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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2007~ 2009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样本,以国内 十大 为比较对象,对区域性事务所的行为

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相对于国内 十大 ,区域性事务所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经验证据表明, 在脱

钩改制以后, 随着审计环境的变化,区域事务所重塑了自身的独立性,并且利用自身的地域优势, 形成了地域

专门化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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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建立之初, 基本挂靠在政

府部门, 从我国第一家由财政部批准成立的事务

所 上海会计事务所开始,政府干预便成为我国

会计师事务所发展过程中一大特色。因此, 使得我

国审计市场具有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存在的地域分割

现象[ 1] 。区域性事务所的存在即成为我国审计市场

地域分割特征的一个集中表现。长期以来, 该类事

务所给人以依靠政府关系招揽业务,缺乏独立性, 审

计质量低下的形象。于是从 1999年开始,财政部、

审计署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集中力量着力整顿区

域事务所, 进行脱钩改制,直到 2009年 5月, 财政部

发布的 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

意见 中仍专门指出,要支持引导中小事务所做精做

专做优。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区域性事务所有没

有重塑自身的独立性, 并且利用地域优势形成区域

专门化能力,从而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上述问

题的回答对我国审计市场监管相关的公共政策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同时亦为区域性事务所实现做精做

专做优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针对我国审计市场地域分割

这一特有现象, 检验区域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

量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以此来支持区域性会计师事

务所在具有了地域专门化能力之后,其审计质量与

国内 十大 相比,并不比后者低的观点。

本文从事务所整体层面来分析区域性事务所的

行为,丰富了事务所审计质量研究的内容; 以操控性

应计来衡量盈余管理程度,并分别从无方向操控性

应计(即绝对值)、正向操控性应计和负向操控性应

计角度来研究,丰富了审计质量研究的方法;研究结

果证实了区域性事务所具备区域专门化能力,对会

计师事务所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文献回顾

西方发达国家审计市场是以 四大 为主导的寡

头垄断市场, 如 2002年, 四大 在美国的审计客户

数量占全部上市公司的 78%, 在意大利和日本是

80%,在荷兰是 90% , 而在伦敦最大的 100家上市

公司全部都由 四大 审计。在这种审计市场结构

下,由于 四大 的高度行业垄断和信誉壁垒使得发

达国家审计市场没有出现地域特征, 不存在地域分

割现象。因此,少有见到国外区域性会计师事务所

及其审计质量的文献。

国内关于事务所地域性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

两类。一是利用审计市场数据分析我国审计市场的

结构特征。余玉苗 ( 2001)以沪深两地 A 股上市公

司 1999年报审计为例进行统计发现,我国上市公司

注册会计师审计市场呈现出低集中度、强地域性的

特点,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带有浓厚的地域

色彩[ 2]。张立民( 2004)等使用 2002年 A 股上市公

司数据发现, 在我国 A 股审计市场上,无论是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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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个数还是以上市公司资产数额计算的会计师

