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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8_AE_BA_E5_c52_524552.htm 中国会计师事务

所2008年百强榜公布后，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现状受到

了广泛关注。在ACCA北京代表处近期组织的关于会计师事

务所发展话题的沙龙上，几位具有业内资深从业经历

的ACCA会员接受《财会学习》的采访，畅谈中国会计师事

务所的发展路径。被采访人包括雷博国际会计高级合伙人梁

德信、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人吴寿元、

汇泰鹏辉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谭甍。 专家论剑：中国会

计师事务所之发展路径 关键词1：走出去 《财会学习》：我

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在国内市场立足未稳的情况下，走出去

的条件是否具备？ 吴寿元：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国内企业

走出去的大背景下，由高层一直在积极推动，可能有很深的

战略考虑。去年九部委联合下文，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从

会计师事务所来说，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效果不是很

明显。但是，大家都达成了一个共识，走出去是必要的，是

符合中国会计国际化潮流的，我们对此有信心，但需要认真

考虑走出去的方式、路径等问题。 《财会学习》：在西方发

达国家，审计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实际上很多已经饱和，走

出去后，我们的客户从哪里来？走出去的可行性有多大？ 吴

寿元：国外的五百强是怎么进入中国的，我们就怎么走出去

，而且路线图也很清晰先从香港、新加坡，再到发展中国家

，再到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国资委也出台了配套措施积

极支持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国资委以前对境外子公司的审



计是依靠他们的内审，基本上没有让中介机构参与，现在也

让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去审，实际上也是在锻炼和培养国内

的事务所。我认为走出去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绝对不是单

兵出境就可以搞得定的。国内事务所现在要抓紧时间做大做

强，联合再联合，加强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并吸引一些海

归加盟。现在最可行的就是跟着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我认为

过两三年就会见效。 《财会学习》：走出去面临着哪些难题

？语言似乎是其中之一，因为国内缺乏精通英语的国际化高

级会计人才。此外还有哪些困难？ 梁德信：本土所的合伙人

，特别是首席合伙人，很多人年纪都比较大，很多快到了退

休的年龄。他们心里希望的，就是可以安安全全退休，希望

自己不要犯错。由于他们抱有这种心态，大量本土所发展的

欲望不强。如果管理层都没有“野心”，事务所的发展就会

受到影响。思路决定出路，事务所合伙人的保守是影响自身

发展的重要因素。 吴寿元：语言和资格看上去是比较难，但

是我认为这不是最难的，这些都可以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

是法律和文化。法律和文化的差异是不好解决的，还有就是

监管部门的认可和投资者的认可，以及资格的认定问题。 关

键词2：合伙人 《财会学习》：有人认为，“四大”成功的

关键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合伙人队伍，我们本土所在合伙人培

养上有什么经验？ 吴寿元：怎样建设以人为主的合伙文化，

大家一直在探讨。我认为一个事务所的风格和它的首席合伙

人关系很大。因为我发现，如果事务所的首席合伙人是属于

专家型的，这些所的发展后劲就很大。如果它的首席合伙人

是政府官员出身的，如从财政厅、审计厅退下来的，是官员

型的，就会差一些。 《财会学习》：会计师事务所本身既是



一个专业服务机构也是一个盈利组织，怎样调和作为盈利组

