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衡量标准问题，国内外学者基

本达成共识，主要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形成的收入、事务所占有

经营要素的多寡及运用多个指标或运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衡

量，应当说，这些衡量思路都是基于寻找审计市场中占主导地

位的厂商，研究规模不同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行为。

二十多年来，我国审计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

发展过程。时至今日，理论界、实务界和政府监管部门关注的

一个重要问题是：审计行业的规模达到什么水平才可以认为

是适度的或是优化的呢？本文拟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会

计师事务所规模特征进行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著名经济学家Ronald Cosas（1937）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

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

机制，存在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

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

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企业规模的大小取决于市场交易费

用的高低。

在审计市场中，由于各个会计师事务所的能力（其中包括

会计师事务所专业化水平、CPA个人能力、会计师事务所规模

等因素）不同，其审计上市公司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也不相同。

如何节约审计费用呢？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小客户会

造成审计资源浪费，而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大客户也会难

以胜任，或难以坚持独立性，道德危机、信息不对称都会造成

市场交易费用的增加。笔者认为根据Ronald Cosas（1937）的交

易费用理论，可以把会计师事务所按其客户特征进行分类，从

而使交易双方在规模和效益上水平相当，这样就可以减少交

易中的摩擦，降低交易费用。同时，也使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

务所能对自身进行合理定位，细分各自的客户市场。因此，笔

者提出假设：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与它所服务的客户规模相

适应。

二、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由于上市公司审计市场是我国审计市场的

核心，参与上市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相对较大，而且

上市公司的有关数据透明度较高，容易获得且可信度高。因

此，本文选取了我国从事上市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作为

研究对象，以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有关经验数据为基础展开

分析。

笔者利用CICPA公布的“200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

家信息”，利用SPSS13.0软件随机抽取了30家会计师事务所作

为研究样本。另外，笔者尽可能全面地选取了衡量会计师事务

所规模的代表性指标：反映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源情况的指

标有CPA 人数；反映会计师事务所客户情况的指标有上市公

司客户数目、客户总资产、客户股东权益、客户营业收入；反映

会计师事务所产出水平的指标是会计师事务所收入。

笔者选取的2005年数据中，CPA人数、会计师事务所收入

数据均来自CICPA公布的“200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

信息”；上市公司客户数、客户总资产、客户股东权益、客户营

业收入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服务中心提供的色诺芬

数据库。

2. 研究思路。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大小实质上反映了不同

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市场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单独采

用任何一项指标衡量都有失偏颇，最为理想的思路是采用多

项指标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因此，本文运用了SPSS13.0软

件，采用了聚类分析技术与判别分析技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

行思考：淤考查随机抽取的30家会计师事务所的所属类别，以

及验证本文所提出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应该与其所服务的

客户规模相适应的假设；于根据以上假设构建判别函数，目的

是检验未来潜在进入证券审计市场的会计师事务所与其所服

务的客户之间是否相适应。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 聚类分析结果的描述性统计。本文采用SPSS13.0软件

对随机抽取的30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聚类研究，聚类分析

结果描述性统计如表员所示（见下页）。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

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根据其所服务的客户规模分为四类，其中

第一、第二类为国际“四大”在我国的成员所；第三、第四类为

我国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第一、第二类会计师事务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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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客户规模的指标，如客户总资产、客户股东权益、客户营

业收入和反映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收入，均显

著高于第三、第四类会计师事务所，因此我们根据会计师事务

所的客户规模指标把第一、第二类合并为一类。

2. 聚类结果检验。值得注意的是，这30家会计师事务所

分别属于不同的类别，在不同的指标方面呈现出各自的优势，

表明它们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特征差异。为了对聚类结果有

效性进行验证，我们对上述分类结果进行了显著性检验，检验

结果见表2所示。

根据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值可以判断，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时，都能够拒绝单因素方差分析的零假设。由此可以认为