事务所本地市场占有率都很高,这充分表明我国 A

股审计市场上严重存在地区分割现象[ 1]。二是研究

同城业务的事务所与异地业务的事务所审计质量的

差异,以及上市公司选择同城事务所或者异地事务

所的影响因素。李奇凤、宋埮纹( 2007)使用 2002~

2004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数据, 考察了会计事

务所地域性特征对客户盈余管理抑制能力。结果发

现,异地事务所对盈余管理的抑制能力显著强于本

地事务所[ 3] 。Wang、Wong and Xia( 2008)研究发现

国有企业更愿意聘任当地事务所,并认为很可能是

由于与本地所的合谋更容易
[ 4]
。吕兆德、朱星文

( 2007)等通过 Log it / Probit回归分析公司选择本地

事务所的影响因素, 发现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公司所

在地的审计服务供给量和需求量,而公司自身特征

与事务所的地域选择行为无关 [ 5]。

综上所述, 现有的关于事务所地域性的研究都

是单一的从业务的地域性层面来研究对审计业务的

影响,而没有从事务所整体层面来分析区域性事务

所的行为。

三、研究假设

美国著名战略大师迈克尔 波特提到了三种有

效的竞争战略, 其中之一就是集中化战略,而集中的

维度则包括产品和市场两个方面。他认为通过集中

化战略,利用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可以获得

竞争优势[ 6] 。相对于国内 十大 来说,区域事务所

规模较小、品牌知名度低;但区域事务所也具有其独

特的明显优势, 它们长期以来专注于本区域业务, 对

本区域经济发展状况更加了解, 同时区域事务所绝

大部分业务都是同城业务, 便于对客户的经营状况

实施连续跟踪, 这都利于区域事务所形成区域专门

化能力, 从而提供较高的审计质量。DeAngelo

( 1981)认为审计师专业技能包括通用知识( general

know ledge)和特定知识( specific know ledge) , 不同

类型的知识有不同的使用范围, 产生不同的技术经

济效应
[ 7]
。相对于国内 十大 , 区域事务所具有区

域经济的特定知识, 可以提供更好地审计服务。另

一方面,近来的一些研究发现, 除了事务所规模之

外,一些制度环境, 尤其是法律风险等因素, 也是审

计质量的决定性因素 [ 8]。我国资本市场上的监督风

险和法律风险都较低, 大规模所完全有动机为了节

省成本而降低审计质量。如刘峰、周福源( 2007)分

别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出具的概率、可控应计

的数量和会计盈余的持续性三个角度研究发现, 国

际四大与非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存在着显著的

差异,而从会计盈余的稳健性角度来看,国际四大甚

至比非国际四大更不稳健
[ 9]
。王良成、韩洪灵

( 2009)把配股公司和非配股公司区分为高盈余管理

的公司和低盈余管理的公司, 以此来研究国际四大

和国内十大的审计质量对这两类公司盈余管理的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 大所在对非配股公司的盈余管

理抑制上和其他事务所没有显著差异; 大所对所有

样本公司总体上也没有表现出比其他事务所显著高

的审计质量
[ 10]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如果区域性事务所实施区域专门化策略,

其审计质量应不低于, 甚至高于国内 十大 审计

质量。

四、研究设计

(一)区域性事务所的界定

本文将区域性事务所定义为业务主要集中于本

区域的事务所,并采用业务同城率五分位法和特征

描述来进行筛选和界定 [ 11]。首先,通过计算 2007~

2009年审计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每个事务所业务

的同城比率, 然后依据事务所业务同城比率高低进

行五分位,选出在 2007~ 2009三年都属于同城率最

高的 1/ 5事务所, 再剔除客户数少于 5 的事务所。

表 1列示了 2007~ 2009年事务所五分位后的分布。

表 1 业务同城率五分位后事务所分布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事务所数
量(家)

同城率
区间( %)

事务所数
量(家)

同城率
区间( % )

事务所数
量(家)

同城率
区间( % )

19 0~ 20 22 0~ 20 26 0~ 20

11 21~ 40 10 21~ 40 8 21~ 40

5 41~ 60 5 41~ 60 7 41~ 60

13 61~ 80 9 61~ 80 9 61~ 80

26 81~ 100 24 81~ 100 18 81~ 100

经筛选后, 剩余的事务所共有 11家, 都属于综

合实力前 100 家事务所, 其客户同城率平均数为

94. 86%。如表 2所示, 和国内 十大 相比, 则该类

事务所规模较小, 且都位于北京、上海和深圳以外区

域,业务同城率较高,分所数较少, 且异地分所数更

是远远少于国内 十大 分所数, 具有明显的区域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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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区域性事务所和国内 十大 特征统计

事务所类型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收入均值
(万元)

分所数
均值

异地分所
数均值

业务同城
率均值

收入均值
(万元)

分所数
均值

异地分所
数均值

业务同城
率均值

收入均值
(万元)

分所数
均值

异地分所
数均值

业务同城
率均值

区域性事务所 3 416 1. 27 0. 17 90. 20% 3 158. 9 1. 27 0. 19 91. 6% 3 617. 4 1. 73 0. 29 95. 27%

