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

规模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以我国审计市场的经验数据为基础，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经济效应进

行了实证研究。

【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 规模经济 超越对数成本函数

一般认为，规模经济是指收益随着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

大不断递增的现象，通常又被称为规模的“收益递增规律”。

按照目前具有权威性的解释，规模经济是指对于某一产品（无

论是单一产品或复合产品），如果在某些产量范围内平均成本

是下降或上升的，就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或规模不经济。具

体表现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从这种意义上说，长期

平均成本曲线就是规模曲线，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上的最低点

就是最小最佳规模。服务业中的规模经济是指随着服务规模

（业务量）、人员数量、机构网点的扩大而发生的长期平均成本

递减和收益不断递增的现象。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经济，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在

大客户市场和小客户市场上，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方式和工

作绩效不同，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优势主要体现在大客

户市场上。大客户的资产规模大、地理位置分散、业务处理复

杂，非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很难有足够的能力为其提供专业

服务。

一、研究模型的设定

在模型设定方面，本文采用 Cristensen、Jorgenson和 Lau

在 1973年发展的 Translog成本函数为理论模型。该模型具有

优良的性质，它既考虑了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又考虑

了各个自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且，

Translog成本函数对数据的要求不高，几乎对所有数据都可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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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相对较大，上市公司的有

关数据的透明度较高，容易获得，又考虑到会计师事务所人力

资本密集的特点，本文采用注册会计师人数作为会计师事务

所的主要投入量，以 x1表示；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所有上

市公司的总资产作为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量（或产出量），以

x2表示；会计师事务所的总收入以 y表示。本文借助中注协

提供的 2004年度前 100家会计师事务所的信息，选取了不同

资产规模、不同客户数量、不同 CPA人数的各档次会计师事

务所 23家的有效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 Eviews经济统计

软件，采用 OLS方法对样本观测值进行了回归检验，将各变

量代入 Translog成本函数，即得到本文所采用的实证分析模型：

lny=c+alnx1+blnx2+rlnx1lnx2

当总收入（y）随生产规模 x1（CPA人数）的扩大而上升，

并且投入 x1（CPA人数）增加 1%，总收入（y）增加超过 1%时，

就表示存在规模经济，由此结合公式（1）计算出检验规模经济

的指标：规模经济系数 SRE=a+rlnx2。

若 SRE>1，则表示规模经济；若 SRE=1，则表示固定规

模；若 SRE<1，则表示规模不经济。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1. 规模经济的回归结果与分析。本文对数据进行回归分

析，得到估计模型为：

lny=7.755 275-3.079 139lnx1-0.603 532lnx2+0.403 710lnx1lnx2

在上述估计模型中，模型的拟合优度 r2=0.72，F检验值

为 16.31，由此可见模型整体高度显著。但在模型中，所选择的

三个解释项显著程度不高。从估计方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单

纯增加 CPA人数和扩大业务规模对增加会计师事务所的业

务收入都是不利的，只有扩大 CPA人数并且审计大客户才对

增加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也就是说，大

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大客户对其收入有显著影响。

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理论探讨的是技术上的不可分性决

定的生产规模问题。生产规模扩大，分摊到单位产品上的固

定成本就会降低，从而表现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盈

利能力提高。CPA行业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会计师事务

所拥有的资源易于在不同行业或业务间转移，业务量的扩大

显然有助于摊薄固定成本。在大客户市场上，客户的资产规

模大、业务复杂程度高、地理位置分散，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能力的要求也比较高。如果会计师事务所本身拥有的 CPA人

数众多、业务范围广泛，那么其与大客户之间的协作对于提高

会计师事务所的收益和降低审计成本的作用会格外显著。

以下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与客户数量、每个客户分所

的数量、客户资产总额、CPA人数等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笔

者构建了以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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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b1x1+b2x2+b3z3+b4z4

