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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级财政部门的精心组织和通力合作下，2012年度

全国会计师事务所信息报备和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报备

于2013年7月15日顺利完成。数据显示，2012年是中国注

册会计师行业取得积极成果的一年，行业收入继续稳步增

长，人才结构更趋合理，大所间合并整合持续推进，四大转

制第一阶段圆满完成，行业总体发展势头良好。

一、 2012年度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相关情况

（一）总体情况。

1.事务所数量和组织形式分布。截至2012年12月31

日，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共有会计师事务所7 023家，分所
858家，总所中有限责任事务所4 190家，普通合伙会计师
事务所2 802家，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31家。总所报
备率97.5%，分所报备率96.84%。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度
财政部门给予撤销以下行政处罚的事务所数量为37家（不

含分所），给予行业自律惩戒的事务所数量为44家（不含分

所），另有112会计师事务所（不含分所）因未能持续符合设

立条件被收回执业证书。

2.业务收入分布。2012年度，全行业实现业务收入为
49 472 004 624元，比2010年度增长了13.9%。12家具有H
股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总收入达到了18 416 861 338
元。除上述12家H股审计资格事务所以外的其他32家证券
资格事务所的总收入为7 779 053 257元。收入在1亿元以
上的事务所达到了44家，其中5亿以上的14家。

从业务收入分布种类看，审计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

74.82%，仍然占据会计师事务所四大类业务收入（审计、税
务、咨询、其他）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近三年来，事务所的

各类业务均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但审计业务收入的平均增

幅为14.15%，在各类业务收入中增幅相对较低。

从收入分布看，100万以下收入的小所数量不断减少，

平均降幅达到两位数，5 000万元～ 1亿元收入的事务所有
小幅下降。此区间的事务所大多是大所吸收合并的主要对

象。其他收入区间的事务所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特别是   
1 000万元 ～ 5 000万元收入区间的事务所，增长幅度较大。

3.人员规模和结构。截至2012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
执业注册会计师合计95 506人，合伙人（股东）31 148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和合伙人（股东）数量均保持了近三年连续

增长。

数据显示，合伙人（股东）的平均年龄为51.5岁，这一
数字比2011年度的51.2岁略有上升。40～ 60岁之间的合
伙人（股东）数量最多，占全体合伙人总数的61.68%。40岁
以下和60～ 65岁的的合伙人数量缓慢减少。65岁以上的

合伙人人数占19%左右，3年来比例较为稳定。
（二）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相关情况。证券资格事务

所（以下简称证券所）是指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为资本市场提供审计鉴证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注册

会计师行业与资本市场相伴相生，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

201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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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0～2012年我国各类组织形式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变化表

2010 2011 2012

普通合伙所 2 553 2 763 2 802
特殊普通合伙所 14 24 31

有限责任公司 4 404 4 317 4 190
合计 6 971 7 104 7 023

表2     2 010～2012年度各类业务收入分布图

2010 2011 2012

四大 9 516 872 377 10 091 091 540 10 643 023 547
其他证券所 11 073 831 028 14 231 041 136 15 552 891 048
非证券所 15 222 733 852 19 169 727 154 23 276 090 029
合计 35 813 437 257 43 491 859 830 49 472 004 624

表3  2010～2012年度各类业务收入变化表（单位：元）

业务类型 2010 2011 2012

审计 28 406 052 785 33 600 319 976 37 014 011 257
税务 1 123 098 954 1 499 885 238 1 680 739 058
咨询 2 639 615 102 3 198 980 675 3 552 837 537
其他 3 644 670 416 5 193 470 351 7 224 416 772
合计 35 813 437 257 43 492 656 240 49 472 004 624

表4            2010～2012年度收入分布表

收入规模（事务所数量） 2010 2011 2012

1亿元以上 : 38 44 44

5000万元～ 1亿元 : 29 30 26

3000万元～5 000万元 : 23 34 42

1000万元～3 000万元 : 217 268 317

100万元～ 1 000万元 : 3 086 3 484 4 067
100万元以下 : 3 391 3 004 2 527

合计 6 784 6 864 7 023

（注：此表中仅含已报备事务所，未报备事务所的相关数据无
法取得。）

表5 2010～2012年度注册会计师和合伙人（股东）数量变化表

2010 2011 2012

注师人数 92 702 94 007 95 506
合伙人（股东）人数 26 318 30 466 31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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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重

