yoo You．A case study ofFinancial S龇ments Reponing SyStem baSed on XBRL 1敬onomy in

acc01．dancewithK01．eanPublicInStimtionsad叩tionofK·IFRS川．CluSterComputing，2014(3)：81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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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分为可比性、可理解性、相关性、真实性、及时性、全面性、一致性、

重要性和谨慎性。2006年，我国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在原准则的基础

上进行了补充与完善，并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定义为八个方面：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

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和及时性。

2．3相关理论基础

2．3．1认知理论

认知理论，由Vessey于1992年提出，是指知觉的动力与学习动力相一致，在整个过程

既要对信息本身做出解释，还要理解任务解决方式，包括从接收信息、搜集信息到分析信息

最终作出决策的一系列活动。

在现实操作中，衡量认知能力往往取决于从接收信息到作出决策所花费的时间长度。在

财务会计领域，认知理论的应用能为会计信息披露方式及使用者根据会计信息进行有用决策

提供理论基础，认知理论认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投资决策一致时，投资者能迅速做出正确

的决策，如果出现会计信息披露方式与投资决策不一致的情况时，投资者为了获取支持自己

决策的信息，需要花费认知时间，并且耗费人力，认知能力下降，影响了信息决策效率。因

此，作为财务信息的载体，财务报告的呈现方式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传统财务报告

一般以WOIm、PDF等格式呈现，不能满足专业投资者的特殊需求，Ⅺ3I也可分解和扩展

性实现了XBRL标准下的财务报告可以满足多种使用需求，缩短信息使用者的认知时间。

2．3．2有效市场理陀

有效市场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是在财务学家尤金·法玛(EugeneFama)1965年发表于

FiIlaIlcial AnalvstS Joumel上的文章中：有效市场是这样一个市场，投资者都是理性的，在有

效市场中每个投资者都可以获取市场信息，每个投资者都试图预测单个股票未来的市场价

格，他们积极参与竞争，形成了理性投资竞争市场。1970年，尤金·法玛在此基础上深化

并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E伍ciem M州(ets HypotIlesis)，将有效市场定义为：如果在一个证

券市场中，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这样的市场为有效市场。其前提条件为参

与市场的投资者足够理性，并且能对市场信息做出迅速合理的反应，证券市场有效性体现在

证券价格对信息反应速度。有效市场理论对证券市场效率衡量有两方面：一是证券市场上有

关信息变动是否能引起价格自由波动，二是证券市场上是否充分披露了会计信息且分布均

匀，使投资者在同一时间获取同质同量的信息。XBRL的应用提高了资本市场财务信息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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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从而增强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尤金·法玛在有效市场假说中将证券市场分为三类：

弱式有效市场、半强式有效市场和强式有效市场，在三种市场中价格对信息的敏感程度是有

区别的。

弱式有效市场：如果市场是弱势有效的，股票价格技术分析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在过去

的证券价格信息完全被市场价格所反映，市场价格充分反映过去股票的成交价格，成交总

量，因此在弱式有效市场中，股票的价格和交易量信息对股价的影响为零。

半强势有效市场：在半强势有效市场中，如果投资者能够迅速掌握股票的成交价格、成

交量以及公司的盈利资料、公司管理情况以及其他公开披露的财务信息，此时可以引起股票

市场的波动。

强势有效市场：在强势有效市场中，市场价格已经充分反映了公司公开及未公开的所有

信息，包括公司内幕消息，任何方法都不能帮助投资者获取超额利润，股票市场对信息变动

非常敏感。在强势有效市场理想状态下的证券市场，内幕消息已经无用，此时股票市场价格

对信息反应迅速。

2．3．3财务信息元素理论

定义企业的基本财务数据是XBRL技术的关键，它涉及到对财务信息本质认知。财务

元素信息理论最早是由会计信息化领域专家张天西在2006年发表的《网络财务报告：Ⅺ3RL

标准的理论基础研究》中提出，他将数据库与会计理论相结合，建立了以财务信息元素微结

构的ⅫRL理论体系，财务信息元素是能包含会计信息的，传递某种有用信息最小语义构

成单元，用来描述企业遵循的会计准则、采用的会计制度，发生的交易事项和面临的宏观环

境【5l】。这一理论是伴随着会计信息化发展起来的。

财务信息元素语义功能使其可以传递财务信息，其语义构建主要包括主题词、状态词和

属性词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在“某公司2015年固定资产净额为2000万元”，“固定资产

净额”是主题词， “2000万元”是状态词， “某公司2015年”是属性词。主题词是对财务

信息性质即会计信息类别的界定，例如交易事项名称、财务报表项目名称；状态词用来解释

主题词状态，用数字或文字构建，例如大小，正负；属性词用来定义主题词所处时间位置、

空间、环境、范围和类型。通过对财务信息元素理论的了解，发现XBIU技术原理与其相

似，XBRL也需使用xML语法和统一的规范标记信息元素。

【51】参见张天西： 《网络财务报告：xBRL标准的理论基础研究》， 《会计研究》2006年第9期，第56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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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BRL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分析及存在问题

