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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服务产出影响的
国际经验与借鉴

郭德维  李 杰

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独立经营主体，会计师事务所希望通

过合并取得更好的经营业绩；同时，作为会计信息的重要鉴

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还肩负着向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的

审计服务、提高会计信息可信度和决策有用性的厚望。而这

些都与会计师事务所的生产效率密切相关，也就是相同审

计资源投入下，会计师事务所能否提供更多、更优的服务产

出？本文研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其服务产出的影响，

分析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后效率表现的内在原因，并

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如何通过合并提高服务产出提供借鉴。

一、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服务产出的影响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显著影响其服务产出。由于在

美国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巨大、发展较为典型，因此，

本文以美国为例进行分析。

（一）客户转换和客户规模

在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中，普遍发生了客户转换及事

务所客户规模变化的情况，表现为 ：合并的事务所在一段时

期内遭遇客户转换高峰，合并后事务所的客户数量较合并前

各家事务所客户数量之和有所下降，随后，客户转换频率开

始下降，事务所争取到的大型客户的数量显著增长。

以 Deloitte & Touche（D T）和 Ernst&Young（EY）为例，

合并后，按客户数量及客户收入计算的市场份额均有所下降。

但是，在其每年新增的客户中，大型客户的数量却呈现显著

上升趋势，明显优于其他未进行合并的四家事务所。
（二）审计成本

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决定了其必须不断改进技术、

降低成本，这一点对于合并或者未合并的会计师事务所都

同样重要。从发展趋势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客户每亿

元资产投入的部门数量、专业人员数量和合伙人数量都明

显下降，而每千名专业人员的市场占有率都有所上升。但是，

相比之下，合并能够使会计师事务所的生产成本下降速度更

快。D T、EY合并前审计每亿元资产需要投入的专业人员数

量为 8.33，合并后的 1996年这一数据为 5.00，下降 40%；

同期其他四家事务所审计每亿元资产投入的专业人员数量

分别为 8.43和 6.38，仅下降了24%。

（三）业务构成和技术效率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合并不仅作用于其拥有的客

户规模和审计成本，同时，对事务所的业务构成和产出效率

也产生了显著影响，使得美国“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与非“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呈现出日益明显不同的经营特征。对

美国独立审计行业的分析表明，虽然独立审计行业作为总体

的生产效率呈上升趋势，但是，若将其在“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与非“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间进行细分，则可以发现行

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技

术效率的提高，而非“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对效率则呈

现出缓慢下降趋势；并且，“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构成

中管理咨询业务（简称 M A S）在收入及利润贡献方面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传统的审计和税务服务的地位在逐渐下降；

M A S业务已经成为最受惠于技术进步的业务领域。

二、合并影响会计师事务所服务产出的原因及对
我国的启示

从前述分析可见，合并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至关重

要，合并的过程是机遇和风险并存的过程。其既可能造成合

并后事务所客户的流失和市场占有率的下降，也可能通过规

模经济的作用优化审计产出、提高竞争能力。

（一）充分准备和应对合并产生的专业人员流失和客户

转换问题

事务所合并后，在客户选择与承接方面，不同合伙人对

审计风险判断和接受的程度会有所差异、不同专业人员的

执业习惯会有所不同，对客户的筛选标准会发生变化，有些

原来承接的客户会因此被淘汰。另一方面，由于合并带来的

执业标准以及执业人员的改变，也可能无法满足某些客户

的要求而形成客户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因此，在合并过程中

的客户流失不可避免。有意合并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合并之前

对于客户风险、业务承接、质量标准等方面达成共识和针对

合并初期出现的客户高频率转换现象制定预案与对策十分

重要。如果参与合并的各事务所整体素质参差不齐，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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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质量存在较大差异，潜藏各不相同的执业风险并可能

在合并后随时爆发，则有可能对合并后的事务所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部分历史执业风险可能使合并后的事务所遭遇处

