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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决2345财务报告转换效率不足的问题$通过构建统一的财务报告领域本体$同时建立领域本

体与分类标准之间的映射规则$完成对 2345分类标准的语义标注$以此提高报告转换效率% 最后$以国内的

2345应用为实例$对2345财务报告转换模型进行验证% 结果显示该方法适用于2345财务报告转换$并且随

着未来国家分类标准行业扩展的颁布$转换效率还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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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是一种基于2\5"?V=?B8FKM?

OHI]:N MHBP:HP?!可扩展标记语言$!专门用于财务报告编制&

披露和使用的计算机语言!是财务信息交换的最新公认的标准

和技术' 截止目前为止!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已颁

布和实施了各自的 2345分类标准' 由于诸多 2345分类标

准的存在!标准之间的互操作开始受到关注!这其中也包括

2345财务信息转换' 然而不同国家制定的会计准则不尽相

同!这将导致2345分类标准之间存在差异!也使得分类标准

之间的信息转换变得相当困难' 为了实现 2345财务信息的

转换!通常需要建立不同分类标准之间的映射关系' 如果有@

个不同的分类标准!就需要建立 @

! 个数据转换模板' 当新增

分类标准时!同样需要建立其与先前的 @个标准之间的映射

关系' 随着@的数值逐渐变大!那么数据转换模板的创建成

本也大为增加'

针对不同数据的互操作研究!已有不少相关的解决方案!

其中本体方法是比较有效的方法之一(# &̂)

' 已有文献研究运

用本体方法来增强 2345技术的语义!以期提高数据转换效

率' 文献(()通过语义网技术对财务概念进行本体定义!并建

立本体概念与特定分类标准元素之间的关联' 文献(')分别

利用资源描述框架"4Y[$和网络本体语言"_05$技术对美国

的2345报告实例和2345分类标准进行转换!便于财务信息

的有效整合和交叉查询' 文献(+)分析了 2345分类标准的

逻辑原理以及分类系统!构建了基于_05的2345本体表示'

文献())通过关联数据的方法将 2345与开放数据"EN?B @H%

=H$进行整合!同时采用 4Y[表达技术描述信息的语义!促进

2345与其他类型数据之间的交互作用'

现有的研究大多仅仅关注于单一 2345分类标准的本体

表示!并未考虑整个财务报告领域本体的统一表示' 这样的做

法虽然能够增强2345分类标准的语义!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提

升2345财务数据的转换效率' 基于此点考虑!本文提出统一

的财务报告领域本体!构建基于该领域本体的2345财务报告

转换模型!并以国内的 2345分类标准为实验!进行 2345财

务报告转换应用'

!

*

"#$%

财务报告

与传统的报告方式相比!基于2345分类标准的财务报告

可以改善财务报告的披露效率!提高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可比

性以及透明度!从而有利于数据的分析和决策的制定(1!#")

'

2345财务报告包括分类标准 "=HVEBEOQ$和报告实例 "FB%

8=HBA?$两个部分!分类标准又包含模式文档和链接库两个部

分' 模式文档为企业报告中的每个信息概念进行元素定义!链

接库则描述元素存在的关系信息!主要的链接库形式包括标签

链接库"MHK?MMFB]KH8?$&展示链接库"NI?8?B=H=FEB MFB]KH8?$&引

用链接库 "I?L?I?BA?MFB]KH8?$&计算链接库 "AHMA:MH=FEB M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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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8?$以及定义链接库"@?LFBF=FEB MFB]KH8?$' 分类标准整体相

当于商业信息的词典' 报告实例则是企业根据这一词典!以相

应的数据信息对元素进行赋值所创建的 2345特殊格式的报

告文档!并且2345报告实例要符合2345分类标准的语法约

束' 2345工作机制如图 # 所示'