要力量。

截至2013年8月8日，全国共有证券所44家，其中完

成转制的特殊普通合伙的事务所17家。证券所2012年度

业务收入达26 195 914 595.47元，占全行业52.95%，其中
审计业务收入2 048 080万元。总收入中，证券业务收入为               
6 200 145 856元。44家证券所有注册会计师为21 189人，其
中最近5年连续执业的为12 985人，合伙人1 918人。2012年
度证券所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证券所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证券所数量逐年下降，分所数量逐年上升。数据显
示，证券所的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由2008年的60家逐渐

下降到目前的44家。于此同时，证券所分所的数量不断上

升，从2008年的313家增长到2012年的457家，大大高于

行业整体的分所增长速度。考虑到证券所实际数量的下降，

证券所分所的实际增长率更高。数据显示，从2008年平均

每家证券所有5家分所，到2012年平均每家证券所的分所

数量达到10家，翻了一番。

2.证券所的规模呈不断上升趋势。尽管证券所数量有
所下降，但是在规模上，证券所依然持续保持增长势头。数

据显示，2008～ 2012年，证券所的注册会计师人数、审计

业务收入、证券业务收入都连续保持显著增长。证券所的

合伙人（股东）相对行业整体而言较为年轻，平均年龄为

46.45岁，平均在本所工作年限为11.96年。
3.证券所组织形式进一步优化，内部治理水平不断提

升。自2010年7月财政部发布《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

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以来，各级财

政部门大力推进相关所的特殊普通合伙转制工作，积极协

调相关部门解决转制中的具体问题。

报备信息显示，特殊普通合伙转制是大中型会计师事

务所调整内部治理结构、提升内部管理水平的契机。证券

资格事务所充分运用转制时机，对内部管理制度进行改革

创新。通过内部管理的转型，事务所的质量控制和执业水

平上了一个新台阶，达到质量更高、品牌更优、实力更强。

与此相适应，证券业务市场的人力资源、客户资源、财务资

源等也逐步向特殊普通合伙制的证券资格事务所集中，实

现行业做强做大的良性循环。

（三）四大事务所相关情况。2012～ 2013年，原4家中

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中的3家的合作期相继到期。2012年2

月，财政部会同工商总局、商务部、外汇局和证监会共同发

布了《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以下简称

转制方案），正式启动四大本土化转制工作。2012年6月至

2013年6月，财政部分别批复同意了四大的转制申请。四

大本土化转制第一阶段顺利完成。

数据显示，四大在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仍居主导地位。

2012年度，四大的业务收入达到10 643 023 547元，比2011
年度增长了5.5%，占证券所总收入的43.63%，占全行业总
收入的21.51%。四大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为3 143人，合伙人
人数438人，其他工作人员21 146人。

1.转制后合伙人相关情况。转制方案规定了具备一定
条件的港澳台地区居民和外国人可以担任四大合伙人，但

在合伙人总数的比例及其在合伙人管理委员会中的比例不

得超过40%；其累计表决权不得超过40%。该比例在过渡
期内随年份不断下调。

数据显示，转制后的四大的合伙人共有438人，其中具

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合伙人为285人，占合伙人总数

的65.07%。具有其他专业技术资格或境外注册会计师资格
的人数为153人，已满足转制方案中的比例要求。日常动态

报备显示，中国注册会计师在四大核心管理层中的比例由

40%上升至50%左右，本土化成果初步显现。 
2.人员构成情况。报备数据显示，四大、非四大证券所

和非证券所在人员结构方面有较大差异。平均而言，四大

的一位合伙人平均有49位下属，其中14.58%是注册会计
师，非四大证券所的一位合伙人有36位下属，其中33.33%
拥有注册会计师资格。而非证券所的一位合伙人只有5位