3．1 XBI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分析

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己经实现上市公司ⅫI也财务报告强制披

露，)a3RL格式财务报告解决了传统财务报告格式无法相互转换的问题，ⅫI也把信息颗粒

化，实现格式自动转换，同时由于XBRL对各方共同定义的信息需求进行了统一定义，所

以实现了一套报告即可满足多方面的需求。ⅫRL的应用可以大幅度降低会计信息使用成

本，提高会计信息使用率，扩大会计信息使用范围，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下文将基于会计信

息质量要求，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分析XBI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3．1．1 xBRL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

相对于传统财务报告来说，Ⅺ3RL财务报告更具弹性，Ⅺ3RL将会计项目模块化，使大

量的有结构的小模块流动起来，有机的组成财务报告。XBI也实现财务报告披露的标准化，

统一定义财务报告共同项目，实现不同企业不同系统中的会计信息可比。目前，上交所和深

交所分别开发了ⅫI也信息平台。通过该平台信息使用者可以获取上市公司的各类会计信

息信息，通过选择数据分析选项可以进行数据对比，筛选出对信息使用者决策有用的信息，

并对其未来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将XBIU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影响分为两类，一类是同一时期不同企业使用ⅫI也后会

计信息的横向可比，一类是同一企业不同时期使用ⅫRL后会计信息的纵向可比。

(1)横向可比

为了分析同一时期不同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成果及现金流量，需要搜集各个企业的

财务报告，并且需要将其格式进行统一，这样才能实现不同企业之间的财务数据分析【52】。

在应用XBIU标准的财务报告中，由于其使用统一的分类标准，不同企业遵循的)(BRL标

准的一致性实现了其财务报告的横向可比。XBRL实现了财务报告的智能化，在ⅫI也信

息平台，信息使用者要实现不同行业财务数据对比，只需在XBRL平台对所需数据选项进

行选择，因此它不仅能够减少手工搜集的失误，还能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在上交所XBI也

信息平台，可以实现5家公司同一时期财务数据年报对比，包括企业的基本信息，股本结

【52】参见杜威、吴忠生、张天西： 《xBRL分类标准，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股价同步性研究——基于财务信息价值链视角》，

《投资研究》2016年第4期，第2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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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前10大股东，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2)纵向可比

在XBI也平台，信息使用者想要查询同一家企业不同时期的财务数据，只需输入证券

代码和对应的时间，即可查到企业在目标年份的财务数据。在深交所XBIU平台，还可以

实现趋势分析，并提供折线图和饼状图供信息使用者参考。

3．1．2 XBI地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对可靠性的要求为“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

确认、计量和报告，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

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在会计信息可靠性方面，XBRL首先把财务报告的内容颗粒

化，每个元素都会被标记，可以单独被提取利用，其次它描述了元素间的逻辑关系，依据这

些关系可以实现计算机只能处理，从而避免了人为因素，最后ⅫI也有其遵循的通用分类

标准和扩展分类标准，对标签和关系严格规范，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应用XBIU技术披露财务报告，既可以实现个性化报表的目标，也可以避免人工错误

的发生，同时，XBI也具有可验证性，XBI也校验贯穿于信息产生、传递、使用环节，利用

ⅫIU可验证性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目前XBIU技术不仅运用在财务报告披露

上，还应用在企业内部，例如XBI也GL(XBRL Global Le电er仫onomy Fr锄础，
ⅫI也全球账簿分类标准)，ⅫRL GL是)(BI也应用的深化，成为最初的记账凭证与最终

的财务报告之间的纽带。

3，1．3 xBRL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

相关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

有助于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情况作出评价或者预测。传统

财务报告无法满足所有投资者对财务报告信息的需求，信息的盲目性是普遍存在的，而

XBIU能从多角度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在扩展分类标准的不断完善下，XBIU将会满足投

资者的不同需求【53】。XBRL对相关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XBI也数据之间的逻辑清晰，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需求定制个性化财务报

告，并对公司未来发展作出预测；第二XBIU可以对报告进行多维度描述，使投资者更好

【53】参见谢希伦、高锦萍： 《xBRL对会计透明度的影响一以深交所上市公司为例》， 《国际会计前沿》2016年第3期，

第6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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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整个行业的财务状况，便于投资者更好的作出决策，例如在对交易

性金融资产进行披露时，既包括历史成本，也包括公允价值计量。第三，在XBRL财务报

告模式下，企业的各类综合信息得到反馈，明细信息与综合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得到披

露，这有利于信息追溯，提高投资者对企业业务的理解，例如通过对应收账款的扩展，其客

户、账龄、汇款等信息得到了详细的披露。

3．1．4 xBRL对会计信息及时性的影响

及时性要求企业对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应当及时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得

提前或者延后。会计信息是否及时，影响了信息使用者做出的决策是否有效，越及时的会计

信息价值越高，如果会计信息缺乏时效性，那信息本身也没有意义。借助ⅫRL技术，不

仅实现了财务报告的自动生成，减少检查和手动输入的时间，还实现了信息使用者与企业的

及时互动，缩短了信息流动时间，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及时性。

3．2 xBI也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中存在的问题

ⅫIU发展至今，得到国际多个领域的认可，包括政府监管机构、商业机构和国际组

织。ⅫRL的使用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ⅫRL的实施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目前