国内 十大 75 463 6 6 35. 32% 68 632 6. 75 6. 75 33. 43% 87 056 7. 11 7. 11 32. 11%

(二)模型与变量

本文沿用 Kim et al( 2003)的做法, 将操控性应

计作为公司盈余管理的表征变量,以抑制盈余管理

的能力定义审计质量[ 12] 。根据 Guay , et al ( 1996)

对操纵性应计项目估计方法的可靠性评价, 只有琼

斯模型和修正的琼斯模型能对操控性应计利润提供

可靠的估计,并能有效地用于假设检验[ 13]。本文拟

先采用琼斯模型并以分年度分行业来估计上市公司

的操纵性应计项目, 再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修正的

琼斯模型来估计上市公司的操纵性应计项目。根据

国内外常用的审计质量检验模型[ 14, 15] 将客户资产

规模、资产回报率、经营性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和

审计意见类型作为控制变量, 建立如下回归模型用

表 3 模型中的变量符号及其含义

变量
性质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检验
变量

F IRM
哑变量,如果是区域性事务所则为 1,如是国
内 十大 则为 0

因变量
( DA )

A BSDA 1 由琼斯模型估计出的操纵性应计项目绝对值

DA 1+ 由琼斯模型估计出的正向操纵性应计项目

DA 1
由琼斯模型估计出的负向操纵性应计项目
绝对值

控制
变量

LnA SSET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E V 资产负债率

ROA 资产回报率

OCF 经营性现金流量

OP IN I ON 哑变量,如为非标准审计意见则为 1,否则为 0

以检验研究假设:

DA = b0 + b1 L nA SS ET + b2 ROA + b3 L EV +

b4OCF+ b5OPIN ION + b6F IRM

模型中变量定义见表 3。

(三)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7~ 2009年沪深两市全部 A 股上市

公司为研究对象, 按以下原则进行样本筛选: ( 1)剔

除金融类公司; ( 2)剔除既非区域性事务所亦非国内

十大 的客户公司; ( 3)剔除区域性事务所异地客户

公司; ( 4)剔除两年内的新上市公司; ( 5)剔除数据缺

失公司。经过上述过程筛选后, 最后得到样本总观

测值 1261 个, 其中区域性事务所客户样本观测值

666个,国内 十大 客户样本观测值 595 个。本研

究所有过程都是使用 ST ATA9. 2统计软件。样本

公司财务数据、审计意见类型数据均来自 CSMAR

数据库,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信息来自中国注册会计

师协会网站和中国证监会网站。

(四)描述性统计

表 4列示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 在

公司规模、资产回报率、现金流量方面国内 十大 客

户都显著大于区域性事务所客户; 在由琼斯模型估

计出的操纵性应计项目绝对值, 以及资产负债率和

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比率方面, 两类事务所客户样

本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表 4 描述性统计与变量均值差异分析

样本变量

全样本
( N = 1261)

区域性事务所客户样本
( N = 666)

国内十大客户样本
( N = 595)

两组样本
均值检验

Min Max Mean Min Max Mean Min Max Mean t 值

A BSDA1 0. 000 005 2. 200 0 0. 078 7 0. 000 005 2. 200 0 0. 085 1 0. 000 015 1.089 5 0. 071 5 1. 458

LnA SSET 17. 967 4 27. 111 21. 492 18. 128 24. 231 21. 177 17. 967 27. 111 21.845 - 10. 965* * *

ROA - 3. 672 9 0. 284 4 0. 011 42 - 3. 673 0 0. 178 6 - 0. 002 4 - 0. 893 12 0.284 4 0. 026 91 - 2. 754* * *

LE V 0. 008 143 7. 787 5 0. 534 9 0. 043 0 3. 677 7 0. 542 1 0. 008 143 7.787 5 0. 526 8 0. 706

OCF - 1. 305 8 0. 752 19 0. 056 7 - 1. 305 8 0. 616 6 0. 051 2 - 0. 590 23 0.752 2 0. 062 91 - 2. 156* *

OPI N ION 0 1 0. 09 0 1 0. 09 0 1 0.08 0. 646

FI RM 0 1 0. 53 1 1 1 0 0 0 分组变量

注: * * * 、* *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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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检验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相关性检验