下属，其中40%是注册会计师。高级经理和普通员工的分
布比例也有类似特征。从合伙人年龄看，四大合伙人、非四

大证券所合伙人和非证券所的合伙人年龄呈上升趋势。

表6  2010～2012年度各年龄区间的合伙人（股东）人数

年龄区间 2010 2011 2012

30岁以下 22 25 24

30～ 40岁 4 626 3 775 3 131
40～ 50岁 11 857 12 459 12 841
50～ 60岁 5 975 5 496 6 370
60～ 65岁 3 040 2 976 2 905
65岁以上 5 589 5 733 5 876
合计 31 109 30 464 31 147

表7    2008～2012年度证券所总分所数量变化表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证券所数量 60 54 53 49 44

证券所分所数量 313 389 416 437 457

总所与分所数量对比 5.22 7.20 7.85 8.92 10.39
行业分所数量 616 660 731 804 858

表8                                                             2008～2012年度证券所部分指标变化表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证券所数量 60 54 53 49 44

注册会计师人数 14 748 18 522 20 602 21 101 21 189
年度业务收入（万元） —— —— 2 048 080.00 2 432 213.27 2 619 591.46
审计业务收入（万元） 1 007 792.00 1 513 938.32 1 740 147.00 2 003 064.95 2 080 113.65
证券业务收入（万元） 240 275.00 316582.54 355 144.00 552 325.34 620 0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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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务收入情况。报备显示，四大在业务收入绝对额方
面保持了一贯优势，但其业务收入增幅相对较为缓慢。从

近3年各类事务所收入数据看，非证券所的收入增长率最

高，非四大证券所紧随其后，四大相对较低。

4.境外业务情况。作为全球最大的四家会计网络公司
的中国成员所，四大的境外业务具有较大优势。报备信息

显示，事务所的境外业务情况分级明显。第一梯队为四大，

第二梯队为四大之外的8家具有H股审计资格的事务所，
第三梯队为其他证券资格所。而非证券资格事务所基本没

有境外业务。整体而言，境外业务是高度集中的一类业务。

二、 报备反映的行业现状特点

2012年度的报备显示，2012年度是我国注册会计师行

业持续稳定发展的一年 , 大所实力进一步增强，小所数量不
断下降，证券所转制不断推进，注册会计师行业整体发展

面貌良好。总的来说，2012年度的行业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一）行业实力不断增强，人才规模持续扩大。全行业

2012年实现业务收入49 472 004 624元，年增幅约13.75%，
远高于同期我国整体服务业增加值8.1%的增速，服务全国
包括2 000多家上市公司在内的350万家企事业单位客户。
收入在1亿元以上的事务所达到了44家，其中5亿以上的

14家。部分大型事务所打造民族品牌初见成效。中小所的

业务收入不断提高，1 000万～ 5 000万收入区间的事务所
数量增加显著。

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我国注册会计师人数保持多年持

续增长，其中相当一批注册会计师接受事务所安排赴境外

会计公司参加中长期培训和工作，一些高端注册会计师人

才获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推荐，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等国际会计组织任职。在国际会计审计

舞台上，越来越多地有了中国注册会计师的身影，国际会

计同行越来越多地赏识和认可中国注册会计师的能力、重

视和采纳中国注册会计师的意见。

（二）事务所竞争激烈，行业格局不断改变。注册会计

师行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各类事务所都时刻面临市

场瞬息万变的挑战。2012年，大中型事务所兼并重组继续

延续热潮，大所格局出现较大变化。2013年5月 ,收入排名

第7的国富浩华和排名第10的中瑞岳华宣布合并，合并后

的事务所更名为瑞华。2013年7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的公布的201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首

