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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化标准化赋能效应，大力推进标准化改革创新，推动构建高质量发展的证券期货

业通用基础标准体系，促进标准化与证券期货业的深度融合，助力证券期货业数字化转型和

升级，特制定本规划。规划期限为 2022-2025 年。

1 总体目标

以《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证券期货业科技发展“十四五”规划》为引领，

以推动证券期货业数字化转型和升级为中心，提高行业通用基础标准化工作水平，完善优化

分类和编码治理体系，增强编码治理效能，提高行业术语和符号规范性和一致性，构建高质

量发展的证券期货业通用基础标准体系。

力争到 2025 年，形成完善合理、科学规范、全面协调和拓展性强的证券期货业通用基

础标准体系；标准化工作机制更加合理高效，标准的制定适应行业和市场业务的需求和发展，

通用基础领域标准研究持续加强；行业编码等标准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得到进一步推进；行业

编码治理效能得以提高，行业术语规范性不断提升，通用基础标准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2 总体要求

本规划用于指导证券期货业通用的术语、代号、符号、分类、编码等基础领域标准化工

作。

通用基础领域标准化工作过程中，各相关单位和标准化工作者应充分理解本规划，参照

本规划制定的重点任务和方向，结合行业标准化现状及标准实际应用情况，有计划地推进标

准制定与实施工作。

3 基本原则

——夯实基础，专注服务。立足行业发展，围绕证券期货业通用基础领域，科学开展通

用基础标准化工作，深入挖掘行业通用基础标准化工作需求，提升行业标准技术水平，不断

提高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和时效性，服务行业标准化工作纵横发展，服务和推动行业创新

发展。

——标准引领，创新驱动。强化以通用基础标准服务行业标准化工作和行业规范发展为

核心，加强标准预研、标准制修订与行业发展紧密相连，提升标准化水平。创新标准化工作

管理机制，创新标准化工作服务模式，加大标准实施、监督和服务力度，提高标准化效益，

加速推进行业数字化转型，助力金融科技创新发展。

——多方共识，协同推进。加强标准化工作主体多元化，引导监管机构、经营机构、利

益相关方和社会广泛参与标准制修订和管理，形成导向明确、内容科学、实施高效的标准化

多方协同推进的新格局。

——协调配套，开放合作。坚持与各专业工作组标准协调发展，加强标准与法律法规、

政策措施的衔接配套，发挥通用基础领域标准的基础支撑作用。探索国内各标准化专业机构

间、国内外标准化专业机构间交流与合作机制，推动特色成果转化为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

4 规划设计方法

——掌握行业现状。全面了解行业通用基础领域标准制定现状，截止 2022 年 10 月，已

发布通用基础领域标准共计 10 项，包括：国家标准 5 项，行业标准 5项。标准修订中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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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中 2 项。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通用基础领域标准制定现状

序

号

分

类

标准编号/

计划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

类别

标准

状态

项目进

度

一致

性程

度

国际标准编号

工作指南（暂无）

分类和编码（现行：国家标准 5 项，行业标准 5 项；制定中：1项）

1
GB/T 21076—

2017

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国

际证券识别编码体系

国家

标准
现行 已发布 修改 ISO 6166:2013

2
GB/T 23696—

2017

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交

易所和市场识别码

国家

标准
现行 已发布 修改 ISO 10383:2012

3

GB/T 35964—

2018

/P2021015

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金

融工具分类（CFI 编码）

国家

标准

现行/

正在

修订

报批 等同

ISO

10962:2015/ISO

10962:2021

4
GB/T 39601—

2020

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金

融工具短名(FISN)

国家

标准
现行 已发布 等同 ISO 18774:2015

5
GB/T 39596—

2020
证券投资基金编码规范

国家

标准
现行 已发布

6

JR/T 0020—

2004

/P2021015

上市公司分类与代码
行业

标准

现行/

正在

修订

报批

7
JR/T 0086—

2012

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方编码

规范

行业

标准
现行 已发布

8
JR/T 0104—

2014

证券期货业非公开募集产

品编码及管理规范

行业

标准
现行 已发布

9
JR/T 0183—

2020
证券期货业投资者识别码

行业

标准
现行 已发布

10
JR/T 0219—

2021

证券期货业结算参与机构

编码

行业

标准
现行 已发布

11 P2021011
证券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

编码规范

行业

标准

制修

订中
送审

术语和符号（制定中：1 项）

12 P2020004 证券业登记结算核心术语
行业

标准

制修

订中
报批

——行业对比分析。对银行、保险行业的通用基础标准做了横向对比分析，为本规划提

供参考借鉴。

——充分调研需求。分析评估现状与法律法规、行业监管、业务发展以及利益相关方等

方面的标准需求。

5 问题与挑战

5.1 行业通用基础领域标准化支撑力度仍需加强

目前，证券期货业暂未制定与行业相对应的标准化工作指南，缺乏对证券期货业标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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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工作的针对性指导；同时，尚未建设行业术语体系和发布术语标准，无法有效促进行业