其中：y表示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单位：亿元）；x1表示

CPA人数；x2表示客户资产总额；z3表示客户数量；z4表示分

所数量。限于篇幅，这里仅列示回归结果（以下同）：

y=-4.004 096+0.067 296x1+0.005 870x2-0.234 517z3+3.515 812z4

（0.871 391）（3.932 438）（-0.524 665）（1.307 305）

在该模型中，模型的拟合优度 r2=0.80，F 检验值为

15.93，由此可见模型整体高度显著。但在该模型中，所选择的

x1和 z3解释项显著程度不高。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客户数量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

呈反向变动关系，可以说，在资产规模一定的前提下，会计师

事务所的客户数量越多，其收入越少。

接下来，我们利用估计值，进一步得出各家会计师事务所

的规模经济系数，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和武汉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的 SRE明显低于 1外，绝大多数会计师事

务所的 SRE是大于 1的，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性。既然如此，

我们应坚持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扩张和做大做强策略，继续

扩大会计师事务所 CPA的规模。当然，不同会计师事务所拥

有的 CPA不仅有数量上的区别，而且可能存在质量上的差

别。对于业务水平较低、执业经验较少的 CPA，其数量越多越

不利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扩大

CPA的规模，如何扩大可选择的 CPA数量？因此本文对样本

做了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2. CPA的学历层次和年龄结构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1）CPA学历层次的回归结果与分析。由于不同学历层

次的 CPA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建

立以下模型：y=c+a3x3+a4x4+a5x5+a6x6，仍采用上面的样本数

据，并对各指标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为：

y=-0.649 548-0.492 077x3+0.352 359x4-0.026 399x5-2.935 336x6

（-0.804 660）（5.835 020）（-0.202 155）（-1.779 991）

其中：y 表示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亿元）；x3表示 CPA

的学历为硕士以上；x4表示 CPA的学历为大学本科；x5表示

CPA的学历为大专；x6表示 CPA的学历为其他。

在该模型中，模型的拟合优度 r2=0.81，F 检验值为

19.23，由此可见模型整体高度显著。但在该模型中，所选择的

x3和 x5解释项显著程度不高。

根据估计模型，我们还可以看出：会计师事务所对 CPA

学历层次的要求不高，只要 CPA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就完全可

以从事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当然学历层次高的（硕士以上）

如果同时具备CPA资格，理论上讲应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

更有利，这里的模型分析没有同时考虑学历和 CPA资格，因

数据资料的限制只能进行学历层次对会计师事务所收入的影

响的独立分析，结果发现只有大学本科的学历层次与会计师

事务所的收入之间具有明显正相关关系，其他学历层次，没有

显著的正面效应。结合实证结果笔者认为，同时具备高学历和

CPA资格应是最好的，没有 CPA资格单纯追求高学历是不

适合从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另一方面，对于具有 CPA资

格而学历偏低（大专或其他）的人员，会计师事务所在规模扩

大的过程中也是不宜吸纳的。

（2）CPA年龄结构的回归结果与分析。考虑到不同年龄

结构的 CPA对会计师事务所收入产生的不同影响，笔者建立

以下模型：

y=c+a7x7+a8x8+a9x9

仍采用上面的样本数据，对各指标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

归结果为：

y=-9.176 031+0.332 348x7+0.290 360x8-1.141 241x9

（2.408 308）（2.363 981）（-2.188 122）

其中：y表示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亿元）；x7表示 CPA

年龄小于 30岁；x8表示 CPA年龄在 30 ~ 50岁之间；x9表示

CPA年龄大于 50岁。

在该模型中，模型的拟合优度 r2=0.82，F 检验值为

29.08，由此可见模型整体高度显著，并且所选择的各解释项

显著程度都很高。

根据估计模型，我们还很明显地看出：年龄小于 30岁和

年龄在 30 ~ 50岁之间的 CPA年龄结构与会计师事务所收入

呈正相关关系，年龄大于 50岁的 CPA年龄结构与会计师事

务所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在规模扩大的

过程中一般不宜吸纳 50岁以上的 CPA，甚至会计师事务所

内部 50岁以上的 CPA应该被逐渐淘汰。

三、研究结论

本文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经济进行了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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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代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B代表毕马威

华振会计师事务所；C代表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D代表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E代表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

F代表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G代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H