一个简单的2345元素的定义如下面的2345代码所示%

*?M?O?B=BHO?ab-:E3FSF,FBb=QN?abVKIMFcOEB?=HIQZ=?O%

CQN?b8:K8=F=:=FEBUIE:N abVKIMFcF=?ObBFMMHKM?ab=I:?bF@ a

bAMAF@%N=?d-:E3FSF,FBbVKIMFcKHMHBA?ab@?KF=bVKIMFcN?IFE@CQN?a

bFB8=HB=bG+

该代码定义了名称为,-:E3FSF,FB"货币资金$-的元素!并

对=QN?&8:K8=F=:=FEBUIE:N&BFMMHKM?&F@&VKIMF%KHMHBA?&VKIMF%N?IFE@%

CQN?等一系列属性进行了声明!进一步描述元素语法和语义

信息' 根据2345分类标准所定义的元素信息以及企业自身

货币资金的实际数值!对 ,-:E3FSF,FB-进行赋值!如下面的

2345代码所示%

*-:E3FSF,FB AEB=?V=4?LabFB8=HB=d!"###!$#b:BF=4?LabRd

WTeb@?AFOHM8ab!b+#"""""""*G-:E3FSF,FB+

该代码说明了该企业货币资金实际值为 #"""""""!属性

AEB=?V=4?L&:BF=4?L&@?AFOHM8分别表示该实际值发生的背景信

息&单位信息&小数点信息' 这些信息能够共同传递一个完整

的财务信息'

&

*基于领域本体的
"#$%

财务报告转换模型

由于存在不同的2345分类标准!财务报告领域本体的建

立有助于消除在概念和语法上的分歧!促使对领域内的概念理

解形成共识' 结合本体技术和2345技术的应用特点!同时采

用分层的思想!本文提出了基于财务报告领域本体的转换模

型!如图 ! 所示'

该模型通过2345分类标准与语义技术的结合!将 2345

财务报告的表达从语法层面提升到了语义层面' 模型的运行

过程如下%H$由分类标准层中抽取元素概念及其存在的关系!

通过_05本体语义!建立财务报告领域本体库#K$建立分类

标准与领域本体之间的映射关系!完成对分类标准的语义标

记!从而实现对各分类标准的集成#A$每一 2345报告实例必

定对应分类标准层中的某一特定分类标准!选择该分类标准与

领域本体之间的映射关系!产生数据转换方案!生成符合目标

分类标准的2345报告实例'

图 #*2345的工作机制 图 !*基于财务报告领域本体的

数据转换模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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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转换模型层次

'

f

!

*分类标准层

分类标准是指对财务报告信息的概念&结构&关系和限定

的语法描述' 其中采用 2345gA7?OH定义概念!采用 25FB]

语法描述概念存在的关系!包括层级关系&计算关系等' 开源

网站8E:IA?LEIP?>B?=提供了2345/DZ!本文以此对2345信息

进行处理!也包括了对分类标准的解析' 该层包括权威部门颁

布的财务报告分类标准和企业自定义分类标准' 在披露

2345财务报告时!企业首先根据监管要求选择相应的分类标

准' 当企业披露的信息并不能全部由该分类标准表达时!就会

自定义财务信息元素来满足披露要求!从而生成企业自定义分

类标准' 尽管自定义分类标准不是由权威部门颁布!但同样反

映了企业的披露特征!因此同属于分类标准层'

'

f

&

*本体层

本体层针对特定的财务报告领域!提供该领域的共同认

知!是共享概念及其之间关系的形式化规范说明' 构建本体层

主要包括%

H$财务报告信息术语' 这是本体层创建的基础!包含构

建本体层所需要的比较全面的术语列表!由程序提取与人工判

断相结合来完成' 分类标准的标签链接库提供人工可读的标

签信息!通过程序抽取标签!并以此作为基础的术语列表' 但

由于相同的财务概念在不同的分类标准的语法表示可能不同!

需要熟悉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的领域专家作进一步的修订'

K$定义类和类层次' 这包含了本体中所有的类!并以层

级方式展示类之间的层次' 与 2\5定义层级的方式不同!