标准中术语的规范性和一致性；随着行业组织机构数量越来越多，类型越来越复杂，国际化

步伐越来越快，同时，业务和机构间数据交换日益增多，编码的类别和数量需求逐步增加，

需有效的编码治理体系来提高经营机构、监管机构等各参与方对于编码的理解以及系统间互

联互通的效率，实现精准的统计分析和监管，以促进行业数字化发展。

5.2 国家金融重大发展战略标准化重要性不断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

确要求，加快金融服务业国际化发展，推动中国产品、服务、技术、品牌、标准走出去。《关

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依法开展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工作，建立全国统一

的登记注册数据标准和企业名称自主申报行业字词库，逐步实现经营范围登记的统一表述；

建立公共信用信息同金融信息共享整合机制。《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 年）》指出，

建立协调一致、涵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数据治理体系，统一数据编码规则和接口规范，建设

企业级数据字典和数据资源目录。《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要求，深入参与国际

衍生品编码治理，促进我国金融市场交易报告数据要素标准与国际接轨；加快金融标准术语

数据库等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这对证券期货业标准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需要证券期货业标准发挥更大作用，要在重点、难点及热点领域实现标准的支撑引领作用，

提升标准化工作水平，推动证券期货业数字化转型，助力金融双向改革开放。

5.3 证券期货业标准化建设不断深化

《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指出，提升证券期货业数据治理水平，完善证券期

货业通用基础类标准。《证券期货业科技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明确将行业标准化建设深

化实施纳入了十四五期间发展目标，要推进证券期货行业标准体系日益健全，深化数字化转

型标准建设，推动行业数据接口的互联互通，防止技术垄断，降低信息壁垒，为行业数字化

转型向纵深发展夯实基础，支持资本市场改革创新与规范发展。随着证券期货业标准化建设

不断深化，需要通用基础领域标准化工作发挥更大的支撑作用。

6 重点任务

6.1 标准体系建设方面

持续加强顶层设计，深入开展证券期货业标准体系研究，按照结构合理、系统协调、科

学规范、覆盖全面、易于拓展的要求，建立并动态优化通用基础标准体系；研究纳入标准化

指导、分类和编码、术语和符号等基础国家标准，制定证券期货业标准化工作指南子体系、

分类和编码标准子体系以及术语和符号标准子体系，形成一套适应证券期货业改革发展需要

的通用基础标准体系。

专栏 1 标准体系建设专项

1.构建工作指南标准子体系

2.构建分类和编码标准子体系

3.构建术语和符号标准子体系



4

6.2 标准制定方面

6.2.1 分类和编码标准

以“唯一、实用、简明、兼容、可扩展”为基本原则，推动分类和编码标准现状和需求

分析，加强分类和编码标准顶层设计；针对部分编码存在的代码冲突、一码多编、编码规则

不一致等情况，深入开展研究编码治理体系研究，重点推进行业参与方、产品、业务分类和

编码标准的预研和制修订工作。

专栏 2 分类和编码标准化专项

1. 制定证券期货业参与方分类和代码标准

2. 制定证券期货业参与方编码标准，包括发行人、交易场所、监管机构和自律机构、中

介机构、从业和服务人员等参与方编码标准

3. 制定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编码标准，包括权益、集合投资工具、债务工具、权利、上

市期权、期货等金融工具编码标准

4. 制定证券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编码标准

6.2.2 术语和符号标准

加强术语和符号标准化研究，推动通用、证券、基金、期货等术语标准的预研和制定，

填补证券期货业术语标准的空白，推动行业术语规范性的提升和行业术语的统一。

专栏 3 术语和符号标准化专项

1. 制定证券期货业术语系列标准

6.3 工作指南编制方面

开展证券期货业标准化工作指南编制工作，为证券期货业组织和标准化工作者开展标准

化工作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帮助；持续更新和迭代证券期货业标准化工作指南，保证工作指南

适应性和易用性。

专栏 4 标准化工作指南编制专项

1. 制定证券期货业标准化工作指南

6.4 标准课题研究方面

以“实用性、前瞻性、创新性”为基本原则，持续推动和加强通用基础领域的标准化课

题研究，进一步优化分类和编码领域标准化顶层设计；扎实做好行业编码治理体系研究，分

析行业编码在编制、分配和应用等方面存在的各类问题和难点，推出相关解决方案和政策建

议，推动行业编码的编制、应用、推广、评估有序发展；稳步做好术语和符号标准化研究，

探索有效的机制和方法，提高行业标准中术语理解和使用的一致性，推动行业术语高质量使

用；加强行业通用基础标准需求的挖掘和研究，指导行业标准化工作规范开展；开展优秀通

用基础团体标准转化为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以及行业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研究。为建立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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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好、标准化水平高、易于推广应用的证券期货业标准体系夯实基础，有效促进行业数