表 5 列示 了 模 型 中变 量 的 Pearson 和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 控制变量除

LEV、OCF 外,各变量均与因变量 ABSDA1存在显

著相关关系,检验变量 FIRM 则与自变量关系不显

著。所有自变量之间的 Pear son( Spearman)相关系

数均在 0. 417( 0. 443)以下, 表明模型基本上不存在

多重共线性问题,当然具体情况还有待于方差膨胀

因子( VIF)检验。

(二)回归结果

表 6列示了全样本和分正向、负向操纵性盈余

样本的 OLS 回归结果。各系数 VIF 值均小于

1. 55,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结合 R Squar e

和 F 统计量结果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由表 6可以看出,在因变量为 ABSDA1的回归结果

中,检验变量 FIRM 系数显著为负; DA 1 回归结果

中, FIRM 系数显著为正; DA1
+
回归结果中, F IRM

系数则不显著。表明区域性事务所对客户负向盈余

管理控制力更强, 对客户正向盈余管理的能力与国

内 十大 没有差异, 总体上来讲区域性事务所对客

户盈余管理控制能力强于国内 十大 事务所。意味

着区域性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不低于国内 十大 , 在

对客户负向盈余管理的审计质量方面还强于国内

十大 ,这与 Kim et al发现的当公司经理人偏向于

减少利润的应计选择时,六大的审计质量比非六大

低的结论相一致[ 12] ;同时也说明区域性事务所具有

了区域专门化能力, 实证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其

他变量,客户规模、资产报酬率系数都显著,并对盈

余管理产生负向的影响;经营性现金流量系数显著,

对盈余管理产生正向影响; 资产负债率系数在

ABSDA1和 DA1 时都显著为正, 在 DA1
+
时不显

著; OPINION 系数只有在 DA1+ 时显著为正, 其它

两种情况下均不显著。

表 5 变量的 Pearson和 Spearman相关性分析

A B SDA 1 LnA SSET ROA L EV OCF OPI N ION FI RM

A BSDA1 - 0. 307* * - 0. 648* * 0. 504* * 0. 012 0. 283* * 0. 052

LnA SSET - 0. 279* * 0. 176* * - 0. 064* 0. 180* * - 0. 131* * - 0. 295* *

ROA - 0. 078* * 0. 185* * - 0. 417* * 0. 352* * - 0. 365* * - 0. 077* *

L E V 0. 018 0. 249* * - 0. 344* * - 0. 118* * 0. 354* * 0. 020

OCF 0. 008 0. 204* * 0. 443* * - 0. 184* * - 0. 219* * - 0. 061*

OP I NI ON 0. 160* * - 0. 112* * - 0. 358* * 0. 249* * - 0. 189* * 0. 018

FI RM 0. 045 - 0. 270* * - 0. 136* * 0. 059* - 0. 060* 0. 018

注: * * 、* 分别表示变量间 Pearson(右上部分)和 S p earman(左下部分)相关性检验在 1%和 5%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表 6 区域性事务所与国内 十大

审计质量的 OLS回归结果

A BSDA 1 DA1+ DA 1

常数项
0. 649* * *

( 0. 000)
- 0. 043
( 0. 227)

0. 921* * *

( 0. 000)

L nASSET - 0. 029* * *

( 0. 000)
- 0. 005* * *

( 0. 007)
0. 044* * *

( 0. 000)

ROA - 0. 410* * *

( 0. 000)
- . 0709* * *

( 0. 000)
0. 472* * *

( 0. 000)

LE V
0. 093* * *

( 0. 000)
0. 002

( 0. 812)
0. 096* * *

( 0. 000)

OCF
0. 400* * *

( 0. 000)
0. 598* * *

( 0. 000)
- 0. 706* * *

( 0. 000)

OP IN I ON
0. 000

( 0. 971)
0. 015*

( 0. 053)
- 0. 004
( 0. 694)

