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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式本土化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在华启动本土化转制，“超国民待遇”消失，本土合伙人最低占80%的规定引发中国员工“上进潮”

20年前，四大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先后来到了中国，并与财政
部签订了20年或25年的合作协
议。如今，合作协议即将到期。

20年前，由于中国尚无有实
力的事务所，“中外合作”取代了
国际通行的成员所，使得“四大”
在其后的经营中，享受了“超国
民待遇”。现在，随着合同到期
后的转制，这种待遇将逐步消
失，“四大”将与国内会计师事务
所进入同一平台竞争。

8月1日，毕马威华振率先
结束20年“中外合作”合约，成为

“四大”中首个以特殊普通合伙
人运营的会计师事务所，拉开了

“四大”的转制长跑序幕。它们
将在5年内，实现本土化转制的
全部目标。

“四大”拿走25%
的蛋糕

经过 20 年的发展，享
受“超国民待遇”的“四
大”，业务收入占中国会计
行业总收入的约25%。

1992 年，我国开始批准外
国会计师事务所与中国会计师
事务所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
业法》设立中外合作会计师事
务所，当时的国际“六大”（即安
永、德勤、毕马威、普华、永道和
安达信）成为第一批准入者。

历经20年发展，昔日的“六
大”整合发展为现在的“四大”，
分别为安永华明、毕马威华振、
德勤华永和普华永道中天。

目前“四大”已在北京、上
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开设
了 25 家分所，其业务收入占中
国会计行业总收入的约 25%，
其中高端的审计业务收入占到
三分之一。

对于“四大”而言，进入其
他国家或地区的国际惯例做法
是发展成员所。但 1992 年获
准进入中国时，由于本土尚无
有实力事务所，双方采取了“中
外合作”的合作方式，当时签署
的合作期限是 20 年，只有普华
永道签署了25年的合作协议。

按照国际惯例，会计师事

务所须由注册会计师共同设
立，而不能由机构设立。但在

“四大”当年采用的中外合作模
式下，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
由中外共同出资组建，采取的
是有限责任公司制，而不是传
统的合伙人制。

目前在中国，除了“四大”，
其他所有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均
采取的是合伙人制。

“我认为，‘四大’合作所本
土化转制是顺理成章、水到渠
成的事，是注会行业发展壮大
的最优化选择。一方面，‘四
大’合作所合同到期了，不得不
按照以前的约定实行转制，另
一方面，合作所的组织形式也
不受目前我国相关法律的支
持。”中瑞岳华高级合伙人张连
起对记者表示。

与本土所的公平竞争

对于“四大”与本土所
的组织形式不同，财政部
明确提出“加快本土化进
程，在我国法律框架和统
一市场规则下公平竞争”。

“四大”合作所与本土所的
组织形式不同，引发了一系列
问题。

其中，主要问题在于，“四
大”合作所的一些合伙人，没有

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不
能在中国公司审计报告上签
字，因此出现了“不用承担相应
的责任和风险”的情况。

2009 年，财政部在相关文
件中明确提出，要“加快现有中
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进
程，在我国法律框架和统一市
场规则下公平竞争”。

今年5月10日，财政部公布
《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
转制方案》指出，本土化转制是
指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根据
合作设立时所作承诺实现本土
化，并在合作到期日之后或自愿
在合作到期日之前采用符合中
国法律法规规定的组织形式。

像其他进入中国的外资企
业一样，“四大”1992 年进入中
国时，采取了中外合作有限公
司的方式。为此，四大转制之
后将成为“特殊普通合伙”（在
特定情况下，不由全体合伙人
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的合伙）。

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
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刘桓对记者表示，包括律所、会
计师事务所这样具有中介性质
的服务行业，国际上的通用做
法是采取无限责任的合伙制
度。中国基于历史原因采用了
有限责任的公司制，产生了很
多经营上的麻烦，比如合伙制

度只用缴纳个税，而公司制则
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中国人将成合伙
人主力军

按规定，转制后 5 年
过渡期结束，境外合伙人
占比不得超过20%。这个
规定给中国本土注册会计
师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如何将企业治理结构转制
之后，再进行人员的本土化，这
是“四大”在转制过程中面临的
问题。

截至目前在“四大”合作所
内部，不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资格但具备其他国家或地
区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境外合伙
人，占合伙人总数的比例总体
约为 50%，其中绝大部分为香
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转制方案》规定，自财政
部核发“四大”合作所新的特殊
普通合伙事务所执业证书日
起，境外合伙人占事务所合伙
人总数的比例，以及其在合伙
人管理委员会中的比例，不得
超过 40%；至 5 年过渡期结束，
上述比例不得超过20%。

一位不愿具名的“四大”人
士告诉记者，该方案至少造成
了两个影响：一是近 5 年内具

有本土 CPA(注册会计师)资质
的中国籍高级经理升合伙人机
会大增；二是非本土 CPA 要积
极寻找出路。

毕马威中国区主席姚建华
对记者表示，根据 2011 年底数
据，毕马威华振 96%以上都是
本土员工。但他同时也承认，
由于历史原因，本土合伙人人
数相对较少。

《转制方案》还规定，“四
大”合作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
组织形式后，其首席合伙人必
须具有中国国籍且具备中国注
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目前，“四大”合作所的现任
首席合伙人均不符上述要求。