使用XBRL技术较为成熟的国家是荷兰，荷兰模式是公私合作为基础，所有合作者都积极

参与报告任务的研究，为统一元素，荷兰政府及监管部门还修订了相关的法律，并要求监管

机构构建独立的通信协议和高层会议机制。在此历程中，政府允许监管机构及企业保留期原

有的报告格式，这样XBRL模式成为了额外的负担，运行此模式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及时间，这就使XBRL在推行中出现了困难，但荷兰政府加大)a3RL推行力度，荷兰所有

公司系统间的信息交流全部使用XBIU技术。

XBRL在我国的发展与荷兰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要求其上市

公司披露XBI也财务报告，一些企业处于被动状态，并没有对XBI也有更深入的理解，所

以企业在应用XBIU时反而增加了成本，成本增加影响了XBRL的应用积极性，此时的

xBRL财务报告所包含的会计信息质量并不会有明显的提升。而且目前XBIU通用分类标

准虽然已经实施，但上交所和深交所所使用的具体分类标准是根据各自特点独立开发的，存

在较大的差异，影响了不同交易所XBIU提供的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同时，我国XBRL实

施的受益者还是以政府相关监管部门为主，大部分企业及其会计审计人员对XBRL的了解

有限，而且XBRL本身人才要求高，计算机和会计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供不应求，这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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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削弱了XBRL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积极影响。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财政部在近几年推广XBIU过程中做出的主要贡献如表3．1所

不：

表3．1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财政部推广XBRL主要贡献

3．2．1 xBRL分类标准不统一加大监管难度

我国XBIU应用的主要参与者是财政部，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企业。最早进行

XBRL推广应用的机构是证监会，2001年，证监会通过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15号一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规范了上市公司披露定期财务报告的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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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和深交所紧跟财政部的步伐，2002年底，证监会与上交所、深交所和一些软件公司依

据XBRL制定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电子化规范》，此后上交所和深交所成为了XBIU推

广的中坚力量，目前实现了上市公司全部披露XBI也财务报告。财政部也积极响应xBIu

的推广，宣布加入XBRL国际组织并出台一系列政策【54】。

在监管层面上，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财政部三足鼎立，上交所和深交所虽然是在

财政部和证监会的统一指导下推进)(BI也工作，但两者的分类标准在技术层面存在较大差

异，XBIU分类标准相互独立，而证监会在IPO材料申报过程引入XBI也，这又形成了一

套分类标准。三套分类标准并行，不仅增加了企业成本，加大了)(BIU应用的推广难度，

也不利于对上市公司ⅫRL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监管标准的不统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XBRL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改善由于分类标准的不兼容导致企业效率低下的现状，就要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和财政部统一发力，建立统一的XBIU分类标准，减少企业人力物力

的浪费，更好的凸显XBIU优势。

3．2．2 xBl乩成本过高降低企业使用积极性

企业要想使用ⅫI也需投入大量的资金及技术支持，而短期内Ⅺ3RL并不能给企业带

来明显的收益，因此一些企业对于ⅫIU的使用并不积极，将资金投入到企业的生产运营

中而忽略XBI也的建设。虽然上交所和深交所要求其上市公司强制披露XBI也格式财务报

告，但这只是对传统财务报告的转换，并没有在企业内部更深入的使用ⅫI也【55】。另一方

面，XBRL的使用使企业信息透明度有所提升，这也使企业在运用XBRL时有所顾虑。因

此，目前我国企业并未真正意识到XBIU的优势，而且XBIU本身确实存在见效慢的问

题，所以影响了企业使用)(BRL的积极性，企业应用积极性降低，对XBI也的应用仅限于

表面，XBIU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明显优势当然难以体现。

3．2．3信息安全威胁xBRL运行环境

XBRL是基于网络平台操作的，安全的网络环境是XBI也实施的基础，只有保证了

XBI也的实施基础，才能为资本市场提供有保障的会计信息。然而我国的网络环境目前还存

在着一些漏洞，存在安全隐患，例如防火墙漏洞、黑客入侵等，这势必影响了XBRL的操

作环境，XBRL传送的数据如果遭到泄露，对企业的危害是无法估计的，因此，很多企业在

[54】参见余浩： 《基于XBRL的企业会计信息化建设探析》， 《民营科技》2013第l期，第76页以下。

[55】参见陈潇怡、欧阳电平： 《XBRL财务报告信息质量风险及治理对策》， 《财会通讯》2016年第19期，第99页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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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ⅫI也时都会有信息安全的顾虑。另外ⅫI也的使用对企业内部运行环境也有较高的

要求，内部网络建设是否完善以及维护是否及时都会影响ⅫIU运行的安全性。未经授权

的非法操作、系统瘫痪、网络遭到病毒入侵等都会使企业的ⅫI也技术在运行中面临信息

安全问题。最后，)a3RL的可扩展性也对信息安全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在进行可扩展标记、

映射时，既要保证标记的准确性，也要保证网络系统的安全性。

3．2．4专业性人才缺失减缓xBRL进程

XBRL技术复杂，对专业人才素质要求高，使用人员不但要掌握专业的财务知识，还要

熟悉计算机、英语等相关知识，复合型人才在操作Ⅺ3I也技术时更能发挥XBIU的优势，

这对提高XBI也会计信息质量也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目前一方面有些财务人员对XBI也

