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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XBRL 的财务信息标准博弈分析 

赵现明 1，张天西 2，孙晓东 3 

(1、2、3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52) 

 

摘要：XBRL 是一种基于 XML 语言，通过对信息的标准化过程来节约交易成本的新型信息技术。本文运用两阶段斯塔克伯格

博弈模型研究了 XBRL 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扩散问题，分析了 XBRL 技术标准的采用对主体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交易价格、交易

量、市场份额以及利润的影响。结果表明：当部分利益相关者采用 XBRL 时，主体企业的总交易量变大；采用者的交易价格

变高，交易量变大，市场份额增大，当采用者数量较少时利润减少，而当采用者数量足够多时利润增加；对于未采用者来说，

交易价格变小，交易量变小，市场份额缩小，利润总额降低。对于主体企业来说，部分采用而不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都采用

XBRL 技术标准才是最佳结果，也就是存在最优的采用者数量使得主体企业在 XBRL 技术扩散中获得最大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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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可扩展企业报告语言（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 XBRL）是一种开放式的不局限于特定

操作平台的国际标准，通过它可以实现财务和商业报告数据及时、准确、高效和经济的存储、处理和交流
[1]。2008年10月17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2]投票通过决议，强制上市公司在未来三年内逐步完成

XBRL年报的报送工作。XBRL作为公开的信息标准，可以将传统的财务报告格式转化成计算机可读的格式，

具有潜在的提高信息的传播速度和精确性的作用。因此，XBRL技术的运用将有效提高企业财务信息传播

的效率，并降低财务信息的传播成本以及投资者和其他相关利益者信息使用的成本[2]。随着全球化经济和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特别是网络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技术的运用大大缩短了交易的时间，降低

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样加剧了市场主体对利益相关者信息的需求。Kernan[3]认为，

XBRL的优势在于能够潜在地提高公司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得性，从而为公司治理和运营节约交易成本。

这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威廉姆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是一致的。 

当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特定行业产生新标准时，企业将决定是否采用新的技术标准，同时希望其利益相

关者（Stakeholders）也能够做出相应的决策。在理想的情况下，由于存在新旧不同技术标准的兼容性和网

络外部性问题，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都采用相同的新技术标准时，将能够达到最优的帕累托均衡

（Pareto-equilibrium）[4]。然而，在存在网络外部性和正反馈的现实经济环境中，企业之间的相互博弈，有

可能导致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和锁定现象（Lock-in）。已有的商业文档对不同的数据定义了不同的

标准，为新技术标准的采用制造了障碍[5]。当主体企业（比如上市公司）及利益相关者都知道新技术标准

的优势以及各自的偏好时，由于博弈过程开始的方式不同，从而将产生非帕累托最优的结果，也就是新的

技术标准没有完全能够取代旧的技术标准。大量研究发现，一般情况下，利益相关者在某一信息技术标准

化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困境[6-9]。由于XBRL技术标准的采用会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因此主体企业在

XBRL的引入和扩散过程中面临多方面的困难。Krechmer[10]研究发现在XBRL标准创建者、实施者和使用

者之间会产生固有的冲突。另一个在XBRL标准化过程中的挑战是，现阶段XBRL标准的弹性比较大，同时

由于政府和社会不同方面的影响，会有持续不断的利益相关者涌入，影响XBRL标准化的实施[11]。 

当前学术界关于 XBRL 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数据和技术层面，包括数据认定、数据运用以及数据的可靠

性和有效性等。针对 XBRL 标准数据的可靠性，Plumlee[12]研究了如何对 XBRL 技术标准下产生的信息数

据进行认定。Farewell[13]研究了如何让使用者迅速的理解和运用 XBRL 技术。Zarowin[14]讨论了 XBRL 技

术标准如何对现有的信息数据和信息技术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现有的信息系统，最终实现信息数据的

自动化和透明化。目前，关于 XBRL 技术标准的扩散问题，还没有发现相关的研究。因此，本文研究了主

体企业已经实施 XBRL 标准后，XBRL 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引入和扩散问题。基于两阶段斯塔克伯格博弈，

讨论了 XBRL 的采用对主体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交易价格、订货量、市场份额以及利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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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益相关者引入 XBRL 技术前的博弈 

