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0卷第 1期

2 6 0 0年 3 月

西 昌学晓学报
·

面然科学版

Jo u
m

a l o f i X eh a n g C o l l eg e
·

N a t u a rl S ei en e eE dit io n

V o
L 2 0, M )

.

1

M ar
. ,

20() 6

浅议会计师事务所的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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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西昌 61 5 0 0 0)

【摘 要】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矛盾大量出现
,

分配机制成为事务所矛盾聚焦点
,

本文从会计师事

务所 目前分配现状进行分析
,

阐明如何建立 良好的分配机制
,

并讲述 了良好的分配模式— 共享利益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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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自 1 9 9 8 年脱钩改制以来
,

事

务所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

我国加人 W TO

后
,

由于会计服务市场进一步开放
,

注册会计师行业

在执行环境
、

管理制度和发展前景上都面临着深刻

的变化
: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事务所活力

,

同

时事务所也面临强烈的行业竟争
。

随着审批会计师

事务所的开放
,

从 2 0 0 4 年至 20 05 年 3 月份
,

仅四川

新审批的会计师事务所 已达到了 37 家
。

由于事务所

的大量增加
,

事务所内部矛盾也大量涌现
,

内部管理

问题已提到了事务所的议事 日程
。

加强内部管理是

会计师事务所增强竟争力的关键
,

而分配机制是否

健全
、

分配是否合理
、

可以说是事务所内部管理中矛

盾的聚焦点
,

对事务所的生存与长远发展具有举足

轻重的影响
。

一
、

会计师事务所目前分配现状

(一 )合伙人之间的利益分配

l
、

分散管理方式 (也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方式 )
:

各个合伙人各 自为阵
,

自己开拓市场
,

自己带领选定

的业务人员完成业务
,

除了按比例分摊所里的管理

费用之外
,

要 自负盈亏
,

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将客户资

源作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分配依据
,

客户资源越充

足的合伙人所获利益越大
。

从短期看
,

这种分配方

式可最大限度地激励合伙人开拓市场
,

扩大事务所

的市场份额
,

但其弊端显而易见
,

与事务所的
“

人合
”

精神相背离
,

导致事务所失去统一的质量管理和质

量控制标准
,

导致事务所失去风险控制能力
,

使事务

所隐含巨大的职业风险
。

2
、

集中管理方式 (较少采用的一种方式 )
:
其主

要特点是将事务所作为一个整体
,

有一个以主任会

计师为核心的领导班子
,

统一制定各项制度和业务

质量 以及风险控制标准
,

员工统一管理
,

资源统一调

配使用
,

收人成本费用统一核算和分配
,

集中管理可

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分散管理存在的那些问题产生
。

但要实现集中统一的分配管理
,

至少要具备以下两

个条件
:

一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

二是要有

健全的分配机制
,

否则集中管理只能流于形式
。

(二 )事务所员工的分配

1
、

提成的报酬体系
:
其工资高低与执业业务多

少
,

业务收费高低息息相关
。

其优点可以引导业务

人员积极拓展业务
,

积极做业务
。

但明显有不足之

外
: ( 1) 项 目分配不合理

。

有项目难收费却低的
,

也

有项 目易收费高的
,

审计
、

验资
、

评估各项目收费及

工作时间长短不一
,

评估项 目需加班加点
,

而其他项

目却按时休息 ; ( 2) 业务人员分配不合理
。

助理人员

可参加所里评估
、

验资项目
,

分配上助人员既参加评

估项 目分配
,

又参加验资项 目分配
,

而注册会计师或

注册评估师在不具备双师条件下只能参加一方面的

分配
,

造成助理比注师收益高
,

开拓展业务人员的提

成一般也高于做业务人员的提成
,

二者之间的矛盾

也尖锐 ; ( 3) 风险与利益相背离
。

在这种制度下
,

从

事务所本身到业务人员
,

已无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

概念
,

追求利益成了唯一 目标
,

助长了审计人员急功

尽利
,

业务人员不思进取
。

会计师事务所行业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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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行业
,

业务失败一旦发生
,

被追究经济赔偿或

其他责任便不可避免地发生
。

2
、

固定的报酬体系
:
业务人员的报酬只与其级

别
、

工作有关
,

而与所提的审计项 目收人无关
。

其优

点是消除了项目收入对项目质量的影响
,

大小项 目

和无收人项 目都会被业务人员平等地接受
,

业务人

员会专注在项 目的品质上
,

能从技术的观点客观地

看待项 目
,

对客户 的不合理要求免疫力较强些
,

其缺

点是业务人员没有开拓项目的动力
,

不能以事务所

的收人为目标
,

会造成时间与人员的浪费
,

不能体现
“

按劳分配
”

