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

案例 1：A 上市公司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存在下列主

要问题：（1）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分别以借款方式占用资

金 1 004万元和 1 823 万元；（2）短期借款余额 22 293 万元，其

中逾期 13 106 万元；（3）对外担保 6 笔，共计 31 004 万元，其

中反担保 17 200 万元；（4）未决诉讼 4 笔 ，涉讼总金额为

24 254 万元。注册会计师只在强调事项段中提醒会计报表使

用人关注：上市公司与某热电厂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已于

2003 年 11 月到期，但仍由某热电厂经营。
案例 2：B 上市公司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存在下列主

要问题：（1）短期借款余额 70 750 万元，长期借款 13 000 万

元，其中逾期 2 000 万元；（2）8 起房地产买卖合同诉讼的再审

申请被驳回，预计损失 7 144 万元，其他涉讼金额 23 866 万

元；（3）为子公司及其他公司借款提供担保总额 7 700 万元；

（4）为房产承购人提供担保贷款 76 155 万元；（5）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 21 269万元，其中对控股子公司占用的

资金14 512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10 318 万元；（6）累计亏损

52 736万元。注册会计师只在强调事项段中提醒会计报表使

用人关注未决诉讼和对外担保情况，但未提及逾期借款和累

计亏损等对持续经营影响较大的事项。（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责任编辑  闵 超

财会审论坛

审计收费

真的低吗？

李文玲  崔 宏

审计收费真的低吗？

近年来，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问题引起了职业界

内外的广泛关注，有关审计收费太低的说法不断出现。在由中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联合举办的 “注册会

计师执业质量论坛”上，业内专家的主流观点也认为当前审计

收费过低，并建议主管部门加强审计收费的监管。笔者认为，

审计收费的高与低是会计师事务所自我选择的结果，审计收

费即使过低也不需要有关部门 为提高审计收费而强化监管。
尤其是当我们在不断听到职业界抱怨审计收费过低的同时，

看到新的事务所不断成立 、行业加入者越来越多的景象，我们

更有理由发问：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真的低吗？

审计收费低的判定标准是什么？

要对审计收费是否过低做出评价，前提是必须找到审计

收费的客观评价标准。按照理论界与实务界普遍认同的看法，

审计收费太低大体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会计师事务所为争取

客户，审计收费明显低于事务所所在地区有关部门规定的收

费标准；二是指会计师事务所在争取客户时所收取的审计收

费低于其审计成本。按照上述两类收费过低的含义，判断事务

所审计收费是否太低的标准显然也有两个：一是既定的收费

标准（具体是指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的审计收费标准），也就是实

际收费低于既定的收费标准就是收费太低；二是审计成本，即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低于审计成本就是收费太低。
就政府部门制定的统一收费标准看，目前我国大多数会

计师事务所采取的审计收费标准还是财政部门与物价管理部

门十几年前制定的计划价格（当然有部分省市近些年进行了

修订），其本身的合理性值得怀疑。按照通行的“标准”有两种

收费确定方法：一是根据客户的资产规模大小乘以一定的比

例确定，二是根据不同级别注册会计师的小时收费率乘以审

计时间确定。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前一种收费方法抹杀了不

同客户业务性质的不同复杂程度，也不具体考虑注册会计师

面临执业风险的大小，这种收费方法显然与注册会计师的劳

动付出、经济收入和执业风险不相匹配，没有合理性；二是后

一种收费方法中不同级别注册会计师的小时收费率的确定太

随意。比如，某省规定的主任会计师每小时收费标准是360元，

部门经理收费标准是300元，一般注册会计师是240元，这些标

准的确定没有恰当的基础和依据。根据2000年下半年至2001

年对四川、重庆、河南、深圳和北京等省市303家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的一项调查，在审计收费方面，84% 的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目前由物价部门确定的审计收费标准不合理（刘霄仑、李青

阳：《当前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状况》）。可想而知，以 不合理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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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标准去衡量审计收费问题，本身就不合理，在此不合理的基

础上谈论审计收费是否过低当然就缺失正确的判定基础，也

必然得不出什么明确的结论了。
从审计成本的角度看，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或营业）成本