下面首先分析主体企业实施 XBRL 信息技术标准，而利益相关者没有采用时的市场结构和均衡结果，

并将其作为基准(Benchmark)分析和讨论利益相关者采用 XBRL 后的博弈结果。假设市场上存在一个主体

企业 A，即斯塔克伯格博弈的领导者；存在 n 个利益相关者 iS , {1,..., }i N n∈ = ，即斯塔克伯格模型的追

随者。假定 n 个利益相关者生产同质的产品，销售给主体企业 A，并由主体企业统一对外销售。我们对企

业的需求和成本做如下假设： 

（1）市场上对主体企业最终产品的需求函数为 ( )W x a bx= − 。其中， x 为产品数量，a 和b 都是正

数。 

（2）利益相关者 iS 具有共同的成本函数
2( , ) ( )i i i ic x v d v xϕ= + 。其中，d 是 iS 的固定生产成本； ix 是

iS 销售给主体企业的产品数量； ( ) 0ivϕ > 为成本系数，是生产率 iv 的严格增函数。不失一般性， 我们以

生产率递增的方式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编号和引入，即 1 2 nv v v≤ ≤ ≤… 。 

（3）Meier 和 Chismar[15]认为，新信息技术标准的采用可以潜在的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假设

企业在没有采用 XBRL 之前，每单位中间产品的成本相对采用该技术标准时增加θ ，并且满足 a θ> 。 

在利益相关者没有采用 XBRL 技术时，主体企业 A与 iS 进行斯塔克伯格博弈。对于利益相关者 iS ，

在给定中间价格 ip 时的最优利润满足： 

( , ) max{ ( , )}i i i i i ip v p x c x vπ ≡ −   （1）                  

对（1）一阶求导等于零可得到利益相关者 iS 的产品供给数量： 

( , )
2 ( )

i
i i i

i

px p v
vϕ

=               （2） 

因此，其利润为 

2

( , )
4 ( )

i
i i

i

pp v d
v

π
ϕ

= −            （3） 

对于主体企业 A来说，由于利益相关者没有采用 XBRL 而使得其成本增加了θ ，其利润函数为： 
0

0, 1

( )

max { ( ) {[ ( , ) ] }}
i

n

i i i ix i N i

V

xW x p x v xθ
≥ ∈

=

Π

≡ − +∑
  （4）  

其中， 1( ,..., )nV v v= ，
1

n

i
i

x x
=

≡ ∑ 。 

对（4）中的总交易量求一阶导数并等于零，满足 

0 02 4 ( ) 0i ia bx v xϕ θ− − − = ， i N∀ ∈  

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决策结果，主体企业对利益相关者 iS 的最优中间价格和交易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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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2( ) ( )

2i
a bxp x p x θ− −

= =      （5） 

02( , )
4 ( )i i i

i

a bxx p v
v

θ
ϕ

− −
=             （6） 

由于， 

0
0

1 1

2( , )
4 ( )

N N

i i i
i i i

a bxx x p v
v

θ
ϕ= =

− −
= =∑ ∑  （7） 

所以， 

0 ( )
2(2 )

ax
b

φ θ
φ

−
=

+
              （8） 

0

2i
ap

b
θ
φ

−
=

+
                 （9） 

0

2 ( )(2 )i
i

ax
v b

θ
ϕ φ

−
=

+
          （10） 

其中，
1

1
( )

n

i
i

vφ ϕ −

=

≡∑ 。 

最终，利益相关者 iS 和主体企业的最优利润分别为： 

2
0

2

( )
4 ( )(2 )i

i

a d
v b

θπ
ϕ φ

−
= −

+
     （11） 

2
0 ( )

4(2 )
a

b
φ θ

φ
−

Π =
+

             （12） 

对于利益相关者 iS 来说，市场份额取决于自身的成本系数 ( )ivϕ 和成本系数函数φ值的大小，即 

0 1
0

0

( )i i
i

x vMS
x

ϕ
φ

−

= =          （13） 

3 利益相关者引入 XBRL 技术后的博弈 

3.1 基本模型 
    下面分析在主体企业采用 XBRL 后，采用该技术的利益相关者数量对市场结构和均衡结果的影响。在

此，同样采用和基准分析一样的斯塔克伯格博弈模型。假设利益相关者中有m 个企业采用了 XBRL，而剩

余 N m− 个利益相关者没有采用。采用 XBRL 的利益相关者集合为M ，没有采用 XBRL 的利益相关者集

合为 K 。 
对于主体企业而言，决策结果需要满足利润最大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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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max{ ( ) ( , )

