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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点扶持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加快发展”，这是《若

干意见》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重点扶持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加快发展，是适

应我国经济发展要求的迫切需要

2008 年，我国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 6.4%，仅次于美国和

日本，跃居世界第 3 位。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一批规

模大、实力强的大型企业迅速崛起。2009 年入围中国企业 500

强的单位，其营业收入门槛已从上年的 93.1 亿元攀升为 105.4

亿元，突破百亿元大关。同期，中国企业在世界企业 500 强中

的席位继续增加，达到 34 家，且收入利润率等绩效指标首次

超过世界及美国 500 强企业平均值。中国企业 500 强中，收入

超过 1 000 亿元的公司达到 57 家 ；前 100 家企业从业人员共

计 1 500 余万，平均资产总额达到 5 962 .6 亿元，平均营业收

入达到 1 691 亿元，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23.5%。此外，根据国

务院国资委公布的由其直接监管的 135 家中央企业 2008 年度

的国有资产运营信息，其中分户列报的 118 家企业的平均营业

收入已达 9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3 亿元。

企业的规模化发展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会计师事务所提

供相应服务。但是，受行业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会计师

事务所，尤其是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目前尚不能很好地满足大型

特大型企业发 展的需要，有的甚至处于“缺席”状态。大型会

计师事务所提供的会计服务仍明显滞后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

这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并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尽快解决的突出

问题。来自国际资讯公司的统计资料显示，世界上最有代表性

的 25 个国家和地区 2007 年度的会计服务业收入总额为 2 355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4.2%。按此口径比较分析，我国会计

师事务所业务收入，在全球会计行业的市场份额仅约占1.7%。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面对庞大的国内市场、庞大的企业集团，却

没有充分发挥服务效能，没有充分挖掘服务潜力，这不能不说

是一种遗憾，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加快发展，迎头赶上。

二、重点扶持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加快发展，是促

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

务业的迫切需要

注册会计师行业属于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范畴，应当

随着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断发展，并为推动第三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发 展作出应有贡献。统计资料表明，1979 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4 062.58 亿元，其中第三产业为 878.89 亿

元，占比 21.63% ；1989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16 992 亿元，

其中第三产业为 5 448.4 亿元，占32.06% ；2008 年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为 300 670 亿元，其中第三产业为 120 486.61 亿元，占

40.07%。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其

中包含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贡献，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单

就注册会计师行业 2008 年年度收入与同年度第三产业产值简

单类比估算，不难看出注册会计师行业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小，

贡献率还比较低。

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近年来我国会计师

事务所数量持续较快增长但在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中的比

重仍然偏低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新增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总

体偏小，难以形成大气候、求得大发展。1988 年，我国约有会

计师事务所 250 家 ；2003 年，我国约有会计师事务所 4 771家 ；

至 2009 年 10月31日，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已增加至 6 659 家（不

含分所），其中自 2006 至 2009 年三年间，平均每年新增会计

师事务所 500 家左右。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增加，说明这一行业

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和较好的发展前景 ；同时，尽管目前事务所

设立门槛低，但在依法行政的时代背景下，在法律规定的设立

深刻认识重点扶持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加快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三论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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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没有改变之前，依法审批会计师事务所也理所当然、无可

非议。但是，在增加数量的同时如何提高质量，如何推动整个

行业上档次、上台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在健全“退出”机制

的同时，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发挥好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辐射

带动作用，通过重组优化，切实彰显“1+1＞ 2”的集合效应。

当然，对会计师事务所数量的认识，应保持一种客观理性

的态度。我们对会计师事务所尤其是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数

量增长较快趋势抱审慎态度，更多是出于行业整体规模结构和

内涵质量的考虑，并非是对数量本身的简单评判。

三、重点扶持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加快发展，是支

持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迫切需要

改革开放催生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随着对外开放的

深化，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

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对外投资规模日益扩大。2004-2008 年对

外投资年均增长率达 69.6% ；2008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非

金融部分）已达 407 亿美元。对外投资形式日益丰富。目前，我

国企业对外投资已向跨国并购、参股、境外上市等多种方式扩

展，其中跨国并购已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2003-2007 年，

通过跨国并购实现对外投资约 220 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投资总

量的 1/3。筹资 规 模日益可观。自 1993 年 7月至 2009 年 7月，

共有 120 余家企业赴美国上市，50 余家企业赴英、法上市，153

家企业赴香港特区上市，筹资总额超过 1 000 亿美元。

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

国最早开放的服务行业之一。虽然近年来国内会计师事务所通

过加强与国际会计公司的合作迅速提高了执业能力，并在世贸

谈判、CEPA 领域合作中逐渐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对外开放的

实际效果更多体现在引进来而非走出去。我国越来越多的企

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客观上需要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也能跟