主要是注册会计师个人的智力投入，其固定成本很少，而注册

会计师的智力投入是无法准确度量的。与一般性公司或企业

相比，会计师事务所的营业成本主要表现为支付给注册会计

师的薪酬。而各个会计师事务所发给注册会计师个人的薪酬

对外是不公开的（即使公开，支付的薪酬是否合理也是难以判

定的）。因此，由于成本的不可知性，直接导致了对审计收费低

还是不低的不可判断性或模糊性。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判定审

计收费是否过低没有一个确切的判断基源。而在现有的法律

约束下，事务所可以纷纷低价揽客，本身表明的是会计师事务

所盈利的降价空间是存在的，不一定就是收费太低。

会计师事务所数量的不断增多意味着什么？

会计师事务所（或是业内专家、人士）普遍抱怨收费太低，

竞争对其自身利益的不利影响等等。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

只能说事务所的利润率在下降，而不一定就是已经亏损或收

费低于成本。否则，喊了几年的审计收费太低，何以不见有会

计师事务所因亏损而破产解体，却只见各事务所人员在不断

扩大、收入也在不断增长，新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不断增加，新

的从业人员不断涌入！

当然，在个别项目上，事务所发生亏损是有可能的，但总

体上还看不出这种迹象。相反，如亏损不属个例，只能是说明

这个行业已经供过于求，从而成为有必要进行行业收缩的合

理反映。这种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过低本身并不一

定就不是一种合理的现象。

不同的声音耐人寻味！

总体而言，对审计收费是否过低，业内外的专家所持看法

是截然不同的。业内专家都认为目前的审计收费过低，而业外

专家则认为审计收费难说偏低，甚至有的专家还认为审计收

费属于暴利。
当然我们可以说，业内人士摸爬滚打在行业内部，对注册

会计师行业包括审计收费有更深的切肤体会和认识。但站在

行业外部的角度，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作为注册会计师职业界

内部人士，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具有夸大“执业收费

过低、执业成本过大”的倾向。因此，仅凭业内的“一面之词”，

要想形成审计收费过低的“公论”似乎还不足为据。这也说明

了注册会计师职业界与社会公众需要进一步对话与沟通。
只有既重视业内人士的“供给”，又重视社会公众的“需

求”，行业发展才能得到均衡。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建议·动态精心策划  权威打造  

《财务 与 会 计》编 辑部组织 编 写的
2005年 全 国 会计专 业技 术 资 格考试 金 手指 会考辅 导 系 列 隆 重推 出

在广 大读者及考生的强 烈建议及要求下，我编辑部将继续以尽佳的专家团队、尽好的辅导方法、尽优的辅导质量，隆重推出“金手

指会考辅导系列”——《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复 习精要及自测题库（2005 版）》及配套精讲磁带，已 于 2004 年 12 月由九洲及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即 日起开始征订。
1、《全国会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复 习精要及自测题库（2005 版）》共 4 分册：《初级会计实务 经济法基础》、《中级会计实务》、《财

务管理》、《经济法》，定价 30 元 /分册。
2、《全国会计资格考试重点难点精讲辅导磁带（2005 版）》共 4 分册：《初级会计实务 经济法基础》（16 盘，原价 128 元，现价 100

元）、《中级会计实务》（16 盘，原价 128 元，现价 100 元）、《财务管理》（12 盘，原价 98 元，现价 80 元）、《经济法》（12 盘，原价 98 元 ，
现价 80 元）。

图书概要：该系列根据 2005 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大纲编写。其中“复 习精要”分为内容概要、重点精讲、章节 练 习 三部

分，主要对各科每章 节的考点进行归纳总结，并配以大量相关习题逐一解析，重点突出、思路明确；“自测题库”各汇 集 了 4 套针对性极
强的自测试题，内容涵盖 了相关考点，并附有详细参考答案及疑难解析；“附录”中拟收录 2002、2003、2004 等近 3 年的各科考试试
题及参考答案等内容。

图书特色：精心组织、名 家编撰、精品印制 、权威出版社联合出版。并联合“中国财税网”随书免费附赠价值 30 元的网校学 习卡。购
买任一分册，除可免费获得考前互 动跟踪学习外，还可同时享受相应的超值服务。

（注：该书的相关调整内容请参见中国财税网 www .edu110.com 的答疑板）

订购须知：以上资 料均免邮资。汇款时请写 明收件地址、姓名、邮编，并注明所购书或磁带的分册名、册数，需及时提供发票的请注
明。

邮局汇款：北京市第 187 信箱《财务与会计》编辑部 张智广（收） 邮 编：100036
咨询电话：（010）68163409-68163416 转 8226（带传真）、8230 《财务与会计》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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