F I RM
- 0. 014* * *

( 0. 003)
0. 001

( 0. 718)
- 0. 014* *

( 0. 027)

年度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R Square 0. 605 0. 547 0. 768

F值 239. 329* * * 82. 927* * * 286. 352* * *

N 1261 560 701

注:括号内为显著水平; * * * 、* * 、* 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水平上显著;模型中最大 VIF为 1. 44。

(三)稳健性检验

( 1)用修正的琼斯模型估计的操纵性应计项目

( ABSDA2、DA2
+
、DA2 )替换模型中由琼斯模型

估计的操纵性应计项目 ( ABSDA1、DA1
+
、DA1 )

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和前述一致, 如表 7所示。

( 2)统计全样本以及分年度样本两类事务所出

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 结果如表 8所示。可以

看出, 除 2007年外, 其余统计结果都显示区域性事

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大于国内 十大 出

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表明区域性事务所执业

更加谨慎。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 区域性事务所对客户负向盈余

管理控制的能力强于国内 十大 事务所, 对客户正

向盈余管理的能力与国内 十大 没有差异,总体上

看区域性事务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 十大 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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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我国资本市场上的监督风险和法律风险较

低,大规模所完全有动机为了节省成本而降低审计

质量;同时区域性事务所根据自身的优势,实施了区

域专门化策略, 形成了地域专门化竞争能力, 从而提

供了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表 7 修正琼斯模型估计的操纵性应计项目 OLS回归结果

变量 A BSDA 2 DA2+ DA 2

常数项
0. 648* * *

( 0. 000)
- 0. 037
( 0. 296)

0. 915* * *

( 0. 000)

L nASSET
- 0. 029* * *

( 0. 000)
- 0. 004* *

( 0. 010)
0. 044* * *

( 0. 000)

ROA
- 0. 414* * *

( 0. 000)
- 0. 713* * *

( 0. 000)
0. 478* * *

( 0. 000)

LE V
0. 093* * *

( 0. 000)
0. 002

( 0. 803)
0. 095* * *

( 0. 000)

OCF
0. 403* * *

( 0. 000)
0. 604* * *

( 0. 000)
- 0. 715* * *

( 0. 000)

OP IN I ON
0. 001
( . 894)

0. 016* *

( 0. 033)
- 0. 003
( 0. 764)

F I RM - 0. 014* * *

( 0. 003)
0. 000

( 0. 932)
- 0. 014* *

( 0. 029)

年度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R Square 0. 604 0. 557 0. 768

F值 238. 862* * * 86. 005* * * 287. 621* * *

N 1261 558 703

注:括号内为显著水平; * * * 、* * 、* 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水平上显著。

表 8 区域性事务所与国内 十大

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统计 单位: %

全样本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区域性事务所 9. 459 5 7. 317 0 13. 636 4 7. 954 5

国内 十大 7. 628 9 9. 493 7 6. 060 6 7. 407 4

经验证据表明, 国内 十大 并没有表现出高于

区域性事务所的审计质量, 意味着在我国审计市场

中并不像发达国家一样审计质量是由规模驱动的,

原因可能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法律环境相对宽

松,因此要提高审计质量应该改变现有的法律风险

等因素,通过加大审计师的法律风险,从根本上提升

审计质量。此外, 本文还为区域性事务所响应财政

部 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

见 ,实现做精做专做优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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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haviors of Local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Market

RAO Xi1 , L IU Bin1 , CHEN Jian kai2

( 1. Co llege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 dminis tr ation, Chongqing Univ er sity , Chong qing 400030, China;

2. Co llege of Bus iness A dminis tration, X iamen Univ ers ity , X 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Compar at ive study o f the lo cal Cert 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w ith those of top 10 in
China has been done by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fr om 2007 to 2009. T he r esults show that the lo
cals pro vide audit serv ice w ith higher quality. It indicates that the lo cal Cert if ied Public Account
ants taking their regional advantag es have formed their unique compet it iv e edge. T he resear ch is
useful for authorit ies to regulate the audit market and Cer tif ied Public Accountants.

Key words: The local Cert if ied Public Accountants;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Behav 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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