技术不感兴趣，还没有真正发现XBI也的优势，甚至完全不知道这一技术，即使使用，也

是处于被动状态，缺少对XBIU知识学习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希望能学习到更多XBRL

知识的相关人员可能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没有计算机基础、财务基础或者是英语基础，造

成了学习障碍。因此，目前掌握XBIu技术的人才较少，导致一些财务人员更加倾向传统

财务报告的编制，即使应用XBIU，也是在生成传统财务报告后再转化成Ⅺ3RL模式，

XBRL的进程受到阻碍，势必会影响XBI也财务报告中的会计信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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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XBI也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实证分析

4．1研究假设

根据第三章规范研究可知当企业应用Ⅺ3RL后，其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会有所提升，

但我国应用XBRL时间较短，而且存在着标准不统一，配套软件缺乏，信息安全及人才等

问题，在我国XBRL是否真的会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还有待研究，因此提出假设：

H：XBRL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4．2会计信息质量衡量方法

国内外会计准则及概念框架明确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具体要求，但在实证分析中，定性要

求并不可行，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量化。而会计信息质量概念是抽象的，很难找到一个指标

来量化会计信息质量，根据以往的研究，会计信息质量的量化方法有以下四类：

(1)以是否违规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

判断会计信息是否可靠，以此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该研究方法为：若公司出现违规行

为被证监会处罚，其会计信息就是不可靠的，会计信息质量偏低，反之则认为会计信息质量

较高。研究人员会对违规企业进行分类，找出与违规企业行业规模及年份相近的未违规企

业，通过对这两类公司的对比找出导致违规的因素，这些也是导致会计信息质量下降的因

素。

(2)以盈余管理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

盈余管理(Ean血g Mamgement)就是企业在遵循国家相关法律和会计准则的基础上，

调整企业对外报送的会计盈余数据，从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一定范围内的盈余管理有

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但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过高，会导致公司财务信披露不真实，误

导投资者的决策，从而降低会计信息质量。因此盈余管理的程度可以作为衡量会计信息质量

的指标。盈余管理是会计实证中衡量会计信息质量最常用的的方法，其计量模型也比较成

熟。

(3)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

第三方中介机构所提供的企业财务报告信息披露质量评估可以作为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

标准。在国际上，经常用到的会计质量评估体系有AIMA的“公司信息委员会报告”以及

标准普尔的“透明度与披露排名”。在我国，国内学者常用的会计信息质量评估标准是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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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诚信档案中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质量评级。深交所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评级体系主要从及时

性，合法性，完整性和准确性等对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靠谱，考评结果分为四类，

评级越高，该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

(4)以会计盈余质量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盈余是最能体现企业经营成果的指标，会计盈余的构成体现了会计信息质量会计盈

余质量直接影响了会计信息质量。会计盈余主要用于对未来盈余的预测，因此它直接影响投

资者的决策，在学术研究领域，会计盈余的首要价值就是其对于未来盈余的预测作用，从这

个方面讲会计盈余具有较强的决策有用性。若市场对公司盈余质量的认可程度越高，会计信

息质量越高。

本文将采用盈余管理法衡量会计信息质量，因为盈余管理方法较为成熟，在实证研究中

被广泛利用，国内经常使用的是Jones模型以及修正的Jones模型，能更有效的揭示公司盈

余管理，通过以前的实证研究发现修正的Jones模型比其他模型效果更好，因此本文选用修

正的Jones模型，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作为衡量其会计信息质量的量化指标。修正的

Jones模型如下公式4—1所示：

D爿=翻一Ⅳ删 (公式4．1)

其中，￡功为可操纵应计利润，黝代表应计利润总额，ⅣD爿代表非可操纵应计利润，

其中翻计算该公式为当期净利润减去当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朋M由公式4．2计算公式可得：

等卸去忡等坳等 c一，
其中，彳ssP‘．，代表第i个企业当期平均总资产， 歙E杉．，代表第i个企业当期营业收入

与上期营业收入，尸飓．，代表第i各企业当期期末固定资产。∥。，屈，展是公式4-2的参

数，它由公式4．3按行业回归计算所得：

去椰去忡等坞×等螺， c一，
通过以上公式，按年度和行业回归的可得出参数估计，再根据公式4．2计算出Ⅳ删，

最后得出残差占。由于删作为盈余管理的量化指标，所以取残差的绝对值代表删。即

删=㈦。删越大代表盈余管理程度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低，因此本

研究的假设可以重新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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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ⅫIU可以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4．3变量选取

4．3．1被解释变量选取

根据研究假设及模型的介绍，本研究将以修正的Jones模型回归计算得出的残差的绝对

值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即以残差的绝对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用上班表示。

4．3．2解释变量选取

(1)XBRL

2010年通用分类标准的发布标志着我国企业开始全面使用XBI也，本研究以2010年为

分界线，对比2010年前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变化，所以设置)(BIU技术实施为虚拟变

量，变量用xBIu表示，2007．2009年ⅫRL取值为0，2010．2015年xBIu取值为1。

(2)EXC

考虑不同交易所实施ⅫRL后，对盈余管理抑制程度不同，因此设置交易所变量为虚

拟变量，变量用EXC表示，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取值为0，上海交易所上市公司取值为

l。

(3)G删
如果企业上一年出现亏损，可能诱发本年度盈余管理行为，本研究将上一年的盈亏情况

情况设置为虚拟变量，用G削【N表示，上一年亏损取值为O，上一年盈利取值为1。

(4)LEV

资产负债率是衡量企业偿债能力的主要指标，它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结构，资产负债率越