这三类会计师事务所在CPA人数、客户数目、客户总资产、客

户股东权益、客户营业收入、会计师事务所收入这些方面都呈

现出显著性差异，聚类效果比较理想。

四、与客户规模相适应的判别函数的构建

本文在验证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与它所服务的客户规

模相适应的假设之后，进一步对聚类结果进行分析，以期得到

证券市场的会计师事务所与其所服务的客户之间是否相适应

的判别函数，使未来潜在进入证券审计市场的会计师事务所

可根据其规模来判定它适宜服务的客户规模，从而在自身具

有竞争优势的市场开展审计服务业务，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

竞争力。

本文以判别函数的一般式为基础，对聚类结果进一步分

析，构建本文的判别函数如下：

DV=C1CPA+C2CN+C3CTA+C4CE+C5CI+C6FI

其中：DV表示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与它所服务的客户规

模相适应的判别值；CPA代表CPA人数；CN代表客户数目；

CTA代表客户总资产；CE代表客户股东权益；CI代表客户营

业收入；FI代表会计师事务所收入；C1、C2、C3、C4、C5、C6分别

表示其对应变量的判别系数。

本文根据聚类分析结果进行判别分析，得到了与变量相

应的判别系数（见表3）。

由此表可得判别分析方程如下：

第一类的判别函数为：FUNC1 =-627.084 +0.144X1 +

0.785X2-0.002X3-2.38E-9X4+1.58E-9X5+2.59E-9X6。

第二类的判别函数为：FUNC2 =-109.772 -0.041X1 -

0.234X2-0.001E-9X3+1.17E-9X4-8.61E-10X5-9 084E-10X6。

第三类的判别函数为：FUNC3 越-64.122 -0.003X1 +

2.308X2+1.23E-10X4+5.85E-10X5+6.07E-10X6。

在此判别函数的基础上，未来潜在进入审计市场的会计

师事务所可根据其规模特征来判别它所能审计客户的最优规

模，这对会计师事务所选择适合自身的客户具有积极的导向

CPA人数

客户数目

会计师事务所收入

客户总资产

客户股东权益

客户营业收入

渊Constant冤

1

0.144

0.785

-0.002

-2.38E-9

1.58E-9

2.59E-9

-627.084

2

-0.041

-0.234

0.001

1.17E-9

-8.61E-10

-9.84E-10

-109.772

3

-0.003

2.308

0.000

1.23E-10

5.85E-10

6.07E-10

-64.122

组 别

表 3 判 别 分 析 系 数

CPA人数

客户数目

客户总资产

客户股东权益

客户营业收入

会计师事务所收入

平均组间
平方和

44 273.711

1 617.614

2.038E+023

3.699E+022

3.286E+023

1.372E+010

平均组内
平方和

10 268.840

69.389

2.204E+021

3.231E+020

4.288E+021

212 269 210

F统
计量

4.311

23.312

92.449

114.486

76.638

64.616

F统计量的
相伴概率值

0.01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项 目

表 2 2005年聚类分析的各类单因数方差分析结果

四

一

二

毕马威华振

德勤华永

安永华明

普华永道

浙江天健

上海立信长江

北京兴华

四川君和

江苏公证

上海上会

深圳大华天诚

湖南开元

安永大华

河北安华

北京中天华正

北京京都

亚太中汇

中 喜

亚太集团

北京中证国华

山东正源和信

广东恒信德律

西安希格玛

广东正中珠江

山东汇德

中瑞华恒信

万 隆

中 审

信中永和

岳 华

234

415

240

461

163

308

139

126

119

66

106

86

94

74

192

195

154

179

80

67

114

96

83

90

96

250

256

317

282

479

14

20

8

31

60

79

24

25

21

28

28

24

22

24

26

34

13

15

9

6

14

16

13

18

13

13

9

6

21

27

7 640 000

1 753 050

2 810 000

4 078 330

1 147 640

2 003 980

53 122

52 839

38 220

64 862

65 224

74 134

113 692

105 587

104 705

120 967

27 283

34 116

35 984

7 129

26 354

25 892

11 139

56 332

34 440

41 223

-4 940

21 935

38 220

67 378

3 190 000

911 219

1 336 900

1 708 250

451 824

77 909

22 406

198 017

16 886

26 783

20 584

22 890

57 180

38 937

41 826

56 808

10 487

17 523

17 547

25 459

13 687

10 244

53 987

25 418

17 268

20 230

14 070

44 864

16 885

27 622

1 040 000

1 283 610

2 780 000

2 328 450

1 001 760

1 597 060

29 410

36 607

24 774

56 437

33 162

54 194

56 171

88 480

95 901

93 972

26 194

23 157

29 682

33 569

15 224

13 299

60 348

32 483

3 299 660

34 242

69 677

20 724