作为过渡，“四大”合作所
现任首席合伙人不符合规定条
件的，可以在未来 3 年内继续
担任首席合伙人。3 年之后，
其本人或继任者必须满足转制
方案规定的资格条件。

财政部表示，首席合伙人
是“四大”内部履行最高管理决
策职权的合伙人，首席合伙人
本土化是“四大”真正实现本土
化的核心标志之一。

“超国民待遇”的
普通化

转制之后，“四大”在
5 年过渡期后与本土所一

样，既承担有限责任又有
无限责任。

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
土化转制，无论对中国本土会
计师事务所，还是转制为本土
化的原“四大”，都各有机遇也
各有挑战。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合
伙人郭晋龙认为，“对中国本土
事务所来讲，其机遇是可以在
统一法律框架、市场规则下，与
四大公平竞争；其挑战是自身
的本土化优势会逐步丧失。”

“对四大，其机遇是本土化
过程中的管理机制重建与本土
化管理人才的吸纳，其挑战是
各种‘超国民待遇’政策失去之
后的本土化规则适应与本土文
化融合。”郭晋龙说。

对于“超国民待遇”，中央
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吴溪
教授表示，中外合作的形式，让

“四大”中那些境外合伙人既享
受权益，又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和风险。他认为，这实际上是
由于这些合伙人没有中国注册
会计师执业资格，就不能在中
国公司审计报告上签字，所以
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

转制后，“四大”在 5 年过
渡期后与本土所一样，既承担
有限责任又有无限责任。而无
限责任对于合伙人的专业水准

和诚信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
但也有海外媒体质疑认

为，转制后的“四大”很难保持
审计独立性。

例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称，新举措会加大投资者对中
国公司会计造假的猜忌。

同时，也有海外媒体持肯
定态度。CNN报道说，这是中
国审计行业重大变革的一部
分，旨在实现外国会计师事务
所在中国大陆业务的本地化。
实际上为减少变革产生的争
议，此次规定也留出了较长的
过渡期。

来自“四大”的观点也认
为，转制方案的实质并不是对

“四大”的约束，而是帮助“四
大”进行缓冲。

毕马威是“四大”中第一个
合约到期的事务所。来自毕马
威的中国区主席姚建华表示，
转制方案的出台澄清了传闻，

“四大”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
“本土所”中的一员。

安永大中华区审计部首席
运营官张耀表示，“我们与财政
部从去年就开启了沟通。这个
方案是财政部与‘四大’一起经
过多个月的沟通得出的结果，
在商谈过程中也曾提出过不同
的方案，但结合‘四大’的现状，
我们认为这个方案最为合适。”

专题采写/新京报记者 金彧

在安永工作了 2 年的李
先生在盼望着改制，“这样的
话，基层员工更有奔头，可以
奔向管理层席位。”

中国员工盼头更足

众所周知，“四大”的工
作很“过劳”。转制前，“三年
一小跳、五年一大跳”的职场
跳槽定律在“四大”人身上充
分体现。据统计，“四大”的
员工流动率高达20%。

《转制方案》的出台，改
变了部分员工的心态，特别
是中高层，他们看到了再攀
职场高峰的可能。

本土合伙人最低占 80%
的条款引发了一股“上进潮”。

“如果能够内部升迁，谁
还愿意跳槽？毕竟做熟不做

生。而且，如果再坚持几年，
也许有更大的发展。”一位毕
马威中层经理告诉记者。

同样在毕马威工作的李
先生说，“以前中国人越往上
做越困难，如果没有海外背
景，做高层几乎不可能。”

8 月 1 日，毕马威成为
“四大”中首个转制并正式以
“特殊普通合伙”身份运作的
事务所。李先生说，与以往
最大的不同在于发邮件。“以
前，有关公司的邮件是从香
港发过来，是全英文的。但
是，从 8 月 1 日起，公司的邮
件是中英文两版。”

外籍合伙人面临选择

转制激发了中国员工的
“热情”，同时也让外籍合伙

人面临选择。
除了本土合伙人的占比

规定外，《转制方案》还规定，
在过渡期内外籍合伙人想成
为首席合伙人，必须在3年内
取得中国国籍，并考取中国注
册会计师执业资格（CICPA）。

此前，在毕马威的申请
转制中，共 25 位合伙人，其
中外籍合伙人 10 人，占比
40%，刚好踩在《转制方案》
的及格线上。

一些在毕马威工作的
员工告诉记者，那些外籍合
伙人多数认为要在 3 年内考
取 CICPA。毕竟他们已在
中国工作多年，语言不是大
问题，这样就可以继续留在
毕马威做合伙人。

但对于要不要取得中国
国籍，外籍合伙人莫衷一是。

公司内部邮件改为中英双语■ 特写

名称 经营期限

毕马威华振 1992年8月18日-2012年8月17日

安永华明 1992年9月2日-2012年9月1日

德勤华永 1993年2月10日-2013年2月9日

普华永道中天 1993年3月28日-2018年3月27日

四大在国内经营期限状况整理

资料来源：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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