                 [ ( , ) ] }

i i i i
i M

k k k k
k K

M V xW x p x v x

p x v xθ
∈

∈

Π ≡ −

− +

∑

∑
（14） 

其中， ( , ) 2 ( )i i i i ip x v v xϕ= 。 

为了得到唯一的内生解，我们假设2( ) 0a bθ θφ− − > ，并对（14）中的变量 x 一阶求导等于零，得： 

2 4 ( ) 0

2 4 ( ) 0

N e
i i

N ne
k k

a bx v x i M

a bx v x k K

ϕ

ϕ θ

⎧ − − = ∀ ∈⎪
⎨

− − − = ∀ ∈⎪⎩
（15） 

其中，e和 ne分别代表采用 XBRL 新技术标准的利益相关者和没有采用的利益相关者。求解（15）得： 

2
4 ( )

2
4 ( )

N
e
i

i
N

ne
k

k

a bx x
v

a bx x
v

ϕ

θ
ϕ

⎧ −
=⎪

⎪
⎨

− −⎪ =⎪⎩

             （16） 

因为， 

2
4 ( )

2
4 ( )

N
e ne
k

k N M k N Mk
N

e e
i

i M i Mi

a bx x x
v

a bx x x
v

θ
ϕ

ϕ

∈ − ∈ −

∈ ∈

⎧ − −
= =⎪

⎪
⎨

−⎪ = =⎪⎩

∑ ∑

∑ ∑
（17） 

所以， 

2 2
4 ( ) 4 ( )

N e ne

N N

i M k N Mi k

x x x
a bx a bx

v v
θ

ϕ ϕ∈ ∈ −

= +

− − −
= +∑ ∑

  （18）  

 简化（18），得到主体企业 A的最优交易量： 

2(2 )

K
N ax

b
φ θφ

φ
−

=
+

                    (19) 

其中，
1( )K

k
k K

vφ ϕ −

∈

≡ ∑ 。 

将
Nx 代入（16），并且 ( , ) 2 ( )i i i i ip x v v xϕ= ，得到采用者和未采用者的中间价格分别为： 

2
2(2 )
2( ) ( )

2(2 )

K
e
i

K
ne
k

a bp
b

a bp
b

θφ
φ
θ θ φ φ

φ

⎧ +
=⎪ +⎪

⎨
− − −⎪ =⎪ +⎩

   （20） 

    随着 K 减少，即采用 XBRL 技术标准的利益相关者数量的增加，采用者与主体企业之间的交易价格

将会降低；而未采用者与主体企业之间的交易价格将会增加。又因为， 

2
2(2 ) 2

e ne
k k

bp p
b

θ θφ θ
φ

+
− = =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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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数值
2
θ
为主体企业对采用 XBRL 技术标准利益相关者的补贴值。 

将
Nx 代入（16），得到采用者和未采用者的最优供给量分别为： 

2
4 ( )(2 )

2( ) ( )
4 ( )(2 )

K
e
i

i
K

ne
k

k

a bx
v b

a bx
v b

θφ
ϕ φ

θ θ φ φ
ϕ φ

⎧ +
=⎪ +⎪

⎨
− − −⎪ =⎪ +⎩

     （22） 

将（22）中各式分别除以
Nx 得到市场份额分别为： 

1
0

1
0

( )2

( ) (2 2 )

( )2( ) ( )

( ) 2( )

K
e i
i iK

i

K
ne k
k kK

k

va bMS MS
v a

va bMS MS
v a

ϕθφ
φ φϕ φ θ
φ

ϕθ θ φ φ
φ φϕ φ θ
φ

−

−

⎧ +
= > =⎪

⎪ −
⎪
⎨

− − −⎪ = < =⎪
−⎪

⎩

    在没有采用 XBRL 技术标准之前，利益相关者的市

场份额取决于利益相关者整体的生产率φ和自身的生产率 ( )ivϕ 。当部分利益相关者采用 XBRL 技术标准

后，单个利益相关者的市场份额会随之发生变化。对于没有采用 XBRL 技术标准的利益相关者，市场份额

会随之下降，小于采用 XBRL 之前的市场份额；而采用 XBRL 技术标准的利益相关者市场份额则会增加，

大于采用 XBRL 技术标准之前的市场份额。这是因为 XBRL 技术标准本身降低了单位产品的成本，增加了

采用者的市场竞争力，最终提高了采用者的交易量，增加了市场份额。 
最后，将（20）和（22）带入收益函数，得到采用者和未采用者的利润分别为： 

2

2

2

2

[2 ]
16 ( )(2 )

