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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9C_9F_E4_BC_9A_E8_c67_293081.htm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

务所近日宣布，目前在中国大陆及香港聘任员工8000多人，

预计至2010年，员工人数将超越10000人。“四大”中的其他

三家会计师事务所也各自计划在今后的三至四年内提高雇佣

人数60%~80%，各公司都把员工目标锁定在10000人左右。预

计几年后，“四大”在中国的员工数量接近其全部员工

的10%。 而我国最大的本土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现仅有从业

人员1000多名，其中执业注册会计师500多名。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由中国会计泰斗潘序伦先生于1927年在上海创建，是中

国最早建立和最有影响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于1986年复办

。 普华永道最早进入中国是在1903年。当时公司在上海设立

了一个办事处。改革开放后，普华永道重新返回中国，其他

三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也相继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安

营扎寨。 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06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数据显示，本土会计师事务所

前10强合计的总收入为13.15亿元，还不到普华永道一家收

入18.02亿元的七成，可见本土所和国际“四大”的差距甚远

。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安营扎寨至今和中国会计师事务

所起步发展的时间刚好吻合，为何两者的差距就如此巨大呢

？业内人士表示，“四大”发展的历史较长，而国内只有二

十余年。但换个角度想想国内所也具有本土的优势，为何本

土所前十强的收入总和就不如一家普华永道在国内的收入？ 

外资所的超国民待遇冲击了尚未成熟的国内所的发展，寒流



袭来，没有同等的防护措施，本土所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双

重审计制度压得国内所透不过气来，只能眼看着“四大”阔

步向前，本土所就算长了三头六臂，面对不平等的竞争环境

，即便心急如焚，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从曾经的A股到今

天的B股如果本土所连执行境内上市公司审计的资格都不具备

，还谈何做大做强？至于能得到世界的认同、追上甚至超过

“四大”也只能是天方夜谭。 另外，我们不得不注意到

在2007年7月起委任的57位普华永道新合伙人当中，有42位来

自中国大陆，另有15位来自香港特区，这就是其本地化策略

之一，意在收编中国本地才俊。“四大”运用的策略就是以

中国的本土化出击，这样一来我们的本土化优势又到哪里去

寻找？“四大”每年从北大、清华等知名学府以高薪招聘优

秀毕业生，培养其忠诚度，而从“四大”流失的人才相对较

少。他们究竟靠的是什么？靠多年的老字号品牌、靠合理的

激励成长文化机制、靠长远的雄踞全球的战略眼光。 本土所

要想有所作为，就要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无论是重视还是藐视“四大”，“四大”占据半壁江山是不

可回避的事实，回过头来国内所也不妨审视一下自己。有多

少事务所打算把自己的品牌打造成基业常青、享誉世界？有

多少合伙人尽心尽力地为年轻人营造成长的家园，而不至于

为了业务疲于奔命？有几家事务所在积极地推销自己，而不

是只顾埋头赚钱？为了糊口，多少审计师只能陷入业务的海

洋里，哪里还顾得上让事务所发展成百年老店。 走出去、做

大做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能单凭一股子勇气，而需要

国内所夯实根基、本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制定出科

学的事务所内部治理机制；所与所之间联合互助，增强发展



的后劲，储备人才，努力地推销自己，增强自己的吸引力、

凝聚力。在此基础上，监管层应放手让其充分发展，并予以

合理引导。这样国内所摆脱尴尬，赶超“四大”才不会是遥

远的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