次出现了两家非四大所的综合排名超过四大。行业格局发

生新的变化反映了会计审计服务市场的激烈竞争，也反映

了非四大所在寻求发展的道路上取得的突破，是财政部等

监管部门推动实施行业做大做强战略的累计效应体现。

对于中小所而言，面临的竞争同样激烈。报备信息显

示，业务收入在100万元以下的小所数量近连年持续减少。

如果中小事务所危机意识不强，未能提高执业质量、不断

做强做大并进入更高收入区间的事务所序列，就会面临被

激烈的市场竞争淘汰出行业的风险。

（三）特普转制初现成效、组织形式更加科学。2012年，

大中型所特殊普通合伙转制继续稳步推进，从全国范围看，

有限所数量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普通合伙所的数量继续维

持上升趋势，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大中型事务所达到

17家。转制后的特殊普通合伙所的执业水平和风险管控能

力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截至2013年7月，除上

述17家事务所之外的20多家证券资格事务所正在按部就

班地开展转制工作，名称核准问题已由财政部与工商总局

协调解决，预计将于年底全部完成转制。经过此轮组织形

式的转变，事务所内部治理不断完善，“人合”特征更加突

显，做强做大成效显著。

（四）对外开放继续扩大、合作交流不断深入。加强会

计服务业对外交流合作是提升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国际影

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手段。2012年6月签署的《海峡两岸服

务贸易协议》和7月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

贸关系补充协议九》就会计审计服务部门的进一步扩大开

放和便利化政策措施作出一系列部署。过去近5年来，我国

积极参与中美、中瑞、亚太经合组织和中欧经贸对话等双

边和多边会计服务开放磋商，努力推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

家或地区会计服务市场对等开放，切实维护我国会计师事

务所的切身利益。一些具备品牌优势的本土事务所积极“走

出去”，从过去选择国际网络、加入国际网络、依赖国际网

络，逐步发展为影响国际网络、吸收国际网络、创建自主品

牌，我国民族品牌事务所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和影响有所提

升，行业对外交流合作走向深入。

在肯定行业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注

师行业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事务所地区发展不平

衡、审计业务收入比重过大、部分事务所执业质量不高、合

伙人（股东）老龄化、行业低价竞争、事务所内部治理水平

不高、行业人才流失等，迫切需要我们加快《注册会计师法》

修法进程，不断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优化事务所执业环境，

表9                                                            2012年度各类会计师事务所人员结构表

合伙人人数 注师人数 非注师员工 合伙人:注师:非注师员工 高级经理:普通员工 合伙人平均年龄

四大 438 3 204 18 003 1:7:41 1:1.8 42.91
非四大证券所 1 536 18 046 36 819 1:12:24 1:2.5 47.94
非证券所 29 174 74 256 87 240 1:2:3 —— 51.75
合计  31 148 95 506 142 062 1:3:5 —— 51.44

表10  2010～2012年度各类事务所业务收入情况表

2010 2011 2012

四大 9 516 872 377 10 091 091 540 10 643 023 547
其他证券所 11 073 831 028 14 231 041 136 15 552 891 048
非证券所 15 222 733 852 19 169 727 154 23 276 090 029
合计 35 813 437 257 43 491 859 830 49 472 004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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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三、 中央和地方积极扶持注师行业发展

作为注师行业行政管理部门，2012年度，财政部和地

方财政部门牢牢把握贯彻落实国办56号文件和深入开展创

先争优活动的工作主线，时时谨遵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资

本市场改革和国家建设的工作宗旨，紧紧围绕实现科学发

展、规范发展、加快发展的工作目标，在创新行业管理体制

机制、提升行业地位影响、服务行业做强做大等方面实现

了一系列突破。

（一）中央财政部门出台的措施。为满足多层次资本市

场建设对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客观需求，联合证监会制定

发布了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调整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申

请条件的通知》；为解决四大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合作

到期，营造会计服务市场公平有序竞争环境和促进中外合

作所在我国持续健康发展，会同商务部、工商总局、外汇局

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

方案》的通知；为继续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顺利转制，

发布了《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推进落实

《财政部 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
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经与香港澳门相

关单位进行深入磋商后，确定CEPA补充协议九中会计审
计服务相关开放内容，财政部发布了《关于适当简化港澳

会计师事务所来内地临时执行审计业务申请材料的通知》，

并批复同意了深圳市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会计专业人士申

请成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暂

行办法》。上述文件的发布落实，进一步夯实了我国注册会

计师行业发展的基础，优化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执业环境，

为注师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地方财政部门出台的措施。

1.配合中央政策，扩大对外开放。深圳财政委员会制定
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会计专业人士申请成为前海深港现代