[2( ) ( )]
16 ( )(2 )

K
e
i

i
K

ne
k

k

a b d
v b

a b d
v b

θφπ
ϕ φ

θ θ φ φπ
ϕ φ

⎧ −
= −⎪ +⎪

⎨
− − −⎪ = −⎪ +⎩

（23） 

随着采用 XBRL 技术标准的利益相关者数量的增加，即 N k− 增加，采用 XBRL 的利益相关者利润增

加，而没有采用的利益相关者利润将减少。 

4 比较讨论 

(1)价格的比较 
通过比较利益相关者引入 XBRL 技术标准前后博弈分析的结果，等式（9）和（20），可以发现： 

0 2 0
2(2 )

K
e

i i
bp p
b

θ θφ
φ

− −
− = <

+
 

0 ( ) 0
2(2 )

K
ne

k k
bp p

b
θ φ φ

φ
−

− = >
+

 

也就是说，与利益相关者引入 XBRL 之前的博弈结果相比，当有部分利益相关者采用 XBRL 技术标准

时，采用者的交易价格变高，而未采用者的交易价格会变低。这可以理解为主体企业对采用 XBRL 的利益

相关者提供了补贴，而对拒绝采用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惩罚。 
(2)交易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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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等式（10）和（22）以及
Nx ，由于

Kφ 小于φ，所以 

0 ( ) 0
2(2 )

K
Nx x

b
θ φ φ

φ
−

− = <
+

 

0 2 0
4 ( )(2 )

K
e

i i
i

bx x
v b
θ θφ

ϕ φ
− −

− = <
+

 

0 ( ) 0
4 ( )(2 )

K
ne

k k
k

bx x
v b
θ φ φ

ϕ φ
−

− = >
+

 

也就是说，当有部分利益相关者采用 XBRL 技术标准时，主体企业的总交易量大于利益相关者采用

XBRL 之前的总交易量；与采用 XBRL 之前的博弈相比，当部分利益相关者采用 XBRL 技术标准时，采用

者的交易量变大，而未采用者的交易量变小。 
此外，在部分利益相关者采用 XBRL 时，对于任意特定利益相关者来说，由于 

2
4 ( )(2 )

e ne
i i

i

bx x
v b
θ θφ

ϕ φ
+

− =
+

 

所以，该利益相关者在采用和未采用 XBRL 时的交易量之差，独立于采用者数量。也就是说，不管有

多少利益相关者采用 XBRL，相对于不采用来说，采用 XBRL 提高的潜在交易量不会改变。 
(3)利润的比较 

比较等式（11）、（12）和（23）得到采用前后企业的利润差别为： 

0
2

( 2 )(4 2 )
16 ( )(2 )

K K
e

i i
i

b a b
v b

θ θφ θ θφπ π
ϕ φ

− + − −
− =

+
 

令
0 0e
i iπ π− = ，得 1

2K

b
φ = ， 2

4 2K a
b

θφ
θ
−

= 。由于 a θ> ,所以 1 2
K Kφ φ< ；由于 2( ) 0a bθ θφ− − > ，

所以 2
N Kφ φ< 。因此，当 1 ,k K Nφ φ φ⎡ ⎤∈ ⎣ ⎦时，也就是采用者数量较少时，

0e
i iπ π< ；当 )10,k Kφ φ⎡∈ ⎣ ，也就

是采用者数量较多时，
0e

i iπ π> 。这是因为，最初采用 XBRL 技术标准的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成本和风险

大于后采用者。随着采用者数量的不断增加，XBRL 标准的采用及其维护成本降低。所以，当采用 XBRL
技术标准的利益相关者数量逐渐增多时，采用者的利润呈现一种先减少后增加的特征，如图 1 所示。 