着企业走出去为其提供相关服务。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差距

依然很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 7 000 多家境内投资主体

在全球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 1 万

家，与此同时，我国走出去从事境外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只有

40 余家，其中真正有较为稳定业务收入的只有约 12 家，“走出

去”的中资企业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显然基本上是境外会

计师事务所。这一局面不利于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在跨国执业

中丰富阅历、增长才干、积累经验，必须通过加快扶持我国大

型会计师事务所予以扭转。

四、重点扶持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加快发展，是优

化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规模结构、提升我国会计师

事务所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之所以把重点扶持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加快发展摆在十分

重要的位置来考虑，这也是由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急需改进

完善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

（一）小所偏多

根 据 2009 年 10 月 31日财政会计行业管理信息系统的统

计数据，我国现有会计师事务所 6 659 家（不含分所），其中

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4 363 家，占全 部事务所的 66%，合

伙会计师事务所 2 296 家，占全 部事务所的 34%。从收入情

况看，通过会计师事务所报备数据分析，2008 年度业务收入

在 100 万元以下（含 100 万元）的有 3636 家，占事务所总数的

54.6% ；1 000 万元以上的只有 237 家，仅占 3.56%。

从人员情况看，注册会计师人数不足 20 人的会计师事务

所占到了 90%，拥有 100 名以上注册会计师的事务所只有 77

家，约占事务所总量的 1%，而拥有400 名以上注册会计师的事

务所仅有 12 家。

因此，无论从收入规模看，还是从人员数量看，小所偏多

已成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结构比例上的突出特征。

（二）大所不大，差距明显

近年来，在财政部做强做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政策引导下，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规模化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以中注

协公布的 2003-2008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百家综合评价信息表的

数据为例，2003 年，前百强会计师事务所的总收入为 52 亿元，

至 2008 年度上升到约 197 亿元，年均增长率约为30% ；同期百

强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人数，由1.2 万人增至近 2 万人。

尽管如此，我们仍应清醒地看到，无论是和国内“四大”（普

华永道中天、安永华明、德勤华永、毕马威华振）比，还是和

国外同行比，我国本土事务所的差距依旧很大，“学习”和“追

赶”仍是行业发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主题词。

首先，我国百强事务所中，“四大”遥遥领先于本土事务所。

例如，2008 年度百强事务所总收入为 197 亿元，其中“四大”合

计为 104 亿元，96 家本土事务所的收入总额仅为 93 亿元。该

年度在本土所中综合排名第一的是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其

收入仅为总排名第四的毕马威华振的四分之一。自 2004 年以

来，国内“四大”的收入基本占到百强事务所总收入的一半。

如果进一步选取 2008 年度的前 15 强（“四大”、中瑞岳华、

立信等 15 家会计师事务所）近年来的发展作比较，可以看出自

2006 年以来这 15 家事务所营业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 36.5%，

其中本土所的年均增长率为 46%，略高于“四大”的增长率。这

反映出近年来本土大所通过积极探索发展模式，采取联合、兼

并、重组等模式扩大了规模和实力，但在收入绝对值上和“四大”

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比如，2008 年度“四大”平均收入为 26

亿元，而前 15 强中的本土所平均收入仅为3.5 亿元，差距悬殊。

再比较一下前 15 强事务所拥有注册会计师的情况。平均

而言，本土所的注册会计师人数比“四大”普遍少 100 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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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和注册会计师人数通常呈正比例关系，即

注册会计师人数越多，营业收入也应越高。但本土大所的平均

注册会计师人数尽管比“四大”低 23%，平均收入却比“四大”

低 80% 以上。也就是说在注册会计师人数方面的不大差异却

导致了收入方面的巨大差距，这充分说明本土事务所的创收能

力远远低于“四大”，国内的高端审计业务以及高附加值业务仍

更多为“四大”所从事。

需要强调的是，以国内“四大”为参照研究分析本土会计师

事务所的现实差距，目的在于揭示行业规模结构的不尽合理

之处，与“四大”本身的发展并无直接联系。中国“四大”是依据

中国法律设立、受中国法律约束、同时也受中国法律保护的会

计师事务所。我们愿意重申，将一如既往鼓励、支持中国“四大”

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与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平等竞争，欢迎