2345将层级关系存储在展示链接库!采用 25FB] 语法表示'

本文即以分类标准中的展示链接库为基础!表达类之间的继承

关系' 图 $ 是财务报告类层次的组成部分!由,财务报告-元

素逐级展开'

图 $*财务报告类层级

A$定义类的属性以及类之间的关系' 2345技术规范直

接定义了 N?IFE@CQN?&KHMHBA?&=QN?&F@&8:K8=F=:=FEBUIE:N&BHO?&

HK8=IHA=&BFMMHKM?八个属性!同时标签链接库和引用链接库的信

息同样可以类的属性方式表达' 最终定义了类的十个属性'

另外类之间包括逻辑&计算等的关系也应当予以充分描述'

'

f

'

*转换层

以领域本体为基础!对 2345信息进行语义标注!转换层

作为连接2345信息与领域本体的纽带!在整个模型当中处于

核心地位!转换层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2345财务报告的转换

效果' 其核心内容是分类标准与领域本体之间的映射规则'

不同的标准在对财务报告分解的思路并不完全相同!这使

得分类标准在信息的选择&分类&粒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造

成两者在语义方面存在差异' 信息元素会存在多种语义关系!

包括等价&包含&被包含&交叉&无关等' 因此在进行财务信息

元素映射时!会存在多种映射情况!包括一对一&一对多&多对

一&一对零等' 以下给出映射规则的形式化定义%

定义 #*分类标准与领域本体之间的映射是指给定一份

分类标准6和一个本体领域B!6到B的映射,是由四元组作

为元素构成的一个集合!可以写成.F@!$!(!I?M/的形式' F@ 是

该映射的标志符!用于唯一标志该四元组#$和(分别为6和B

中的元素!且满足,"$$ a(#I?M描述 $和 (之间的关系!包括等

0&&'$0 计 算 机 应 用 研 究 第 $" 卷



价&包含&被包含&计算等关系' 同理!B到 6的映射 + 可由类

似的四元组来表达'

映射规则的提取与本体层的构建一并进行!并且提取时还

需要分析不同分类标准的语法规则!本文以 2\5格式对映射

关系进行存储'

'

f

(

*数据层

该层包含企业依据分类标准披露的2345报告实例!是基

于分类标准层中的特定分类标准所构建的' 依据转换层中对

应的映射规则!结合各分类标准的语法描述!最终完成各报告

实例之间的相互转换' 以下对数据成功转换进行相应的定义%

定义 !*假设源分类标准6

#

与目标分类标准6

!

进行数据

转换!对于6

#

中的元素 $

#

!如果存在目标分类标准元素 $

!

!以

及本体元素(!使得,"$

#

$ a(!+"($ a$

!

同时成立!则称$

#

能够

转换成功'

2345财务报告转换模型还需要对变动作出及时反应!能

够对各层级进行动态更新!提高 2345财务报告转换的准确

性' 当分类标准层发生包括新增&废除&修改等变动时!需要会

计人员进行专业判断!在此基础上分别对本体层的领域本体和

转换层的映射规则进行调整'

(

*

"#$%

财务报告转换应用

(

f

!

*财务报告转换对象

由于历史发展的缘故!我国的财务报告领域存在两个不同

的2345分类标准!分别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的分类

标准"g7HBP7HFg=EA] XVA7HBP?=HVEBEOQ!ggXdC$与财政部的分

类标准"\FBF8=IQEL[FBHBA?=HVEBEOQ!\_[dC$' 它们在语义表

达&语法结构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而信息处理的要求又提出标

准之间互操作的必要性' 其中 \_[dC是一部国家级标准!并

且在它颁布之后!上交所原有的分类标准 ggXdC并没有废止!

