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加入WTO 五年过渡期结束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本文通过对天健合并案和信永中和合

并案的分析，提出了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走合并发展之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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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个合并案例谈会计师事务所发展之路

1980年我国重建和恢复了注册会计师制度，20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注册会计师协加入了亚太会计师联合会和国际

会计师联合会，并进入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加入WTO

五年过渡期结束后的 2007年，我国与国际趋同的新会计准则

和新审计准则开始实施。伴随着国际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合作所、成员所的方式在我国经营业务。这

不仅意味着我国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

合作，而且意味着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为了迎接挑战，会计师事务所必须走合并之路，以增强实力。

本文通过对天健合并案与信永中和合并案的分析，提出我国

会计师事务所走合并发展之路的看法。

一、合并案例分析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集团（简称“天健系”）是由深圳天健信

德、北京天健、浙江天健、厦门天健华天、重庆天健和辽宁天健

这六家带“天健”字样的会计师事务所在 2002年 6月成立的

松散型组织。此六家会计师事务所 2004年收入总和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其中，北京天健的业务规模最大，总收入达 7 067

万元，比上年增长 80豫，其总收入在行业中排名第 13位；其次

是浙江天健，总收入为 6 366万元，排名第 16位。此外，厦门

天健华天、重庆天健、深圳天健信德和辽宁天健分别排在第

55位、58位、63位和 91位。2005年 6月 1日，德勤合并北京

天健，近六个月后，德勤再次合并了深圳天健信德。由此，德勤

控制了天健系，天健系便从此瓦解。这一事件一时间引起了不

小的反响。尽管德勤一再表示德勤中国的本土化立场，但仍然

有许多人对国内大所被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合并表示异议，认

为天健的行为已经失去了本土所“突围”的象征意义。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简称“信永中和”）的历史可追溯

到 1981年，它的前身是中信会计师事务所。1993年 4月，中

信会计师事务所与永道国际共同组建了中外合作的中信永道

会计师事务所。1999年 9月 1日，中信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终

止，中信永道中方合伙人及资深注册会计师成立了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2003年该所请到原普华永道日本合伙人山本

晃博士，以其为首组建了信永中和日本业务组，开辟了日资业

务板块。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保留国际四大会计师

事务所在内的“全国会计师事务所百家信息”中，2004年它排

名第 6位，2005年排名第 7位。2005年 7月，信永中和合并重

组了位居香港会计师事务所第 13位的香港何锡麟会计师行

（HO & HO），并将其正式更名为信永中和（香港）会计师事

务所。中国会计视野的问卷调查显示，尽管有人对合并后的整

合和模式的可套用性持保留态度，但大多数人给予好评，认为

它首开我国注册会计师（CPA）业务向海外市场发展的先河，

对我国 CPA行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二、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难题与合并模式选择

天健系和信永中和都是我国排名靠前的大型会计师事务

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肩负着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

强的责任。然而，它们在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什么要选择走合

并之路，其原因是：

1. 缺乏品牌认同。尽管安然事件后，对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的质疑声不断，然而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仍旧视国际所

的审计报告为金字招牌，期望借此带来更好的融资效果和宣

传效应，对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态度则比较冷漠。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显示：

2005年中国百家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总收入达 929 628.953 7万

元，其中“四大所”为 470 966.68万元，占据了约 50.66%的份

额。而在 2002年、2003年、2004年这一份额分别为 38.22%、

40.15%、46.57%，可见“四大所”的份额一直呈上升趋势。

2. 海外市场服务能力不足。首先，在国际化经验和海外

认知程度上，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与经验丰富、历史悠久的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其次，提供相应海外审计

服务的门槛高，国际大所更容易获得当地证监机构的资格认

证。比如根据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规定，非美国

审计机构如要对美国上市公司的海外子公司进行审计，必须

在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注册。如今我国越

来越多的公司走出国门，到海外寻求发展，它们往往倾向将国

内和国外业务交给同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这样不仅可以

减少重复调研企业的麻烦，而且在费用方面也容易通过“捆绑

销售”的方式得到打折的优惠。一旦本土会计师事务所难以满

足需求，就难免陷入流失大客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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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合并模式的优劣

