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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0543—2011《金融服务 国际银行账号(IBAN)》由以下两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IBAN的结构;
———第2部分:注册机构的角色和职责。
本部分为该标准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20543—2006《银行业务和相关金融服务 国际银行账号(IBAN)》。
本部分与GB/T20543—2006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第5章中增加了对每一个国家IBAN都应有一个固定长度,以及每一个国家的银行标识符在

IBAN应有固定长度和位置的规定。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3616-1:2007《金融服务 国际银行账号(IBAN) 第1部分:

IBAN的结构》。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删除了国际标准前言。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2659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GB/T2659—2000,eqvISO3166-1:1997)
———GB/T17710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校验字符系统(GB/T17710—2008,ISO/IEC7064:

2003,IDT)
本部分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0)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联

金卡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平娃、陆书春、李曙光、杨倩、田洁、赵志兰、邵冠军、李延、杨宝辉、贾静、李孟琰、

刘志刚、仲志晖、贾树辉、刘运、景芸。
本部分于2006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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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概述

在金融机构之间以及金融机构与其客户之间,用于跨境信息传输、资金支付以及与支付相关交易的

电子通讯媒介的应用和国际性服务继续呈现显著增长趋势。在该环境下,为使自动处理更便利以支持

直通处理(STP),制定了本部分。通过本部分及行业内的电子数据交换(EDI)技术,金融机构与客户能

够以机器可读的方式交换账户身份信息。本部分同时规定了验证所提供信息有效性的条款。
在标准制定中采用单一的、通用的方法来识别金融机构客户的账户和银行之间的关系是不现实的,

并且金融机构都希望保留自己所在国家现有的标识方法。鉴于此,本部分提出了一种只需对现有体系

进行最低限度的改动的标识方法及组织信息的方式,以促进信息的自动化处理。
在电子数据交换方面,本部分的应用将会带来:

a) 在处理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数据交换方面,减少了人为干预;

b) 提高了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水平;

c) 确保所提供的信息可以体现账户所有者的国家信息。

IBAN可以应用到纸质环境中。在应用IBAN描述金融机构的同时,如果为进一步限定金融机构,
也可以使用IBAN以外的技术标准。

符合GB/T20543并由IBAN注册机构注册的各国协定IBAN格式,公布在http://www.swift.com。

0.2 GB/T20543本次修订的背景

GB/T20543本次修订是为了使IBAN标准与欧洲银行标准委员会(ECBS)的IBAN标准达成一

致,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可接受的标准。

GB/T20543的本次修订吸取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实践经验,这些国家已经实施了基于ECBS标准

的IBAN。与前一版本GB/T20543中的IBAN相比,明显的优势是本次修订规定了IBAN的固定长

度,以及规定了每一个国家的银行标识符在IBAN中均应有固定长度和位置,这一优势便于进行更有效

的准确性检查和更好的直通处理(STP),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本次修订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GB/T20543规定的固定长度要求可能会改变国内账号,或者不同

国家的账号结构需要协调转换。但是,实际并非如此,事实上在创建IBAN时就能够达到固定长度的

要求。
另外,国内账号依然可以使用小写字母字符表示,对此GB/T20543未作任何变化,即小写字符可

以继续被使用,校验位算法与大小写字母无关。

Ⅱ

GB/T20543.1—2011/ISO13616-1:2007



金融服务 国际银行账号(IBAN)
第1部分:IBAN的结构

1 范围

GB/T20543的本部分规定了国际银行账号(IBAN)的构成要素,以便于在金融领域以及其他行业

进行跨境数据交换时的数据处理工作。

IBAN是为自动化处理而设计的,但在适宜的情况下,它也可以便捷地应用于基于其他介质的信息

交换之中(如纸质文件的交换等)。
本部分既不规定实施标准所涉及的内部程序、文件组织技术、存储介质、语言等,也不用于优化网络

报文路由,而只用于通过系统(网络)间传输文本数据。
本部分适用于金融领域以及其他领域进行跨境数据交换时国际银行账号(IBAN)的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ISO3166-1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Codesfortherepresentationofnamesofcountriesand
theirsubdivisions—Part1:Countrycodes)

ISO/IEC7064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校验字符系统(Informationtechnology—Securitytech-
niques—Checkcharactersystem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账号 accountnumber
识别账户的标识符。

3.2 
银行标识符 bankidentifier
惟一识别金融机构的标识符,以及必要时惟一识别提供账户服务的金融分支机构的标识符。

3.3 
银行基本账号 basicbankaccountnumber(BBAN)
某一国家特定金融机构采用的、用以惟一标识其客户账号的标识符,并且该标志符包含一个为该账

户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的银行标识符。

3.4 
国际银行账号 internationalbankaccountnumber(IBAN)
银行基本账号的扩充版,用以在国际范围内惟一标识某一国家特定金融机构客户账号的标识符。
注:虽然IBAN被设计用于国际环境,但并不限制在国内使用。

1

GB/T20543.1—2011/ISO13616-1:2007



 
 
    
   HistoryItem_V1
   InsertBlanks
        
     Where: after current page
     Number of pages: 1
     same as current
      

        
     1
     1
     1
     402
     338
            
       CurrentAVDoc
          

     SameAsCur
     AfterCur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c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Range: all pages
     Trim: fix size 8.268 x 11.693 inches / 210.0 x 297.0 mm
     Shift: none
     Normalise (advanced option): 'original'
      

        
     32
            
       D:20120302164527
       841.8898
       a4
       Blank
       595.2756
          

     Tall
     1
     0
     No
     475
     324
    
     None
     Up
     0.0000
     0.0000
            
                
         Both
         AllDoc
              

       CurrentAVDoc
          

     Uniform
     0.0000
     Top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c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9
     13
     12
     13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