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氛围；要把准则的学习培训与高级会计审计人才培养结

合起来，着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惯例、精通

管理和业务的会计审计领军人才，为促进会计行业发展和适

应经济全球化要求奠定人才基础。

会计审计准则体系的贯彻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与社会

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希望

各有关方面协调步伐，齐抓共管，扎扎实实做好两大准则体

系的贯彻实施；也希望在全社会形成学习准则、遵守准则、

应用准则的良好氛围，全面提升我国会计审计水平，促进我

国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加强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会计师行业的交流

刘仲藜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

2006 年，内地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国内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9% ；进出口贸易持续扩大；产业结构

调整步伐加快；国有企业、金融、财税改革也取得新的进

展。

内地注册会计师行业在服务内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也取得了长足进步。2005 年全行业业务收入达到183 亿元人

民币，连续多年保持20% 以上增长速度。截至2006 年 9 月

底，内地会计师事务所达到5 700多家，执业注册会计师达

到6.9 万多人，非执业会员7 万余人；会计师事务所在保持

传统会计报表审计业务的同时，执业范围日益拓展到资产评

估、税务代理、管理咨询与会计服务等方面，非审计业务正

在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在行业发展势头日益良好的同时，内地注册会计师行业

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从国际发展环境来看，上个世纪末以来，国际贸易和国

际投资空前活跃，资源全球配置的趋势日益显著，有效带动

了会计服务业的全球化发展，会计审计准则国际趋同成为大

势所趋，会计跨国服务的浪潮日益高涨，会计监管的国际协

调与协作持续加强。会计职业发展所出现的新特征、新趋

势，以及由此带来的会计服务的国际化竞争，对内地会计职

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从国内发展环境来看，2006 年 3 月全国人大通过的

“十一五”规划纲要，对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全面

部署，既为注册会计师行业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发展条件、

改善执业环境、提高行业地位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对注册

会计师行业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服务于

内地企业“走出去”战略提出了新挑战。十六届六中全会提

出了到2020 年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五项举措，勾勒

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路线图”，进一步对注册会计师行业服

务和谐社会建设，服务经济稳定增长，保障经济安全和秩序

规范，促进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提出了新的要求。

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为积极应对会计职业国际化发展

的挑战，为全面满足落实“十一五”规划和构建和谐社会的

新需求，内地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必须要有新的战略性突

破。为此，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全面推进行业建设的同

时，紧抓关系行业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全局性问

题，提出了内地注册会计师行业未来发展的三大战略，也即

行业人才战略、准则国际趋同战略、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

目前，三大战略已全面启动，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比如：

与境外会计师职业组织开展人才培养合作，支持内地注册会

计师取得境外认可的职业资格；公开选拔行业领军后备人

才，进行为期 10 年的跟踪培养；组织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

院校学生境外实习，培养行业后备人才；制定发布新的审计

准则体系，实现准则国际趋同；加强事务所内部治理机制建

设，积极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事务所做大做强；等等。

内地注册会计师行业未来发展三大战略的实施，任务艰

巨，既需要行业上下共同努力，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会计

职业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加强与港澳台会计师界的交流和借

鉴。就经济全球化对会计职业的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

探索和总结会计服务业国际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共同

研究应对策略和措施；就新形势下执业机构如何提升业务开

发能力，准确定位目标市场，储备和吸引人才并形成专业优

势，以及完善客户管理等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就如何提升

事务所综合竞争力，加强内部治理，改善风险控制，培育合

伙文化，推广市场品牌，构建国际网络等，提供经验，交流

看法，解除困惑；在交流中深化了解，增进友谊，为今后的

交流合作，打下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和两岸四地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

中国会计服务业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两岸四地会计师

加强交流，协力合作，一定能够不断开拓新业务，获得新发

展。
（ 注：本文系刘仲藜在海峡 两岸及港澳地区会计师行业

交流研讨会上致词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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