织和专业服务机构之间的矛盾？ 吴寿元：会计师事务所是盈

利组织不错，但事务所不能把自己定位为盈利组织。有的事

务所领导定位自己是老板，把挣钱作为唯一或主要目标，服

务质量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事务所首先定位自己是专业服务

机构，而注册会计师把自己定位为专家，把为客户提供专业

服务作为自身职责，就不会什么业务都承接。因为在专家看

来，有些业务是与自己的身份和名誉相违背的。我觉得只要

把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提升了，审计收费也会提升，自然会

有更长远、更稳定的高回报，盈利组织和专业服务机构之间

也不是对立的关系，两者是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

财会学习》：在会计师事务所中，合伙人的权力和地位相同

吗？是不是每个合伙人都有参与公司发展和决策的权利？ 梁

德信：合伙人不是都可以参与公司决策，合伙人也分级别，

合伙人也会升迁。对于国际性的会计师事务所来说，首先是

按部门来分，如审计部、税务部、融资部等等，都有合伙人

。在部门下，还会按不同行业划分，每一个行业有不同合伙

人。比部门高的是地区合伙人，再高就是全球合伙人。所以

，在这样的国际性会计师事务所中合伙人还是很多的。并不

是所有合伙人都可以分红，有一些合伙人只是拿固定工资的

。“四大”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分所都是相对独立的，都

有不一样的老板，大家只是挂同一个牌子而已。 《财会学习

》：由于“四大”的分工很细，如果一个合伙人承揽了非本

行业的业务，是不是必须转给别人做？那自己还有积极性承

揽业务吗？ 梁德信：对于不属于自己本行的客户，因为不熟

悉，肯定要转给对客户熟悉的合伙人。但不会白做的，会有



一些承揽费用，至于分配的比例，是由一个科学的指标来计

算。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很客观、很公平的数字。 关键词3：

市场与竞争 《财会学习》：我们国家的审计市场不是很稳定

，变化较大，西方发达国家现状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市场与

发达国家市场相比有哪些欠缺？ 吴寿元：我感觉国内的市场

竞争有些无序。我去年去英国考察，英国市场也有很多会计

师事务所，但他们的竞争是相对有序的，大事务所做的是大

客户，中等事务所做中等客户，小事务所做一些帮助公司注

册、代理纳税等业务。而不像国内事务所，觉得某个项目赚

钱，就会一哄而上，竞争显得很无序。 梁德信：如果事务所

做得不好而没有受到惩罚，就不会起到警示作用。相比而言

，国内对一些违法违规事务所的处理很轻。在美国不是这样

的，如果出现同样的问题，可能是要坐牢的。当然，国内会

计师事务所真正的发展是从1980年恢复重建注册会计师制度

开始的，到现在也只不过二三十年，相对人家一百多年的发

展历程来说，差距还是很远的。因此还需要慢慢改善，也需

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 《财会学习》：在“四大”，咨询业

务占的比例很大，而国内的事务所仍旧依赖审计业务，国内

事务所如何提升咨询业务？ 吴寿元：国外非审计业务的比例

有可能达到一半，我们国内审计业务要占到80%或更高，但

是现在已经在转变，国内也开始做管理咨询和财务顾问等高

端业务。可能是因为我国中小事务所居多，提供的服务趋于

同质。但是随着发展，市场要进行分化，会计事务所进行分

化后，大中小事务所的服务对象将各归其位，形成一种良性

竞争的市场格局。 《财会学习》：现在事务所为了做大做强

，都在搞合并，由于一些项目控制的链条增长，是否会对事



务所的审计质量产生影响？ 吴寿元：若要控制审计质量，从

前期承接开始，就要通过总部来控制。我发现国内事务所有

两种类型：一种是中央强、分所弱；另一种是中央弱、分所

强。不管那一种，都存在控制审计质量的问题。有些事务所

的发展比较缓慢，也是受制于在审计质量的控制上办法不多

。 《财会学习》：市场的恶性竞争是不是审计质量下降的重

要原因？ 梁德信：由于这个行业季节性强，最忙的时候在12

月份到下年4月份，这个时间所有人都很紧张，太紧张肯定也

会影响质量。大家对这个行业要求特别高，但很多事务所并

不是按照它的资源去找客户。在最忙的时候，似乎整个行业

都在抢人。有一些事务所人手根本不足，先把客户拉回来，

然后派一个人过去，先把客户占下，这肯定会影响质量问题

，因为没有考虑有没有人做和会不会做。 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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