22 920

41 080

91 478

90 876

97 166

180 296

7 518

18 324

514

3 402

7 122

3 675

4 064

3 018

11 152

2 109

6 226

8 093

4 752

5 666

2 656

2 987

3 353

3 080

3 512

4 390

2 264

13 050

13 844

13 367

14 957

16 405

会计师事务所
类

别

三

表员 2005年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聚类分析结果描述

会计师事
务所收入
渊万元冤

客户

数目

客户营业收

入渊十万元冤

客户股东权

益渊十万元冤

客户总资产

渊十万元冤

CPA

人数

阴窑74窑财会月刊渊理论冤 援



作用。

五、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得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根

据其客户的规模分为三类，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依据其所属类

别选择与其对应规模的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发挥会计师事务

所在细分的客户市场的竞争优势。

同时，本文通过判别分析法得到，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

与其服务的客户规模相适应的判别函数，为以后证实会计师

事务所所属的类别提供分析基础。但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本文仅仅对200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聚类，缺乏长

时间的实证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本文结论的普遍性，

在此方面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同时，CPA人数、客户数目的数据口径和其他变量有所不

同，虽然在聚类分析中使用了无量纲化处理，但这仍然可能导

致研究存在一定的误差，而这是否会影响到最终研究结论，还

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注】本文由野江西省社会科学耶十一五爷规划项目冶渊项

目编号院06YJ45冤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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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成本核算的任务和新经济环境中企业经营管理条件的变化，提出了新经济环境下成本核算的思

路，并进一步分析了顾客价值型成本核算的方法。

【关键词】顾客价值 成本核算 业绩考核

一、成本核算的任务

成本核算作为会计核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会

计实务工作和理论研究的重点。成本核算是一个为企业管理

者提供相关信息的信息系统，其目的主要包括两个：淤为产品

的合理定价提供信息支持。产品定价有很多种方式，不管哪种

方式，其考虑的主要因素都是生产者的成本和消费者的效用

与需求，而有关企业产品成本的信息则主要依赖成本核算。

于为企业内部员工和团队业绩考核提供信息。企业产品的形

成过程往往也就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企业内部

员工团队的工作业绩与成本紧密相联，企业对某些员工团队

的支出直接或者间接地构成产品成本，员工的工作业绩也能

在成本中得到充分体现，成本核算能够为员工的业绩考核提

供有力依据。

成本核算的任务是达到成本核算目的的具体途径，成本

核算的任务应该取决于成本核算的目的。传统会计认为，成本

核算的任务就是相对准确地计量产品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发生

的各种费用。由于现代工业的生产规模庞大且生产工艺较复

杂，成本核算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构成产品的生产要素的识别

和相关费用的计量上，这容易使人们认为成本核算的范畴仅

仅是生产领域。所以，可以把成本核算中对生产要素费用的归

集和分配称为“生产费用型”成本核算。

生产费用型成本核算是与工业经济环境相适应的。在工

业经济时代，工厂生产是企业管理的主要内容，企业的某一类

产品能够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庞大的生产规模，生产工艺

能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甚至有些工艺的使用寿命比

设备还要长得多，产品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生产过程中

发生的生产要素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成本核算主要考虑的是

对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原材料耗费、人工工资、设备折旧等生产

要素费用的归集和分配，能够比较准确地提供产品定价所需

的信息。

在工业经济时代，劳动者的生产劳动大多数是重复简单

劳动，劳动力的同质程度比较高，因此企业对员工的业绩考核

比较简单，如计件制等。因此，生产费用型成本核算能够在工

业经济条件下实现成本核算的两大主要目的。

顾客价值型成本核算研究

邹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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