高说明企业企业的财务风险越高，高风险可能会引起管理者的利润操纵行为，使财务信息稳

定性遭到破坏，进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本研究将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用LEV表

示。

(5)ROA

资产收益率用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是财务分析中的重要指标，代表每单位资产可以

创造的价值，企业的盈利能力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本研究将资产收益率作为控制变量，用

ROA表示。

(6)REV

企业营业收入的变动对企业本身有较大的影响，营业收入变动大，说明企业拥有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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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性和发展潜力。将营业收入变动率作为控制变量，以此消除不同企业个体差异的影响，

用I汪V表示。

表4．1变量定义与说明

4．4实证模型建立

根据表4—1中的变量定义，建立回归方程：

D曙=ao+a1五盈恹三+a2点Ⅸ℃+a3三鲫+a4三Ey+a5月D4+a6REy+占 (公式4_4)

其中，a。为常数项，a，(i-l，2，⋯，6)是模型参数，占为残差项。

4．5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4．5．1数据来源

论文研究中使用的上市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和指标来源于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

表数据库，在研究过程中使用EXCEL、SPSS．19等软件进行数据筛选和数据分析。

4．5．2样本选取

论文选择2010年前后实施)(BIU通用分类标准沪深A股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选取其

2007年至2015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结合选取的变量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

(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

(2)剔除2007年及以后上市的企业；

(3)易0除ST，木ST和PT企业；

(4)剔除数据缺失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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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的原则最后筛选出193家企业样本，其中上海交易所上市的企业有57家，深

圳交易所上市的企业有136家，最终得到1737组研究样本。

4．6实证检验与分析

本文所选用2001版证监会行业分类，样本的行业分布如表4．2所示，其中制造业占比

最高，而农、林、牧、渔业，采掘业，信息技术业、传播与文化产业、综合类行业的企业不

超过5家，所以将其并入综合类进行回归计算DA。进行行业分类因为在计算DA时需要使

用分行业分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行业计算的实证结果更加准确。

表4．2企业样本行业分布表

4．6．1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均值T检验

首先，对整体变量进行统计说明，表4．3列示了全体样本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统计

指标包括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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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盈余管理指标DA均值为0．0414，标准差0．0477，最小值为0．o003，最大值为

O．2558，盈余管理行为普遍存在；ⅫI也的平均值为0．6667，标准差为0．4715，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1；交易市场EXC为0．2953，标准差为0．4563，最小值为O，最大值为1；上

年盈亏GAIN均值为0．8296，标准差为0．3761，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说明样本中上年

亏损的企业占样本总量的17．04％；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为O．5275，标准差为0．1933，最

小值为0．0282，最大值为1．0373，资产负债率的标准差较小，说明企业面临相近的财务风

险；资产收益率ROA均值为O．0668，标准差为0．1285，最小值为．0．5269，最大值为

0．4333，资产收益率标准差较小；营业收入变动ⅪⅣ均值为0．0998，标准差为0．3497，最

小值为．0．8014，最大值为2．1765，营业收入变动标准差较大，说明企业间销售收入不同。

为了检验XBRL实施前三年和后六年对盈余管理的影响，需要对2007．2009年及2010．

2015年变量进行均值T检验，表4_4展示了均值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观察到，XBRL实

施前后盈余管理DA的均值发生率变化，实施ⅫRL后DA下降了0．0078，在对Ⅺ3RL实

施前后均值的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中发现XBI也实施前后均值差异在0．01水平上显著相

关，因此XBIu实施抑制了盈余管理行为，从而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其他变量在实施

XBI也前后变化如下表所示：企业上一年度盈亏GAIN在XBI也实施前均值为0．8221，

XBIU实施后均值为0．8333，相比之下XBI也的实施使GAIN提高了0．0112；资产负债率

率LEV在XBRL实施前后均值由0．5143变为0．5341，提高了0．0198；资产收益率ROA在

前三年的均值为0．0715，后六年均值为0．0644，变化不大；营业收入变动I迮V前三年均值

为0．06，后六年均值为0．1195，提高了0．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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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相关；车木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木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

4．6．2相关性分析

对全样本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4．5所示。

表4—5全样本相关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表

DA XBRL EXC GAIN LEV ROA REV

DA

XBIU

Pearson系数

Sig．

Pearson系数 ．0．077木宰}

Sig． O．0013

Pearson系数 O．022

EXC
Sig． 0．3528

GAIN

LEV

ROA

REV

0．00

1．000

PearS0n系数 ．0．200木木木 0．014

Sig． 0．0000 0．5577

0．045宰

0．0605

Pearson系数 ．0．145爿c木木 0．048木十 ．0．025 —0．208}+术

Sig． 0．0000 0．0438 0．296 0．0000

Pearson系数 0．213+$半 一0．026

Sig． 0．0000 0．2784

O．035 0．155木木木 ．0．194木木唪

O．1472 0．0000 0．001 1

Pearson系数 ．0．022 0．080+木} ．0．022 ．0．032 0．078木}+ 0．178宰木+

Sig． 0．3650 0．0008 0．35 ll 0．1 766 0．0000 0．0000

注：料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

．32—

万方数据



4XBRL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实证研究

从表中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盈余管理指标DA与XBI也虚拟变量在0．0l水平

上显著负相关(．0．077水料，P=0．0013)，这说明XBIU的实施降低了盈余管理水平，有利

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盈余管理指标DA与虚拟变量EXC正相关，但相关性并不显著，说