天健系的合并对象是“四大所”之一的德勤，即传统意义

上的国际知名所，中信永和的合并对象是香港何锡麟会计师

行。前者融于国际名牌，后者保留了自己的品牌。出于民族感

情，我们很容易否定前者，肯定后者。然而如果站在一个比较

客观的角度进行全面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两种模式都有其可

取之处和面临的问题。

1. 德勤与天健系合并案。显而易见，在天健系与德勤的

合并中，合并双方都有收益。对德勤而言，寻找一个知名度高、

客户资源丰富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对其应对其他“三

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竞争，取得中国会计市场份额的意义不言

而喻。对天健系而言，加入德勤不仅可以留住大客户，更关键

的是可以借助合作来培养本土所的会计人员。这种培养不仅

仅体现在专业技术方面的训练，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借助

国际知名所的品牌从接手大型海外上市公司的审计、管理咨

询业务中所得到的锻炼。除此之外，国际所的内部治理机制、

质量控制、审计流程也都是本土所可以借鉴的方面。

对天健系的行为已经失去了本土所“突围”象征意义的说

法，我们有必要澄清一点：何谓“突围”，“突围”又是为什么？应

当说，“突围”就是创名牌、扩大市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

天，品牌是作为获取市场份额的一个重要手段，许多跨国公司

在各个国家并购知名企业时都沿用当地的品牌就是这个道

理。比如联想在 PC市场上使用 IBM品牌、达能争夺娃哈哈

品牌商标使用权。可见，关键是要创出品牌，增强实力。对以

“人合”为主的会计师事务所而言，问题是如何提升本土合伙

人地位，培养本土 CPA。这里我们只是想说明与国际所合作

中的磨合，尤其是员工之间关系的处理相当重要，只有争取在

合作的过程中把更多本土所的人才留住并培养起来，才能不

违背我们和国际所合并的初衷。

2. 信永中和与何锡麟合并案。信永中和走强强联合之

路，选择的合并对象是我国香港地区知名的何锡麟会计师行。

一方面，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信息中心，

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往来频繁，在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上符

合国际惯例。另一方面，香港的会计市场与内地有许多相似之

处，香港地区 90豫以上的上市公司被“四大所”垄断，而本土所

的规模一般不大，所以它们联合的愿望也很强烈。近年来，中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会计师协会也相继

出台了若干鼓励合作的政策。可以说，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在一

定程度上兼具了海外和本土的特色。

信永中和与香港何锡麟会计师行的合并并非一蹴而就，

早在 2002年一次药业审计项目中，它们之间就有过合作的经

历。香港何锡麟会计师行当时拥有 3家 H股、9家 B股的审

计客户，合并使信永中和不仅将业务扩展到香港，同时进入了

B股、H股的审计市场。与港所合并除了同样要面对体制和文

化的磨合，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新的环境条件下树立起自己的

品牌。因此，信永中和仍有一段艰难的路程要走。

会计师事务所不能打广告，塑造品牌，审计质量是最重要

的。上市公司购买的审计报告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最终的使

用者是社会公众。很难想像一个审计质量低劣的会计师事务

所能塑造起自己的品牌，哪怕是像安然这样的国际大所在遭

遇审计丑闻时同样不能幸免垮台。提供专业化服务也是大势

所趋，国际“四大所”相比本土所更擅长细分客户群以提供专

业化服务。比如，德勤专门设置“客户服务专责合伙人”职位来

贴近中等市值客户公司，并且专门推出了一个全球“中端市场

管理委员会”，特别研究适用于这类公司的审计咨询工具和方

法体系；安永细分了 13 个专门行业，覆盖了《商业周刊》全

球 1 200强公司的所有业务领域；毕马威的金融和工业领域

是其细分行业市场上的服务强项。

四、启示

德勤与天健系和信永中和与何锡麟的两个合并案是本土

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尝试，带给我们不少启示。

1. 会计师事务所走合并之路时，要慎重选择合并对象。

选择过程中不仅要分析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更要关注

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方向、企业的文化以及合伙人的理念，包

括市场占有额、客户类型、拥有的审计牌照、CPA人数，这些

是事务所之间合作的现实基础。会计师事务所以人合为前提，

因此还应该强调志同道合，这样才能够长久合作。国际大所在

选择合并对象时，就很重视考量文化方面的因素。

2. 合并对象不同，合并时点的选择和应对的策略也应有

所不同。走与国际所合作的道路，合并时点的选择很关键，发

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加入国际所决定了本土所的话语权。

在这一方面，我国台湾地区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发展壮大后以

成员所的方式加入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模式值得借鉴。走与

港所合作的道路，应当注意结合各自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进

行优势互补，并在品牌上下足工夫。

3. 相关政策的支持在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发展壮大中不

可或缺。早先为了规范国内资本市场，我们引入了国际所促进

本土所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其非国民待遇。如今本土

所在一定程度上壮大起来，如何塑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的问

题凸显了出来。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可喜的变化，如在

2007年年初我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不再实施特定上市公司

特殊审计要求的通知》，取消了对金融类上市公司在法定审计

之外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和对一次发行量超过 3

亿（含 3亿）股以上的公司进行补充审计的规定。这一政策的

改变，无疑有利于本土所开拓业务。

在国际化的大环境下，合并是本土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应

对挑战的有效途径之一，上述两种不同的合并模式都有各自

值得借鉴之处。我们要通过合并，在培育本土 CPA、发展壮大

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上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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