中国“四大”加快本土化进程，以发展、务实、开放、平和的态

度共同推进相关工作，促进中国“四大”持续、健康、平稳发展。

其次，与国外同行相比，本土事务所也存在明显差距。前

15 强会计师事务所 2008 年度的平均业务收入为 9.5 亿元，如

果不考虑“四大”，本土所的平均业务收入仅为 3.5 亿元。而根

据 accountancyage 网站公布的数据，2008 年全球排名前十的

会计师事务所中，居于榜首的美国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收入达到

约 87.7 亿美元，居于次席的美国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收入

约为 69 亿美元，甚至排名第九、第十的加拿大德勤会计师事

务所和美国罗申美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也分别达到 16.2 亿和

13.9 亿美元。

（三）业务类型单一滞后

会计师事务所新近年度报备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会计师

事务所总体上仍以会计审计服务为主，审计业务收入占总收入

的比重高达 77%。在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中，传统审计业务

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接近 60% ；在传统审计业务收入中，年报

审计占到 93%，中报审计占 3%，验资占 1%，经济责任审计占

1.6%，内部控制审计占1.4%。

对比分析国际“四大”2008 年度财务数据，平均而言，审计

业务收入占比为 47%，非审计业务占比为 53%，其中咨询业务

收入占比为 26%，税务业务收入占比为 27%。

由于法定审计业务受各方面限制条件较多，而咨询业务往

往更为灵活，也更能体现服务质量和价值，因此过于偏重审计

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提供高质量服

务赢得广阔、长远市场需求和客户自觉需求的能力还不足，应

当加倍努力，紧密适应企业业务多元化发展趋势，在巩固传统

财务报表审计的同时，不断创新服务品种，大力开拓内部控制

审计与咨询服务、破产清算管理、资信调查、管理咨询、战略

筹划等多元化综合服务体系。

（四）服务对象交叉重叠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各个主体都应当有明确的市场

定位和特定的客户群体。在发达国家的会计服务市场中，大中

小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营业务和客户类型是各有侧重、相互补充

的，因此能够实现各得其所、协调发展。但目前我国不同规模

的事务所之间服务对象交叉重叠的现象较为突出，表现在 ：有

的会计师事务所总收入很高，在事务所排名中也较靠前，但其

收入构成却让人担忧，甚至存在不少收费低于 5 000 元的微型

审计业务，“大小通吃”暴露出其高端业务和大客户严重不足 ；

与此相反，有的会计师事务所明明规模很小，只有几位注册会

计师，但什么客户都敢接洽，什么业务都敢承接，接了就敢出

报告，“小马拉大车”暴露出其执业质量和职业道德的缺失。由

此，行业中大所抱怨中小所以低收费扰乱市场竞争、中小所抱

怨大所抢自己饭碗的声音时有出现，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和改

变，势必影响行业健康长远发展。

总体来看，前述小所偏多、大所不大、业务类型单一滞后、

服务对象交叉重叠的问题，实际上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正因为小所偏多，没有聚成一股力量，没有形成竞争优势，所以

求生存之路较为艰辛 ；正因为大所不大，才会放下身段和中小

所竞争市场 ；正因为业务类型单一滞后，所以对高端业务信心

不足，对低端业务趋之若鹜 ；正因为市场定位不清晰、业务范

围交叉重叠，所以大中小事务所都存在赢得市场的利益冲动而

往往忽视与自身执业能力、市场形象的匹配协调。因此，当务

之急是要促进形成大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执业领域各有侧重、

市场定位各有特色、服务对象各有倾斜、地域分布较为合理的

崭新格局，其中重点扶持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加快发展尤为关

键，因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市场定位找准了，服务重点明确了，

业务领域拓展了，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对中小事务所的服务对象

和业务范围进行科学界定，从而形成和谐发展的良好格局。

五、重点扶持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加快发展，必须

妥善处理好与此密切相关的几个关系

（一）大与强的关系

根据《若干意见》的规划，要用 5 年左右的时间，重点培育

10 家左右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这 10 家左右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不仅要大，而且要强，真正做到在人才、品牌、规模、技术标

准、执业质量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居于行业领先地位，能够为我

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国际化综合服务。一般理解，“大”通常是

指收入规模、人员规模、市场占有率等，更多反映表象 ；“强”

通常是指核心竞争力、执业质量、盈利能力、管理效能等，更多

体现本质。同时大与强又是一个辩证的概念，不做强，固然难

做大、难持久 ；但是不做大，不具备相当的规模，正如大海中

的一叶轻舟，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也缺乏充分的资源去创

新服务、开拓市场，从而很可能丧失进一步做强的机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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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看，我们倡导内涵式做强的理念和模式，但从当前的严