仍在继续使用' 同一个企业就有可能根据不同的监管要求报

送多种2345财务报告!从而增加企业的披露成本' 并且两种

2345财务报告并未形成交互!造成了彼此数据的割裂!极大

地降低了2345财务报告的报送效率' 未来随着\_[dC的进

一步推广!它将会是国家网络财务报告的统一技术标准!就有

必要考虑将上交所历史 2345财务报告转换成国家标准' 因

此本文以 ggXdC和\_[dC为例!对 2345财务报告转换模型

进行应用研究'

(

f

&

*财务报告领域本体

分类标准层中包含 ggXdC和 \_[dC!本文在此基础上使

用DIE=hPh$>&>) 软件创建财务报告领域本体!分别按照以下

的步骤进行操作%

H$从分类标准层中的 ggXdC和 \_[dC中提取财务报告

信息术语!这一过程获得了比较全面的术语列表' 由于暂未获

得分类标准层中的企业自定义分类标准!企业自定义信息术语

有待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扩充'

K$\_[dC具有更高的国家权威性!因此本文选择在\_[dC

的基础上!定义财务报告领域的类及类层次' 对于 ggXdC的

元素来说!如果\_[dC中存在元素与其语义一致!则不需要重

新定义本体类#反之!则需要定义新的类' 例如!尽管 ggXdC

的元素,存货跌价准备合计余额-与\_[dC的元素,存货跌价

准备-名称有些不同!但语义一致!实质相同!因此不再专门为

ggXdC元素,存货跌价准备合计余额-定义本体类' 同时!以

\_[dC的展示链接库为基础!定义类之间的层次' 图 & 显示

了财务报告附注的固定资产部分本体类及类层次'

图 &*固定资产部分本体类

A$依据前文所述!本文首先定义了类的十个属性' 同一

类在不同的分类标准的语法表示可能不同!需要对此进行比较

分析!并在类属性中唯一确定'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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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规则生成

#$语法解析*由于 ggXdC与 \_[dC的语法表示存在差

异!因此映射关系的建立还应对语法加以区分' 两者的主要差

异在于对一类彼此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并且无法穷尽的数

据进行定义时!ggXdC采用元组"=:NM?$语法规则!而\_[dC则

是维度"@FO?B8FEB$规则'

表 # 反映了财务报告附注中其他流动资产的信息' 由于

每个企业的其他流动资产项目都不相同!并且事先无法定义完

全!只能以可扩展的方式进行定义#同时其他流动资产的,项

目名称-,期末数-,期初数-都是高度关联的!因此需要在分类

标准中定义它们之间的关系'

表 #*其他流动资产

项目名称 期末数 期初数

**ggXdC定义一个元组元素,其他流动资产明细-将,项目

名称-,期末数-,期初数-联系起来' 而\_[dC并不是这么定

义的!它以,项目名称-作为描述其他流动资产的角度!定义为

维度成员!而将,期末数-,期初数-定义为表格的行项目' 同

时\_[dC将维度规则的应用范围进行扩大!并不局限于上述

的情况' 在定义表格时!\_[dC普遍采用维度规则!即是以某

种视角"维度$来描述表格信息' 这一语法差异使得 ggXdC和

\_[dC定义信息元素的方式不同"所用的元素数量也可能不

同$!同样在映射规则中加以区分和反映'

!$映射规则*本文以 ggXdC向\_[dC转换为案例!需要

创建 ggXdC到财务领域本体的映射!以及财务领域本体到

\_[dC的映射!从而完成源分类标准到目标分类标准的转换'

其中 ggXdC和 \_[dC元素之间的关系包括%H$当 ggXdC和

\_[dC元素同时与本体元素等价时!尽管元素名称有些不同!

仍视为一对一!可直接转换#K$当 ggXdC和\_[dC元素至少有一

方与本体元素不等价时!如存在包含&被包含&计算等关系时!

类似的关系同样需要写入映射关系中#A$当 ggXdC和 \_[dC

元素至少有一方与本体元素无关时!则不能进行数据转换'

经过反复比对!本文建立 ggXdC与 \_[dC各类之间的关

系"包括一般1特殊&汇聚&计算等关系$!这能进一步提升

ggXdC向\_[dC的数据转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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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结果分析

基于构建的财务报告领域本体和映射规则!本文以 !"##

年上市公司提交上交所的2345报告实例作为实验对象!研究

将其转换为\_[dC格式' 由于金融&保险业选用的分类标准

与其他行业明显不同!因此剔除该行业的样本!最终剩余 1"!