服务业合作区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暂行办法》，并已于2013

年1月29日以市府令第247号正式发布。目前，深圳财政委

员会已与市场监管局制定了执行该办法的流程，将正式进

入实施阶段。该办法的实施，为深港两地会计专业人士的

更紧密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2.深化非营利组织审计，不断拓展业务范围。湖南研究
制定了《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加强和完善基金
会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通知》，扩大了基金会的公开透明

程度；研究制定了《关于建立公立医院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

的通知》，将公立医院财务报告纳入注册会计师审计范围。

黑龙江2012年度在继续推进医疗机构、大中专院校及基金

会等非营利组织财务报表注师审计工作方面，采用规范审计

报告文本格式、将使用审计报告编制部门预算、批复部门决

算情况纳入统计范围等方式，不断推动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3.规范日常审批，加强日常监管。审批方面，天津进一
步规范了约谈、辅导制度，完善审查、辅导制度 ,制定发布
了《新设会计师事务所专家评估制度》，明确了评估流程和

评分细则，正式确立了专家评估后再申报设立材料的新流

程。山西在审批中进一步实行与全体合伙人面谈和“申请人

现场签字制度”，变更中，继续实行“双约谈话制度”。监管

方面，黑龙江创新执业质量检查方式，检查内容指标化、数

据化，并将检查结果和处理情况在全省范围内通报，督促

有关事务所整改。天津财政局参与金融办、银监局等各监

管部门共同进行的处置非法集资行动，并与市发改委等有

关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加强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

资管理机构监管工作的通知》。山西继续支持推进防伪标识

管理制度，完善相关功能。

4.提升信息化水平，行业管理效能显著。上海启用企业
财务会计单一来源信息系统，研究制定了《上海市企业财务

会计数据信息平台管理暂行办法》，开发了上海市企业财务

会计数据信息平台，组织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进行了专

题培训。截至2012年底，在信息平台上已有206家会计师

事务所报备了18 323家企业的财务会计数据。黑龙江推进
注师行业利用信息网络承接业务，利用黑龙江省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平台网络—— 一个省级枢纽平台与13个综合“窗
口”服务平台、19个产业集群“窗口”服务平台互联互通的

一体化平台体系，推动事务所入驻该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便利业务承接。

5.深化配套政策措施，全方位扶持行业发展。关于法律
法规宣传，天津对近年国家和该市关于注册会计师行业发

展的法规政策进行全面梳理，编印《天津市注册会计师行业

法规政策汇编》并免费向各事务所发放，指导推动注师行业

依法科学健康发展。关于职业保险，上海2012年6月制发了

《上海市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集中投保补贴办法（试

行）》，对参与集中投保的会计师事务所给予保费补贴。关于

报备工作创新，辽宁根据实际需要，增加了《会计师事务所

未保持设立条件备案表》和《审计大中型企业情况备案表》，

强化会计师事务所保持设立条件的主动备案意识，了解和推

动大中型企业实施企业会计准则情况。

四、 下一步工作目标

2012年是注册会计师行业法规制度密集推出、不断健

全、取得新成果的一年。“十二五”时期是深化改革，加速实

现“十二五”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时期。行业“十二五”建

设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各级财政部门克服人手少、任务重、

表11                                                           2012年度各类事务所境外业务情况表

  境外业务项目数量 境外业务收入（单位：元） H股客户数量 签署H股报告数量

四大 1 893 3 030 047 252 210 21

非四大的H股资格事务所 715 161 007 859 31 8

其他证券所 80 47 012 706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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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大等客观困难，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会计师事

务所、行业全体从业人员应齐心一致，结合会计改革与发

展“十二五”规划要求，继续以贯彻落实国办56号文件为

中心，进一步认真研究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积极推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大力拓展行业发展空间，引