峻形势看，也必须兼顾做大的考虑。当然，扶持做大绝非拼凑、

捆绑、搞“拉郎配”，而是引导规模较大、管理基础较好、发展

势头较好的事务所根据法律规定、市场规律和平等互利、公平

自愿原则优化重组、强强联合，通过合并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

配置、技术标准的科学先进、管理制度的融合统一、市场布局

的战略重构，使之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具备为大客户提供国

际化综合服务的基础实力。这一碰撞、裂变、提升的过程是艰

难的，但也是必要的，谁能够坚持下来，谁就有更大的机会成

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在此基础上，要集中精力抓做强，实现

大与强的有机统一。

（二）分与合的关系

加快发 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尤其是重点培育大型会

计师事务所，主流是合，但并不反对分。综观世界其他国家和

地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兼并整合的过

程，“合”始终是主题词。以国际“四大“的发展为例 ：

根据《财富》杂志 1932 年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排名，当时有

8 家会计公司脱颖而出，分别是 ：普华会计公司、哈斯金斯 • 塞

尔斯会计公司、皮特 •马威克•米歇尔会计公司、莱布兰德 •罗斯

兄弟 •蒙哥马利会计公司、阿瑟• 扬会计公司、阿瑟• 安达信会计

公司、塔奇 •尼文会计公司和厄恩斯特会计公司，“八大”格局

维持了近半个世纪。

1980 至 1989 年间，随着会计师行业竞争的加剧，会计公

司之间合并重组的浪潮开始涌现。1986 年 KMG 与皮特 •马威

克• 米歇尔会计公司合并，公司取名毕马威会计公司（KPMG）。

1989 年 5月，厄恩斯特 •惠特尼和阿瑟• 扬会计公司合并成安永

会计公司。同年 6月，德洛伊特 • 哈斯金斯 •塞尔斯国际会计公

司和塔奇 •罗斯公司宣布合并成立德勤会计公司。自此，“八大”

格局终结，“六大”浮出水面。

9 年之后，即在 1998 年，普华和永道牵手，组成普华永道

会计公司。随着 2001 年安然事件的发生，拥有 90 年历史的安

达信会计师事务所退出历史舞台，一合一亡之间，“四大”格局

正式形成。

国际会计公司分分合合、以合为主的发展潮流，也波及和

影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之路。近年来尤其是最近一两

年来，一些规模较大的事务所充分认识到做大做强的紧迫性，

掀起了新一轮自愿整合的高潮。特别引人瞩目的是，这一轮的

整合不仅仅是大所合并中小所、证券资格事务所合并非证券

资格事务所，更突出表现在大所之间、证券资格事务所之间的

合并，强强合并的氛围空前浓厚。例如，2008 年 1月16日，中

瑞华恒信会计师事务所、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成立中瑞岳华

会计师事务所，一举成为本土最大会计师事务所 ；2008 年 11

月 29日，天健光华会计师事务所与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合

并 ；2008 年 12 月 21日，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和天华会计师

事务所合并 ；2009 年 7月1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与四川

君和会计师事务所合并 ；嗣后，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与

湖南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合并 ；2009 年 10月，北京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与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同一时期，立

信（上海）、国富浩华、利安达、天职国际、大信等一批规模较

大的事务所也在探索和实践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合并之策。优

质资源的不断积聚整合，为搭建 10 家左右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创造了条件。同时可以预计，即便是在这一轮合并后规模靠前

的事务所，也仍然存在进一步整合、合并的空间，并将继续吸

收合并其他志同道合的事务所，经过今后 3-5 年的全方位深度

磨合，能够基本构建起 10 家左右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引领我国

注册会计师行业走向国际的全新格局。

（三）扶持与自强的关系

我国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形成正处于化蛹为蝶、脱胎换

骨的关键时期，政府扶持，拉一把、扶上马、送一程十分重要，

但更直接、更紧要、更具决定性影响的是自立自强，横下一条

心，一定要强大。在政府扶持方面，《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财

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建立健全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加

快发展的支持政策，在优秀人才引进与合理流动、从业人员培

养培训、外事外汇、税收政策、规范执业收费、优化发展环境

等方面给予支持。要支持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市场规律和平等互

利、公平自愿的原则，采用多种发展模式进行优化组合、做大

做强，确保合并、分立、重组和联合规范运作。要把注册会计

师行业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来抓，突出工作重点，

更好地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服务职能。”同时，对大型

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和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客户提供服务提

出了鼓舞人心的扶持和引导政策。我们将按照财政部领导主动

协调、抓紧工作的要求，努力取得与落实上述扶持政策密切相

关的有关部委的支持和帮助，尽快将各项扶持政策落实到位。

在自立自强方面，有意愿、有决心、有能力发展成为大型会计

师事务所的，要在完善内部治理、试行特殊普通合伙制、培养

精良团队、严格质量控制、建设诚信文化、开拓国际市场等方

面继续付出艰苦努力，切实做到凝聚一流人才、拥有一流品牌、

达到一流规模、使用一流技术标准、具有一流执业质量和管

理水平，成为当之无愧、心向往之，在国内具有较高声望，在

国际具有一定影响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有关政府扶持和自立

自强方面的具体情况和考虑，我们将在稍后几论中另行论述。

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和走向国际、融入国际、影响国

际，呼唤与之相适应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肩负历史使命、时

代重托和行业期望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正在做大做强、重组

联合的行业潮流和发展大势中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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