罚，比如停业、撤销；或者由合并承继过来的注册会计师因

历史执业风险遭遇处罚，累及合并后事务所的声誉。

（二）合并后资源的有效整合

规模经济理论表明技术上的不可分性决定了随着生产

规模的扩大，分摊到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会降低，长期

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盈利能力提高。对于注册会计师行

业，具体体现为：

1 . 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事务所拥

有的资源易于在不同行业或业务间转移，业务量的扩大有助

于摊薄固定成本。在大客户市场上，客户资产规模大、业务

复杂程度高、地理位置分散，对事务所能力提出的要求也比

较高。事务所拥有此类客户时，如果本身拥有的注册会计师

人数众多、业务网络广泛，他们之间的协作对于提高审计效

率、降低审计成本的作用将会格外显著。

2 .事务所规模扩大有利于提高其风险承受能力，因此，

该行业具有典型的“大即是好”的特征。大型事务所的资本

雄厚、信用级别高、赔付能力强，这有利于其通过稳定的市

场形象吸引更多的客户，凸显“滚雪球效应”。大型事务所的

声誉机制使得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对其青睐有加，这也给其

带来了更高的溢价收入。

3 .事务所规模越大，可用于研究开发的资源投入也就

越多。研发活动本身也具有专业化分工的利益，能够发挥技

术上的规模经济效用；业务量大，研发成果利用率高，研发

所需的固定经费也能够分摊到众多项目中，可以有效摊薄单

位产品或服务占用的研发成本。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更具有

进行技术开发与创新的能力和动力。全球的企业竞争和技术

进步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同

时，也带来了对管理咨询业务的巨大需求。事实上，将电子

计算机技术应用到日常审计作业中可以节约劳动力，使得更

多的专业人员有精力从事附加价值更高的管理咨询服务；

另一方面，可以直接契合和开发高端客户市场，通过提供独

到的服务获取丰厚的利润。会计师事务所传统的审计和税

务服务价格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如果经过合并的事务所不能

在业务类型上有所突破，那么，其很难实现服务产出的有效

增长，规模效应难以得到体现。

就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而言，整合和技术进步是

必须面临的两个问题。已有的合并经验表明，对于合并后的

整合，最难的是人力资源的整合，主要涉及管理层的重新调

整和股权激励机制的建立。首先，合并常常包含了各方的妥

协，未必就实现了“人合”。这种妥协局面还需要管理层人员

的均衡分布来维系。其次，人力资源调整涉及个人在事务所

内的地位和份量。合并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人力资源的调

整就既要考虑力量的均衡，又要考虑个人心理因素，并非“人

用其才”这么简单。对于合并后的技术进步，在我国现有的

会计师事务所中，业务结构普遍单一，非审计服务仅占业务

收入总额的 17 % 左右。如果合并后忽略技术开发与产品创

新，而只是原有事务所业务结构的简单加总，那么，合并对

于事务所产出效率的影响将微乎其微。

（作者单位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天津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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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强票据的全流程管理

张 宏

票据管理包括票据的领取、发放、使用、结报、稽查和缴销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都可能产生经济问题。因此，加强票

据管理就必须从每一个环节入手。具体做法是：一是加强票据的计划管理和领购工作。要对某一时期各类票据的使用种类、使

用数量，根据历史数据和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作出准确计算，制定切合实际的票据计划，做到按计划领购。各用票单位必须按财

务隶属关系逐级领发和结报各类票据，不积压、不短缺，保证各类收费的按时有序进行。二是加强票据使用的管理。票据使用

人员在开具票据时，要如实填写收款人姓名等具体事项，严禁非票据使用人代开代收各类票款。三是强化票据的结报、稽核等

工作，及时足额收缴各类收费，杜绝拖欠、截留、坐支
、
挪用和私分等违纪行为，做到日清月结。四 是推行机打票据，将先进的电

子技术应用于收费管理，确保票据使用的科学规范。五是要以年终结账时间为准，对已使用但未用完的各类非定额手写票据必

须交回，对未使用的票据联要加盖作废印章，每本票据不得跨年度使用。六是强化票据的登记保管工作。首先要做好已领购未使

用票据的登记保管工作，防止丢失、损坏事件的发生，做到账票相符，从源头上保证资金的安全完整。其次要做好已使用票据存

根联的登记保管工作，对保存期满，确需销毁的，要报上级主管部门查验确认后方可销毁。

（作者单位：云南省曲靖市烟草公 司师宗县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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