明沪深XBRL应用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相差并不大。上一年度盈亏GAIN，资产负债率LEV

与DA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00水木木(0．0000)、．0．145木木木(0．0000)，营业收入

变动I江Ⅳ与DA也呈负相关关系。资产收益率ROA与DA显著正相关(0．213木料，

P=0．0000)。

4．6．3多元回归分析

(1)总体回归分析

为了避免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关系而影响回归结果，在回归分析前首先对各变量进行

多重共线性检验，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4．6所示，结果显示主模型VIF=1．06，所有变量的

VIF都小于2，因此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线性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表4．6多重共线性检验

根据模型对总统样本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7所示，xBIU回归系数为．

O．006，T值为一2．467，并且在O．05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了实施XBI也后企业的盈余

管理程度有所下降，即XBI也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EXC与DA

的回归效果并不显著，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出变量上一年度盈亏GAJN、资产负债率LEv

在0．0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资产收益率ROA回归系数为0．086，T值为9．915，在0．01水平

下显著正相关；营业收入变动耻Ⅳ在0．05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表中调整后的R2为0．128，

．33．

万方数据



哈尔滨商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说明解释变量解释了被解释变量变化的12．8％。

表4—7总体样本多元回归系数表

D月=ao+al五ZH江+a2五叉rC+a3三G蟠
+a4三Ey+a5尺014+a6RE矿+占

DA

XBRL

EXC

GAIN

LEV

ROA

REV

C0nS

N

解

a由．群

注：料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料·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

(2)按交易所多元回归分析

本研究将样本分为类为上海交易所上市企业和深圳交易所上市企业，分别对其进行相关

检验及回归，研究模型在原来模型的基础上移除EXC变量，模型如下：

D月=ao+a1爿B尺三+a2三aSS+a 3三E矿+a4尺0_+a5REy+s (公式4—5)

①Pears伽相关性分析

对于上交所和深交所相关分析后发现XBI也与DA分别呈负相关关系，上交所XBI也

～
一室|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唧
㈣
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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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DA相关系数为-0．01 8，深交所XBIU与DA的相关系数为．0．101，相关系数表如表4．8、

4．9所示。

表4一上交所样本Pearson相关系数表

DA XBRL GAIN LEV ROA REV

DA
Pearson系数

Sig．

Pearson系数．0．018木料
XBRL

sig． 0．0012

GAn、J

LEV

ROA

REV

Pearson系数．0．097木} ．0．008

Sig． 0．0284 0．8593

Pearson系数．0．266$料 0．017 ．0．250宰，I水

Si璺 0．0000 0．7079 0．0000

Pearson系数0．315+木} ．0．005 0．196$}} ．0．250+木+

Sig． 0．0000

Pearson系数0．009

0．9038

0．098}木

0．0000

0．032

0．0000

．0．008 0．197+半$

Sig． 0．8459 0．026 l 0．4700 O．8593 0．0000

DA

XBRL

GAIN

LEV

ROA

ReV

Pearson系数

l
Sig．

Pearson系数．0．10l木$}

Sig． 0．0004

Pearson系数一0．239+爿c木 0．022

Sig． 0．0000 O．4318

Pearson系数一0．096宰}木 0．062奉} ．0．19l木}木

Sig． O．0008 0．0302 0．0000

Pearson系数0．175+木} ．0．034 0．139木}木 ．0．168宰木丰

Sig． 0．0000

Pearson系数．d．032

Sig． 0．2649

0．2347

0．074}木

0．0102

0．0000

0．022

0．4318

0．0000

0．1 16木木木 0．173半半木

0．0000 0．OOOO

注：++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木料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

②多元回归分析

分交易所回归结果如表4．10所示，深交所实施XBI也后对DA有显著抑制，在深交所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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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中，回归系数为．0．008，T值为．2．794，上交所回归系数为．0．001，T值为一2．436，深

交所回归系数绝对值大于上交所，说明深交所XBI也对盈余管理抑制行为更有效。

表4—10总体样本多元回归系数表

注：+表示在1 0％水平上显著相关；木木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料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

(3)按行业分类多元回归分析

在模型中并未对行业变量进行控制，但XBIu行业分类扩展在不同行业企业中的实施

是存在差异的，因此本研究将按行业分类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多元回归结果如下

表4．1l。制造业的)(BRL与DA在0．01水平显著负相关，且其绝对值大于样本总体绝对

值，说明)(BIU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效果更加明显，其对会计盈余管理行为抑制程度较高，

其次是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其XBRL与DA回归系数显著，XBRL的应用有效的抑制了

盈余管理行为。其他行业盈利能力错综复杂，其ⅫI也与DA回归系数显著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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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实证研究结果

本章根据我国XBIU实施状况提出假设：XBIU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为了证实

以上假设，本章主要使用Excel和SPSS．19等软件，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Pearson相关