2
4 2K a

b
θφ

θ
−

=

1
2K

b
φ =

Kφ0 Nφ

0 e
i iπ π−

2a
bθ

2

(4 2 )
8 ( )(2 )i

a
v b
θ θ

ϕ φ
− −

+

2

2

( )
4 ( )(2 )i

a
v b

θ
ϕ 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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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采用者数量对采用 XBRL 利益相关者利润的影响 

 
此外， 

0

2 2

2

[2( )] [2( ) ( )] 0
4 ( )(2 )

ne
k k

K

k

a a b
v b

π π

θ θ θ φ φ
ϕ φ

−

− − − − −
= >

+

 

也就是说，当有部分利益相关者采用 XBRL 技术标准时，未采用者的利润总是低于采用 XBRL 之前的

均衡利润。 
在部分利益相关者采用 XBRL 之后，主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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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存在最优的
Kφ ，即存在最优的 K ，使得

主体企业获得最优利润。也就是说，对于主体企业而言，在利益相关者采用 XBRL 技术标准时，不是所有

的利益相关者都采用 XBRL 时才是最优的，而是存在最优的采用者数量（即部分采用时）使得主体企业获

得最大利润。换句话说，当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加入 XBRL 系统后，虽然所有的采用者都提高了利润。但

在这种情况下，主导企业却无法得到最大利润，最终导致可能使得主导企业主动削减利益相关者数量。 

5 结论 

本文基于斯塔克伯格博弈，研究了 XBRL 技术标准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扩散问题。分析了 XBRL 技术

标准的采用对主体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交易价格、交易量、市场份额以及利润的影响。结果显示，采用 XBRL
技术标准的利益相关者，在交易价格、交易数量以及最终利润上都优于没有采用 XBRL 技术标准的利益相

关者。对于利益相关者来说，与采用 XBRL 之前相比，采用者的交易价格变高，交易量变大，市场份额增

大；当采用者数量较少时利润减少，当采用者数量较多时利润增加。对于未采用者来说，交易价格变小，

交易量变小，市场份额缩小，利润降低。研究发现，对于主体企业来说，存在最优的采用者数量，即不是

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采用 XBRL 时才能获得最大利润。 

由于采用者总能获得比未采用者更高的利润，最终的结果将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采用 XBRL，但主

体企业会因此无法获得最大利润。所以，市场的最终结构可能会由于 XBRL 技术的引入，使得利益相关者

的数量减少。这与 Kelleher[16]对新技术引入对市场结构变化影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面对上述结果，监管部门作为现阶段 XBRL 标准的主要推动者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强制采用或者

对主体企业进行补贴。从强制采用方面，虽然无法调动主体企业的积极性，但是可以通过强制所有公司采

用 XBRL 标准实现 XBRL 标准带来的规模效应，例如通过增强信息的可靠性、相关性等提高财务信息的质

量等；从对主体企业进行补贴方面，可以提高主体企业采用 XBRL 标准的积极性，通过市场的方式完成

XBRL 标准的扩散，但是由于企业有规避风险的动机，同时后采用 XBRL 标准的企业可以向先采用的企业

学习，降低采用成本，因此在补贴的形式下，市场中会存在观望情绪，从而不利益 XBRL 标准的扩散。综

上所述，监管部门可以同时采用上述两种方式实现 XBRL 标准的有效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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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XML language, XBRL is a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ich can reduce transaction cos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standardiz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XBRL standardization diffusion among the stakeholders based on 

Stackelberg model. We analyze the adoption effects of XBRL on the main firm’s as well as its stakeholders’ transaction prices, 

trading volumes, market shares and profit.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re are part of stakeholders adopting XBRL, more trading 

volumes of the main firm will be realized. Transactions price, trading volume and market share of adopters will increase. When the 

number of early adopters is less, the profit of adopters will decrease; however when the number of adopters is large enough, the profit 

will increase. In contrast, the transactions price, trading volume, market share and profit will decrease for the stakeholders who did 

not adopt XBRL. An interesting outcome we found is that a partial adoption by the stakeholder base is optimal for the main firm. 

That is, there is an optimal number of adopters for the mail firm to obtain the maximization of profit. 

Keywords: XBRL; Information standardization; Stakeholders; Stackelberg game; Equi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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