导事务所以各种形式强强联合，完善行业管理信息化基础，

推动注册会计师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

（财政部会计司供稿）

职业责任保险是会计师事务所降低执业风险，提升执

业信誉，保护事务所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有效手段。近年来，

全国各地省市财政部门和地方协会在发展会计师事务所职

业责任保险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中，上海自2011年开始实行的集中投保制度效果最显著，

对整个行业职业保险制度的建设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意义。

2013年11月～ 12月期间，财政部会计司成立调研小组，多

次赴上海进行调研，与财政部门、行业协会、多家会计师事

务所和参与集中投保的保险公司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上

海集中投保的发展现状、内在机理和运作模式。

一、会计师事务所购买职业责任保险的重要意义

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是保险公司为注册会计师的

执业提供的一种专业保险服务，是指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后，

注册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在执业时，若因过失行为给委

托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造成损失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在受到赔偿请求时，由保险人按约定进行赔偿。《中华人民

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会计师事务

所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建立职业风险基金，办理职

业责任保险”。200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

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见》（下称国办56

号文件）提出要不断完善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制度。

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对会计师事务所、委托人及利害

关系人均有重大的意义。

（一）分散执业风险，促进健康发展。注册会计师行业

作为具有公信力的鉴证行业，面临的赔偿责任也是巨大的，

但会计师事务所本身具有的赔偿能力和这种潜在的赔偿责

任是远不相称的。实施职业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转嫁注册

会计师的执业风险，提高会计师事务所抵御风险的能力，

为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风险保障。

（二）增强公众信心，提高社会信誉。职业责任保险为

注册会计师行业拓展高风险的重大业务提供了资信保障。

通过保险不仅可以使被保险会计师事务所得到合理补偿，

而且可以提高事故处理的效率，减少事务所与其他利害关

系人可能出现的纠纷，增强社会公众对行业的信心。将商

业保险融入社会关系的管理，逐步改变社会主体的行为模

式，减少社会摩擦，大大提高社会运行效率。

（三）提升行业信用，发挥管理效能。商业保险作为最

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通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

控制，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和费率精算办法，建立起风险预

警系统，关注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状况及其变动，从承保

环节甄别客户，对信誉好、管理规范的事务所积极承保，并

给予一定的费率优惠；对管理水平、执业行为欠佳的事务

所不予承保，从而有效地实现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优胜劣汰，

提升行业信用，实现对风险的控制，提高管理效能。

（四）借鉴国际管理，提升竞争能力。职业责任保险是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和行业准入的前

提条件，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会计

师事务所普遍购买注册会计师责任险。在我国注册会计师

行业大力发展职业责任保险，有助于与国际惯例接轨，有

助于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二、上海市在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工作中

的主要做法

2010年，在上海的280家会计师事务所中，仅有80多

家内资会计师事务所参加了职业责任保险，承接保险公司

发展7家左右。就当时上海的会计师事务所承保情况来看，

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的总体需求还不高，主要原因：

一是保险意识落后，缺乏行业引导，保险覆盖面不广；二

是保险合同版本不一，运作方式参差不齐，单个事务所缺

乏话语权；三是保险条文晦涩难懂，未考虑行业特性，免

责条款苛刻，事务所理赔率低。此外，追溯期概念模糊、保

险费率偏高、投保成本较大、保险责任界定较难等 ,也是制
约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推广的主要因素。

201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财政局《关于

进一步促进本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文

件，提出为增强本市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风险意识，提

高抵御职业责任风险的能力，提高社会公信力，鼓励会计

师事务所参加职业责任保险。这为上海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组织全市会计师事务所进一步完善职业责任保险投保工作

创造了条件。自2010年起，上海注协在上海财政局的支持

下，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推进会计师事务所职

业责任保险集中投保制度：

（一）研究制定集中投保实施办法。上海是第一个推行

注册会计师行业职业责任保险集中投保的城市。为确保集

中投保程序规范、切实保障会计师事务所权益，上海注协

组建课题小组，研究制定实施办法与起草说明，在行业内

组织大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座谈会，广泛听取行业会员意

关于上海市会计师事务所

职业责任保险集中投保的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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