性分析、均值T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得出以下研

究结果：

第一，本章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15年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经过对其筛

选最终选取了193家公司作为样本企业，其中上交所样本量为57，深交所为136，最终

得到1737组样本数据。在多元回归分析中，以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出来的残差绝对值

DA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XBI也实施状况和交易场所两个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以企业上一年度盈亏GAIN，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企业营业收入变动

I迮V为控制变量。由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总体样本的盈余管理程度DA均值为

O．0414，XBI也虚拟变量均值为0．6667，交易场所虚拟变量均值为0．2953，上一年度盈

亏均值为O．8296，资产负债率均值为O．5275，资产收益率均值为0．0668，营业收入变动

均值为0．0998。

第二，根据对变量进行均值T检验的结果可知，盈余管理水平DA在xBIu通用分

类标准应用前和应用后的均值下降了0．0078，且其前后均值差异在O．01水平上显著负相

关，这说明XBRL的应用降低了盈余管理水平，会计信息质量有所提高。

第三，通过对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可知，盈余管理水平DA与XBI也虚拟变

量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0．077'I料，P=0．0013)，这说明XBIU的实施降低了盈

余管理水平，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第四，从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可知，虚拟变量XBl也与DA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企业

在实施XBRL之后相比于没实施之前的盈余管理程度有所降低，企业对盈余管理行为受

到了显著抑制，即说明XBIU技术的推出有利于抑制上市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进

一步验证了假设，即XBRL提升了会计信息质量。在分别对沪深A股企业分交易所进

行多元回归分析后，发现深交所XBIU与DA回归系数绝对值大于上交所，即相比于上

交所，深交所XBIU应用对企业盈余管理抑制程度更大。同时在对样本进行分行业进行

多元回归分析中发现，在制造业，建筑业及批发和零售贸易这三个行业中，XBRL对盈

余管理行为的抑制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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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xBRL标准下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分析可知XBRL对提高我国会计信息质量有非常显著的优势，但xBI也

的发展仍旧面临着众多问题。为了更好的推进XBRL的应用与发展，本研究站在宏观和微

观的角度，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分别从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对推进XBRL进

程进而充分发挥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5．1从宏观角度推进xBI乩应用

5．1．1监管者统一xBl乩分类标准

XBI也分类标准的质量决定了Ⅺ3RL财务报告会计信息质量，面对目前XBI也标准三

足鼎立的现状，我们要充分借鉴荷兰Ⅺ3I也项目的顶层设计，对证监会，银监会，财政

部，证券交易所等相关机构XBI也标准进行统一整合，制订出一套通用的xBI也分类标

准，实现企业只需编报一份XBRL报表就可以满足各监管部门的不同需求。但XBRL的另

一个优势就是可扩展性，因此我国xBRL分类标准的制订应由财政部牵头，制订基础分类

标准，在基础分类标准框架下，各行业根据行业特征开发扩展性分类标准，发挥ⅫRL的

独特优势。

5．1．2调动企业应用xBl也的积极性

既然XBIu项目优势明显，为何企业仍旧处于被动状态，这主要因为Ⅺ3Iu前期投入

多，企业难以承担前期沉重的成本负担，另一方面其见效慢，XBRL给企业带来的长久利益

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此多的投入并没有带来立竿见影的收益，这也降低了企业主动使用

XBRL的积极性，企业一直处在被动的状态，)a3RL就不能更好的发挥其优势，这就影响了

其对会计信息质量提高的显著性。

因此，在推行XBRL的进程中，为了充分调动企业)a3I也应用的积极性政府既要正确

的引导企业放远眼光，又要保证自愿开发和应用XBRL的企业无后顾之忧，一方面，政府

应加大对XBIU建设的资金投入，在资金上支持企业内部及相关软件公司XBRL技术的研

发，另一方面在政策上也要扶持XBRL的研发工作，扩大xBIu企业试点范围，针对

XBIU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建立专业的咨询服务平台，为)(BIU的推广提供政策及技术上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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ⅫI也的推广必须依托网络及软件技术的支持，因此相关应用程序的开发进度决定了

ⅫRL推广的进度，目前XBI也软件开发进度已经落后于使用需求，参与到XBl也软件研

发的开发商数量有限，因此要鼓励软件开发商对XBI也配套软件的开发，同时给予其资金

及政策上的支持，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ⅫRL应用技术平台，联合软件开发

企业，证券交易所和企业本身，追赶XBRL软件开发的国际进程，完善)(BIu配套软件的

开发，保障)(BI也能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5．1．4拓宽xBl也应用范围

在我国，xBIu主要应用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公司，而对其他中小企业Ⅺ3Iu财务

报告的披露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目前XBIU的应用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对此财

政部，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应该正确引导中小企业XBIU的应用，鼓励主动使用ⅫRL技术

的企业并给予其技术支持，从而拓宽Ⅺ3RL的应用范围，真正实现XBRL财务报告数据共

享。与此同时，财政部、证券交易所和证监会等有关部门还应该牵头有XBI也软件开发经

验的信息技术开发公司，针对中小企业的特点开发出适合其使用的XBIU配套软件，从而

降低中小企业实施XBRL的成本。

5．1．5建立多层次XBRL信息安全体系

XBI也本身就是基于网络发展起来的，它离不开互联网这个大平台，而互联网最大的问

题就是存在安全隐患，XBIU也不例外，XBRL提供的财务及非财务信息越是精准，一旦被

泄露甚至被篡改，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越大。因此，规范ⅫRL技术的每个技术环节，