字化转型。

6.5 标准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方面

建立核心机构编码协调机制，协助编码和标准服务中心统筹基础编码制定和管理工作；

与编码和标准服务中心协同探索和推动行业机构共同参与的编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工

作，推动行业基础编码公开透明，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

依托行业术语标准体系，设计行业术语规范化工作实施方案，探索和推动开放共享的行

业术语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工作，推动行业术语数字化管理。

6.6 国际标准转化方面

探索我国证券期货业标准的国际化路径，开展国际标准“走出去，引进来”工作。国际

标准“引进来”方面，持续研究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开展推动将适用于我国的、可促进我

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同时，持续跟踪已转化

的国际标准的版本状态，及时修订，保证相对应的国家标准的技术条款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

“走出去”方面，加快实现我国证券标准国际化步伐，研究和开展合适标准的“双语”标准

的制定工作。

专栏 5 国际标准转化专项

1. 修订金融工具分类（CFI 编码）国家标准

2. 修订国际证券识别编码体系（ISIN 编码）国家标准

7 任务计划

以工作组已开展工作现状为基础，结合行业需求，突出行业应用，确定重点工作规划。

表 2 证券期货业通用基础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

序

号

体系位

置
标准项目

标准编号

（如有）
制修订 进展 时间计划

1
分 类 和

编码

证券期货业参与方 分类和

代码
制定 预研 2023—2024

2
分 类 和

编码

证券期货业参与方编码 第

1 部分：发行人
制定 预研 2023—2024

3
分 类 和

编码

证券期货业参与方编码 第

2 部分：交易场所
制定 预研 2023—2024

4
分 类 和

编码

证券期货业参与方编码 第

3 部分：监管机构和自律组

织

制定 预研 202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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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体系位

置
标准项目

标准编号

（如有）
制修订 进展 时间计划

5
分 类 和

编码

证券期货业参与方编码 第

4 部分：中介机构
制定 预研 2023—2024

6
分 类 和

编码

证券期货业参与方编码 第

5 部分：从业和服务人员
制定 预研 2023—2024

7
分 类 和

编码

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金融

工具编码 第 1 部分：权益
制定 预研 2024—2025

8
分 类 和

编码

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金融

工具编码 第 2 部分：集合

投资工具

制定 预研 2024—2025

9
分 类 和

编码

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金融

工具编码 第 3 部分：债务

工具

制定 预研 2024—2025

10
分 类 和

编码

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金融

工具编码 第 4 部分：权利
制定 预研 2024—2025

11
分 类 和

编码

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金融

工具编码 第 5 部分：上市

期权

制定 预研 2024—2025

12
分 类 和

编码

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金融

工具编码 第 6 部分：期货
制定 预研 2024—2025

13
分 类 和

编码

证券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

编码规则
制定 送审 2022—2023

14
分 类 和

编码

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金

融工具分类（CFI 编码）

（ISO 10962：2015,IDT）

GB/T

35964—20

18

修订 报批 2022—2024

15
分 类 和

编码

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国

际证券识别编码体系（ISO

6166：2013，MOD)

GB/T

21076-201

7

修订 待启动 2023—2025

16
术 语 和

符号
证券期货业 术语 制定 预研 2022—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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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其他重点任务工作计划

序

号
重点任务 重点工作 时间计划

1 标准体系建设 工作指南标准子体系 2022—2024

2 标准体系建设 分类和编码标准子体系 2022—2024

3 标准体系建设 术语和符号标准子体系 2022—2023

4 工作指南编制 证券期货业标准化工作指南 2022—2025

8 实施保障

创新标准实施手段，借助信息技术，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加大重要标准宣贯力度；协调

发挥工作组在标准宣贯培训工作中的作用，充分依托编码和标准服务中心促进标准的正确贯

彻实施；研究建立标准实施信息反馈和评估机制，增强证券期货业对于标准的动态反应能力。

建立完善的标准化工作管理和保障机制，开展工作组管理机制研究，包括标准评审工作

程序、专家工作评价机制、标准起草小组内部工作流程优化等；开展标准实施保障机制研究

与创新，包括编码协调性和一致性机制、行业术语一致性机制、行业术语维护机制等。切实

激发工作组标准化工作积极性，增强内部凝聚力，增强工作效率，促进标准有效制定和实施。

9 组织保障

9.1 推进协同合作

建立由证标委指导，通用基础专业工作组组织实施，加强与其他专业工作组协同，加强

与金标委、教育机构和标准化研究机构的沟通与合作，各有关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的标准化

建设工作机制。各单位紧密沟通、统一思想、积极参与通用基础标准化相关工作。

9.2 加强能力建设

组织开展行业组织标准化宣传和专业培训活动，树立各单位管理层的标准化意识，提高

技术人员的标准化能力，实现标准化赋能，让行业标准化知识能够显性化、体系化、通俗化，

从而推动行业标准化工作的开展。

9.3 完善资源配备

提高标准化工作专项资金投入，引导企业加大标准化工作的经费支持。鼓励发挥市场机

制作用，带动多方投入，为标准化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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