代表利安达信隆会计师事务所；I代表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

事务所；J代表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K代表中和正信会计

师事务所；L代表大信会计师事务所；M代表南京永华会计师

事务所；N代表北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O代表山东天恒信

会计师事务所；P代表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Q代表武汉众

环会计师事务所；R代表天津五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代表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T代表山东正源和信会计师事

务所；U 代表湖南开元会计师事务所；V代表厦门天健华天

会计师事务所；W代表西安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功效系数法在医药企业财务预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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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功效系数法改进的原因，从指标体系确定、指标值评分方法及预警警限的确定三个方面提出了功

效系数法的改进方案，并运用改进后的功效系数法对清华紫光古汉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实证预警分析。

【关键词】功效系数法 财务风险 预警

功效系数法是一种企业绩效评价方法并已被用于公司财

务风险预警的实证研究。由于功效系数法只考虑了财务指标

而未考虑非财务指标，加上其将财务指标值仅分为满意值与

不允许值两档，两者之间差距太大，导致综合评分值的不确定

性较大，严重阻碍了功效系数法在实践中的发展和运用，因此

应当对功效系数法进行改进。本文拟对功效系数法在财务预

警方面的应用作以下探讨。

一、功效系数法的改进

1. 财务指标值评分方法的改进。

（1）财务指标体系的确定。从财务预警的角度来看，财务

指标体系应该能够全面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只有从不同的

角度综合反映财务状况，通过观测各个指标是否有异动或异

动的强弱，才能及时发现公司潜在的财务风险。财务指标的设

计和选择是建立财务预警系统的重要前提。根据现代财务管

理理论，这些指标应当能够反映公司的财务效益状况、资产运

营状况、偿债能力状况及发展能力状况等四个方面。

（2）增加评价标准档次。将原来公式中的满意值和不允许

值两档评价标准值，增加为优秀值、良好值、平均值、较低值和

较差值五档评价标准值，并根据各个档次的评价标准确定相

应的标准系数。各项指标的评价档次分别为优（A）、良（B）、中

得出的结论是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在大客户市场上具有明显的

规模经济性。因此我们应继续增加会计师事务所中 CPA的人

数，并且要保证 CPA的年龄结构和学历层次科学、合理，原则

上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的 CPA的年龄应小于 50岁，学历层次

至少应达到大学本科。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尚未涉及会计师事务所规模

过度扩张带来的规模不经济问题。而这一现象从理论上讲并

非不存在。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业绩增长和规模扩张，将会使得

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协调能力达到极限，业务的扩张加

大管理的成本而导致效益的减少。

增加 CPA人数可以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来实现，毕

竟会计师事务所最宝贵的资产是人力资源，任何扩大规模的

方式和途径最终都要落脚于人力资源的优化与组合。CPA人

数的增加必须与质量控制相结合，以提高专业服务能力、质量

控制能力以及专业竞争力为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 CPA数量

的增加，这就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加大对 CPA的培训力度，从

而使 CPA能更有效地提供服务。

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学历层次偏低的 CPA，应通过进

修等途径提高学历层次；对于新进入的 CPA应至少具备大学

本科学历。加大培训或后续教育的力度，CPA后继教育的内

容要相应向外延伸，相关科学、技能、技术、外语等都纳入培训

内容，要重视与世界著名学府和国际机构的交流，加强对外合

作，努力提高后续教育的层次和附加值。同时，要加强职业道

德教育，提高 CPA的整体职业道德水平。未来会计师事务所

的从业者必须有德有才，德才兼备。

另外，会计师事务所应加强内部治理，积极采取措施稳固

CPA队伍，扩大执业 CPA人数。人才的归属感是会计师事务

所发展不可缺少的。

培育人才是会计师事务所发展的基础，吸引并留住人才

是行业发展的关键。首先，应加大价值观的培育力度。统一的

价值观有利于人才凝聚，共同推动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其

次，加大文化培育力度；再次，建立合理的人员发展机制，会计

师事务所从业人员的成长需要一条顺畅的通道，因为大多数

专业人员都希望从事的工作可以与自己的职业规划相一致；

最后，必须着手建立公平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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