建立安全的XBI也信息系统，对于保障会计信息质量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计算机的操作

系统和数据库系统的安全性、完整性及兼容性是保障Ⅺ3I也信息安全体系的基础，作为

XBI也监管部门的财政部、证监会等相关部门要保证部门内部信息系统的安全及数据库的安

全，在制度上规范技术人员的操作，防止信息被恶意篡改。其次，监管部门应发布企业

XBI也技术安全指导建议，要求使用XBI也企业在上传数据时必须使用数据加密，安全认

证和交易协议技术三重保护数据安全，确保接受准确的xBRL财务报告。最后，对安全

的。绿色的XBRL软件开发公司进行认证，在企业使用XBIU技术的源头保证信息系统的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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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加强xBI乩专业人才培养

XBRL应用人才的专业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对会计信息质量提高的程度，因此要提高

xBRL会计信息质量，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培养。而xBI也技术将计算机与财务行业相结

合，使用XBRL技术对人才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加强XBIU专业人才的培养，一方面要

加大对XBI也的宣传力度，使各行各业都意识到XBRL的优势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激发

软件开发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会计人员等相关人才的学习动力，主动去汲取ⅫRL相关

知识；另一方面，财政部应发布XBI也指导建议及应用指南，联合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

相关部门定期开展Ⅺ3I也相关知识及技术的培训，并将培训内容及成果发布在专门XBI也

知识平台，同时，政府也应对高校的课程设计提出要求，在高校中设置XBI也入门课程，

将计算机与财务知识相结合，加强与国外高校的合作交流，打好XBRL专业人才培养的基

础。

5．2从企业自身推进xBl也应用

5．2．1深入XBRL在企业内部的应用

如果XBRL的应用不仅仅停留在财务报告报送阶段，而是伴随企业数据从产生直到报

送整个环节，XBI也的优势将会更加惊人。作为企业管理者，一定要有前瞻性，提高企业对

XBI也的重视，一方面增加对)(BI也项目的资金投入，调动企业内部ⅫI也应用积极性；

另一方面可以邀请XBRL实施状况较好的其他企业人员对本单位的XBI也实施进行指导，

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引入XBRL全球账簿分类标准，从会计账簿开始使用Ⅺ3I也技

术，保证XBRL会计信息从输入到输出的准确与高效。

5．2．2重视内部xBRL专业人才的培养

企业想更好的顺应XBRL潮流，迎接XBRL带来的挑战，就必须拥有专业的XBI也技

术人才，企业应当鼓励员工主动学习XBI也知识，为有兴趣且有一定基础的员工提供进一

步深造的机会，为企业更好的实施XBRL储备人才。企业可以成立XBIu研究小组，定期

向管理层交流学习成果。另外，企业应加大对XBIU项目建设的资金投入，为Ⅺ3IU开发

成立专门的项目基金，奖励在XBRL项目上有特殊贡献的人才，为企业今后更好的顺应

XBRL的潮流，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培养一只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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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对相关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和分类整理，梳理出了XBIU基础理论和会计信息

质量基础理论，以认知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和财务信息元素理论作为理论支撑，通过规

范研究的方法，分别从会计信息质量的可比性，可靠性，相关性和及时性的角度出发，

研究了XBI也的应用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并根据以上基础提出本研究实证部分的假

设：XBI也的应用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为了验证以上假设，本研究选取了上交所和

深交所A股上市企业共193家2007．2015年财务数据为样本数据，选取修正的Jones模

型计算出样本公司盈余管理水平DA，将其作为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标准，以DA为因

变量，XBI也的应用情况和交易场所为因变量，采用描述性统计，均值T检验，相关性

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同时本研究又对上交所和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分别进行了实证

研究，最后得出如下结论：

(1)从规范研究角度分析，XBIU的应用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尤其是在可比

性、可靠性、相关性和及时性方面。

(2)从实证研究角度分析，XBI也的应用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说明XBRL抑

制了盈余管理行为，从而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而且在深交所的效果要比上交所明显，

在行业上，XBRL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

(3)虽然XBRL与盈余管理行为显著负相关，但我国XBIu实施仍具有局限性，

为了更好的发挥XBIU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建

议。

创新之处

本文选取2010年作为XBRL使用标准的分界点，研究前三年及后六年XBI也的实

施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同时分交易场所，分行业对其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对会

计信息质量的量化上选取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出的残差的绝对值DA，即盈余管理水

平作为衡量标准，使研究结果更加准确。

不足之处

第一，由于目前XBIU财务报告仅在沪深上市公司中要求强制披露，所以在选取的

样本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虽然以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出的结果衡量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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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质量是较为成熟的实证研究方法，但会计信息质量层级较多，仅以盈余管理作为衡量标

准并不能完整代表整体问题；第三，我国XBRL发展目前仍处于财务报告报送阶段，只

利用ⅫIu对财务报告进行机械化的转化并不能发挥xBIu真正的优势，这一现状也

影响了实证研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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