而是
“

平均主义
” ,

挫伤业务人员积极性
,

致使优秀的业务人员易产生另谋发展的举措
。

二
、

如何建立会计师事务所良好的分

配机制

(一 )必须明确的问题

产权间题
。

脱钩改制以后
,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

产权关系是明晰的
。

不论当初改制时是以什么方式

决定的合伙人 (发起人 ) 和其他出资人
,

毕竟合伙人

和其他出资人共同创立了新的事务所
,

因此合伙人

和其他出资人是事务所的所有者
。

分配依据
:
根据生

产要素按贡献与分配的原则
,

考察事务所各个要素

在创造收益中的贡献不难发现
,

专业技术
、

管理
、

劳

动甚至客户关系等要素其贡献均比资本要素的贡献

更大且更重要
,

在利益分配中应当有合理的份额
,

由

于资本
、

技术
、

管理
、

劳动等要素本身并不是直接参

与分配的主体
,

参与分配的主体是要素所有者
,

即合

伙人
、

其他出资人
、

非合伙人
、

注册会计师和其他专

业人员以及其他职工
,

因此有效的分配机制不仅应

能够恰当地分析和衡量各个要素的贡献并尽可能地

予以最化
,

而且应有恰当的分配方式
。

(二 )必须处理好的关系

1
、

积累与分配的关系
:
没有积累

,

事务所不能

稳定发展 ;给员工分配太多
,

事务所发展没有后劲
。

只考虑积累而忽视分配
,

会影响员工的积极性
,

使

事务所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
,

必须严格依制运行
。

根据事务所规定
,

提足职业风险基金
,

并按标准提

取事业发展基金
,

公益金和需要提留的一些积累
,

为事务所抵卸职业风险
,

提供比较厚的物质基础
。

2
、

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关系
:
按资分配的份额

过高
,

会影响员工特别是业务骨干积极性
,

甚至造

成人才流失 ;如果按劳分配的比例过大
,

会出现发起

人 (股东 )低收人
、

高风险的矛盾
,

影响投资者 (股东 )

合法权益
。

就 目前事务所的发展水平
,

员工的收人

既要拉开挡次
,

不搞平均主义
,

又不要差距过大影响

积极性
。

3
、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
会计师事务所

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质量
,

信誉

和社会形象上
。

作为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的经济实

体
,

当然要考虑经济效益
,

但更要考虑社会效益
。

坚

持
“

以质量求信誉
,

以信誉求发展
”

的方针维护国家

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4
、

股东与员工的关系
:
会计师事务所不是一般

的
“

资合
”

企业
,

而是在资合基础上的
“

人合
” 、 “

智合
”

企业
。

处理好此关系必须做到增强 以人为本的意

识
,

在收人分配上实行按绩分配
,

建立健全科学的用

人机制
。

(三 )必须遵循的原则

1
、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并重的原则 ;

2
、

责任承担与报酬配 比的原则 ;

3
、

合法性原则 ;

4
、

物质报酬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原则 ;

5
、

有利于调动全体员工积极性原则 ;

三
、

良好的会计师事务所分配模式—共享利益制度

(一 )共享利益制度的设计原则

共享利益是建立在劳动权益与资本权益统一基

础上的 ; “ 共同占有
,

权力共使
、

利益共享
、

风险共担
”

是会计师事务所共享利益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
。

《二 )共享利益制度企业的权力结构

根据上述权力共使的基本原则
,

笔者认为
,

会计

师事务所的权力结构可如下图所示
:

图中
,

董事会作为会计师事务所的最高权力机

构
,

成员 由各类参与者的代表共同组成
。

劳动委员

会和出资人委员会作为劳动参与者与资本参与者表

达其意志的主要场所 ;既是董事会的主要权力来源
,

也是监督董事会以及行政指挥系统 (董事会
、

总经

理
、

各业务部门 ) 日常运作的机构
。

这样
,

各类参与

者作为企业经营权力共同主体的地位便得到了很好

的体现
。

(三 )共享利益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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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享利益制度设计原则的约束下
,

如何设计

会计师事务所的分配制度成为共享利益制度安排

的核心内容
。

公平的分配制度应根据不同参与者的

实际贡献来共享事务所的经营成果
。 “

利益共享
、

风

险共担
”

正是共享利益制度企业的分配制度
,

或者

说是在这种企业制度中不同参与者之间利益关系

的基本特征
。

根据这个原则
,

会计师事务所的分配制度的设

计可以依循如下思路
:
首先在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收

人 中扣除办公费用
、

预付的部分劳动力资本报酬

(相当于基本工资 )
、

短期债务成本以及国家作为社

会管理者为履行社会管理职能而向会计师事务所

征收的税金
,

以形成净收人
,

然后根据会计师事务

所的经营特点
、

市场状况
、

风险程度
、

以及会计师事

务所的发展阶段等因素
,

将净收人与预付劳动力资

本报酬在所得税后基础上的金额分成
“

集体基金
”

和
“

共享利益分配的对象
”

两部分
,

前者用于会计师

事务所的发展
、

风险防范以及全体成员和集体福

利
,

后者则在不同的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
。

这是共

享利益的第一次分配
。

共享利 益的第二次分配是根据不同要素在会

计师事务所经营成果形成中的贡献率
,

确定各参与

者类群在分配净收人中应占的份额
。

在此基础上
,

共享利益的第三次发生在各参与

者群体内部
,

即每个具体的参与者根据自己的个人

贡献在类贡献中的比重在属于相应参与者类群的共

享利益分配对象中获取属于 自己的一份
。

通过三次分配
,

共享利益就在劳动力所有者和

资本所者之间分配完毕
。

《四 )会计师事务所实行共享利益制度 中应注意的几

个问题

1
、

个人在第三次分配实得金额中应扣除预付的

部分劳动力资本报酬在所得税后基础上的金额
。

在

所得税前预付部分劳动力资本报酬作为基本工资发

放
,

除符合 日常习惯外
,

也有利于减轻劳动力所有者

和资本所有者的个人所得税的税负
。

2
、

在第二次分配中
,

确定劳动力所有者与资本

所有者分配比例时
,

可由劳动力所有者与资本所有

者协商确定
。

也可将出资额乘以出资人要求的含风

险必要报酬率来确定资本所有者应得份额
,

剩余部

分归劳动力所有者
。

3
、

在劳动力所有者内部确定各自的贡献时
,

可

按业务量的大小
,

难易程度以及不同业务所含的风

险程度的大小作为考核依据
,

考核依据的制度应广

泛听取从业人员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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