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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０３８３：２００３《证券和相关金融工具　交易所和市场识别码》（英文版）。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用“本标准”代替“本国际标准”；

———删除国际标准前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光大

银行。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平娃、李曙光、贾树辉、景芸、赵志兰、刘运、马小琼、成俊、林松、沈伟、陈敏、

张砚。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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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和相关金融工具

交易所和市场识别码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交易所和市场识别码（ＭＩＣ）的统一结构。

本标准适用于在任何应用程序和信息交换中对如下主要市场和从属市场进行标识：

———金融工具的挂牌地点（公开挂牌地点）；

———相关交易的执行地点（交易地点）。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ＩＳＯ１５０２２１：１９９９　证券　报文方案（数据域字典）　第１部分：数据域和报文设计规则及导则

ＩＳＯ１５０２２２：１９９９　证券　报文方案（数据域字典）　第２部分：数据域字典和报文目录的维护

３　结构

代码由四位连续的字母数字型字符组成。在这种结构下，已根据ＩＳＯ１０３８３第一版分配的仍在使

用的 ＭＩＣ代码，无需做任何修改。

４　示例

以下是交易所和市场识别码（ＭＩＣ）的示例：

ａ）　ＸＰＡＲ（Ｅｕｒｏｎｅｘｔ，Ｐａｒｉｓ）；

ｂ）　ＸＭＡＴ（ＥｕｒｏｎｅｘｔＭＡＴＩＦ，Ｐａｒｉｓ）；

ｃ）　ＸＭＯＮ（ＥｕｒｏｎｅｘｔＭＯＮＥＰ，Ｐａｒｉｓ）；

ｄ）　ＥＭＴＳ（ＥｕｒｏＭＴＳ，Ｌｏｎｄｏｎ）。

５　注册机构

根据ＩＳＯ／ＩＥＣ导则第１部分（２００１）附录 Ｈ 的规定，ＩＳＯ 委员会指定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ＳＷＩＦＴ）作为本标准的注册机构。

ＩＳＯ１０３８３注册机构的地址如下：

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Ｃ．（ＳＷＩＦＴ）

ＡｖｅｎｕｅＡｄｅｌｅ，１

Ｂ１３１０ＬａＨｕｌｐｅ

Ｂｅｌｇｉｕｍ

Ｅｍａｉｌ：ｉｓｏ１５０２２ｒａ＠ｉｓｏ１５０２２．ｏｒｇ

新识别码（ＭＩＣ）的分配申请可提交给注册机构。注册机构应及时分配新代码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６　信息及查询

有关本标准及市场识别码（ＭＩＣ）分配的信息及查询可以向注册机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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