个2345报告实例!分属于 #! 个门类!作为本文数据转换的样

本' 同时!财务报告包括财务报表&报表附注等内容!而企业的

差异主要在附注中呈现出来!ggXdC向 \_[dC的转换重点和

难点也在报表附注信息上' 本文进一步选择 ggXdC中的 +" 个

附注项目作为转换对象'

通过团队自行设计开发的 ,HJH转换程序对 2345财务报

告转换模型进行测试!对上交所的2345报告实例进行批量转

换' 每一份2345报告实例采取如下的处理过程%

输入%具体上交所2345报告实例!如中国石化的报告实

例WTd'"""!)>ggdU3"#"#d!"##%#!%$#>VOM'

输出%符合财政部分类标准规范的2345报告实例'

#$加载并解析该企业的2345报告实例'

!$提取该报告实例的 +" 个附注项目数据'

$$对于上交所项目 88?d=!解析 2\5映射文件!选择相应

的数据转换规则' 如果存在财政部元素 OELd=!以及本体元素

(!使得,"88?d=$ a(!+"($ aOELd=同时成立!则可对项目数据

进行转换' 根据映射的类型!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H$当 ggXdC和\_[dC元素同时与本体元素等价时!直接

转换'

K$当 ggXdC与\_[dC元素是一对多类型时!需要在对具

体企业的2345报告实例转换过程中!依据会计人员的专业辅

助判断或者其他辅助信息!对 ggXdC元素的数据进行分析'

如有\_[dC等价元素则判定转换成功!否则为不成功' 例如!

ggXdC中关于应收利息的信息仅定义一个含义更广泛的,应收

利息项目-元素!而\_[dC则将应收利息的情况具体化!分别

是,国债应收利息-,公司债应收利息-和,其他债应收利息-'

在具体企业的2345报告实例转换过程中就需要会计人员判

断\_[dC的,应收利息项目-对应 \_[dC中的哪一类!选择

相应的类别进行操作'

A$当 ggXdC元素和\_[dC是多对一类型时!需要分情况

进行处理' 在将 ggXdC中多个元素的数据转换到 \_[dC的

一个元素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对元素的自定义&计算&组合等'

"H$当\_[dC元素含义更广!并且 ggXdC仅是\_[dC元素的

特殊情况时!可以进行直接转换' 例如!ggXdC中的,国家资本

金-元素!\_[dC中并未直接定义相应的元素!而是定义了粒

度更大&含义更广泛的元素,资本公积项目(O?OK?I)-!这属于

多对一的匹配类型' 在具体报告实例转换过程中!可以将,国

家资本金-的数据以自定义的形式转入到 \_[dC格式中'

"K$当元素存在会计勾稽关系时!则应当依据相应的勾稽关系

进行计算' 例如!ggXdC分别定义了,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增加

数-和,固定资产累计折旧计提数-!\_[dC仅定义,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本期计提-' 通过会计判断!它们之间属于多对一

映射关系!同时满足计算公式%,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本期计提

a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增加数 i固定资产累计折旧计提数-'

此时就可通过相加计算来进行转换' "A$当 ggXdC与 \_[dC

元素不存在特殊和一般关系!并且元素不存在勾稽关系时!可

以采用简单的字符累加'

@$当 ggXdC元素是一对零类型时!则判定为转换不成功'

例如!ggXdC中定义了,应收账款金额前五名单位情况-的相关

元素!而在\_[dC中并未定义' 这种情况下无法将这一上交所

2345财务信息转换成功!转换过程就会发生信息损失'

&$最后根据\_[dC的语法规则!生成 \_[dC报告实例'

同时记录成功转换数'

在数据转换过程中!将映射规则写入2\5文档!以使得能

够完成自动化转换!但仍然需要一部分的财务领域专业判断'

各行业2345报告实例转换的统计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转换结果描述性统计

行业及行业代码 最小值Gj 最大值Gj 平均值Gj 样本数

/农&林&牧&渔业 ('>() +)>#$ '$>#' !"

3采掘业 (&>"' +)>)" '#>++ $$

W制造业 (">$1 +&>$# '#>+# &+!

Y水电煤气生产业 (">+' ')>+# '">)1 &+

X建筑业 (#>+& '(>!$ '">&1 !)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1 (!

U信息技术业 ((>$' '1>)) '#>+! &!

-批发和零售贸易 (#>1& +$>(" '!>&# '1

,房地产业 (+>!) ')>$& '#>(1 '(

k社会服务业 ()>#" +!>#) '!>#) !!

5传播与文化产业 (1>&) ''>+! '!>+1 #'

\综合类 ('>#$ ''>'# '">+! $'

**根据转换结果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各行业的转换成功

平均值都较为接近!都在 '"j以上' 其中北矿磁材"公司代

码%'""1)"$的转换成功率最小!为 (">$1j#中国石化"公司代

码%'"""!)$的转换成功率最高!为 +)>)"j' 同时行业内的差

异也较小' 这说明该数据转换方法具有一定的效率性和稳定

性!适应于各行业的报告转换' 同时比较了基于领域本体的数

据转换映射与简单的一对一映射的转换成功率' 仅采用一对

一映射!而不充分挖掘 ggXdC和 \_[dC之间的关系时!全样

本的转换成功率为 (&>((j!而基于领域本体的转换成功率为

'#>'+j!在各行业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如图 ( 所示'

图 (*不同映射类型的转换成功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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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扩展分类标准

数据转换结果显示平均能够成功转换 '"j以上的数据!

而未来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黄长胤等人(##)研究发现!以财

政部通用分类标准为披露基础!公司自愿性披露的元素比重较

大!可达到总披露元素的 &'>'(j' 这表明目前的 \_[dC无

法满足企业正常的披露需求!还需要进一步制定行业扩展分类

标准' 未来随着财政部颁布更多的行业扩展标准!还将更新转

换层中的映射规则!ggXdC到 \_[dC的转换率也将进一步提

高!这有待未来研究进行完善'

)

*结束语

尽管2345已经成为财务报告的最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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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关系%UWg算法的性能优于 ZgW_算法!ZgW_算法的性

能优于\\/g算法' 由此可以得出%UWg 算法在求解 .Eg 感

知的云服务优化组合时!具有较强的搜索能力和较快的收敛速

度!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

)

*结束语

本文通过人类社会群体智能的演化过程!设计了一种新型

的混合仿生智能优化算法 UWg' 该算法具备协同演化的三层

空间' 首先由基于遗传算法的微观层为中间层输送具备优良

基因的个体!位于中间层的个体基于改进的社会认知算法执行

学习演化过程!并提取中间层群体中的知识到信仰空间!通过

知识的积累沉淀!形成文化并指导群体的演化' 然后用 UWg

算法对.Eg感知的云服务优化组合问题进行了求解!通过模

拟实验验证了 UWg 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设计的 UWg 算法具有较好的性能!并且可以用来求解其

他离散型组合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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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但使用不同2345分类标准进行信息披

露将不便于财务数据转换' 随着分类标准数量的增加!2345

财务报告转换的问题会更加突出' 统一的财务报告领域本体

能促成对财务概念的认知达成共识!为不同的2345分类标准

提供本体基础!从而可以从根本上提高财务信息在不同的

2345分类标准之间的转换效率' 本文通过构建财务报告领

域本体!为财务报告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信息模型' 进而通

过建立领域本体与分类标准之间的映射规则!实现2345财务

报告的数据转换' 本文对国内的 2345分类标准进行应用验

证!数据转换结果显示该方法是可行的' 未来将考虑吸纳其他

国家的分类标准!进一步更新财务报告领域本体库!完善映射

规则!促进财务信息在国际间的交互作用!同时提高财务报告

的披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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