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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代理记账是指经批准设立，接受独立核算单位

的委托，代理其办理会计记账业务的一种会计中介服务。

代理记账是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服务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政府积极支持和推进发展的对象。对大量中小微企

业来说，经济活动、财务往来频繁，选择专业的代理机构

进行会计业务托管代理，能较好地解决企业管理人才短

缺和企业会计核算、记账、报税等繁杂的事务性管理工作

间的矛盾，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专业化、高质量的会计服务。

因此，既要充分认识会计代理记账业生机勃勃的发展前

景，也要认真分析代理记账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

并认真研究相应措施，以促进代理记账业的规范发展。

一、会计代理记账行业现状

据笔者对杭州市西湖区、拱墅区会计代理记账业情

况调查，到2012年底，两区共有127家会计代理记账机构，

从业人员545人，代理记账服务客户数量有5 464户，占两

区小微企业的数量比例约20%，2012年代理记账业务收入

2 422.25万元。

1. 代理记账机构从业人员基本情况（详见表1）。

文化层次

硕士及以上

本科

大专

高中

高中以下

合 计

人数

1

169

350

20

5

545

比例
（%）

0.3

31

64

3.7

1

100

技术职称（资格）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其
他

合 计

有从业资格证

无从业资格证

人数

9

118

168

231

19

545

比例
（%）

1.6

21.7

30.8

42.4

3.5

100

表1数据反映，两区代理记账机构从业人员中具有大

专及以上学历占 95%，高中及以下学历占 4.7%，从业人员

学历层次相对较高、结构比较合理；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人数达526人，19位未持证人员的主要岗位是机构内的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司机等后勤工作；具有高

级、中级、初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比例分别为 1.6%、

21.7%、30.8%，尚无获得专业技术职称的从业人员达

45.9%，说明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结构欠合理。

2. 被代理记账单位基本情况（详见表2、表3）。

行业名称

工业（制造业）

商业（批发、零售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业

房地产业

服务业（餐饮、住宿、娱乐、仓储、软件技
术开发服务、物业管理、中介服务等）

农业（农、林、牧、渔业）

其他

合 计

户数

255

3 034

235

58

37

1 451

19

375

5 464

比例（%）

4.67

55.53

4.30

1.06

0.67

26.56

0.35

6.86

100

表2表明：两区委托代理的5 464家单位中，商业企业

居首，占 55.53%；服务业居次，占 26.56%；其他五业约占

17.91%。从企业年销售额分析，100 万元以下的企业占

65.69%，100万 ~ 300万元的企业只占19.73%，说明代理记

账业的服务主体是小微企业。

表3表明：两区委托代理企业中42.55%为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57.45%是小规模纳税人。从征税方式分析，采用

查账征收的企业占 86.02%；查定征收（带征方式）的企业

占12.96%。从执行的会计制度看，执行《小企业会计制度》

的占77.89%；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占21.87%；执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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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被代理记账单位行业分布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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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制度的占0.24%。数据说明委托记账单位大多属于小

规模纳税人、采用查账征税方式及执行《小企业会计制

度》企业。

二、代理记账行业存在的问题

1. 从业人员专业知识、技术水平普遍较低且流动性

较大。虽然调查数据表明从事代理记账人员中具有中、高

级会计专业技术职称的比例不低，但笔者发现，一些高学

历、高职称人员基本上是挂名而已，部分素质较好的人员

在具备一定的职业经验、专业能力和社会关系后，就纷纷

跳槽离开代理记账机构，流向收入较高的其他单位，代理

记账机构成了初级会计人员的实习场所，实际从事代理

记账业务的只是那些只获取从业资格证书、初级资格或

尚无取得（高达45.9%）专业技术资格的会计人员。这反映

了目前代理记账行业从业人员相对薄弱的专业基础和较

低的职业能力，不可避免地出现不熟悉会计准则、各种会

计制度，会计处理错误，会计核算混乱、缺乏连贯性等问

题，降低了会计工作效率，威胁到会计业务质量，遏制了

代理记账行业的健康发展。

2. 代理机构设置不标准，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根据

代理记账机构设置的相关规定，每个代理机构必须拥有3
名以上获得从业资格证书的专职人员，且业务主管必须

具备会计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但现实中相当数量的从业

单位不符合此项标准，从业人员专职的少、兼职的多，许

多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或业务主管负责人等变更，未依

法及时向审批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部分代理机构缺

乏开展正常业务活动所需的包括代理记账工作规则、委

托代理合同、协议等业务规范和包括财务管理制度、会计

核算办法、单位内部控制、业务档案管理等管理制度；部

分代理机构虽有内部管理制度，但也是墙上挂挂，无法实

施严格规范的内部控制，导致代理记账的业务操作流程、

会计核算不规范，影响了会计代理记账业务的准确性。同

时，被代理记账单位行业众多、多项会计政策共存，核算

业务复杂，客观上也增加了规范化、制度化执业的难度。

3. 账目设置不科学，核对账实不准时。调查发现，代

理机构虽然为大多数委托单位设立了总账、明细账，但较

为普遍的是明细账设置不清晰、科目设置笼统、账目不明

确，总账与明细账之间缺乏严格的勾稽关系；部分代理机

构一年或更长时间才到被

代理单位进行实地核对、

盘存，产生账实不符且差

异较大；部分代理机构为

“轧平”账实数而进行人为

调账。调查还发现，委托单

位自身提供的会计核算资

料、原始凭证不规范或不

合法，但仍要求代理机构入账，代理记账机构怕丢失客

户，往往违规进行会计核算，从而导致会计核算不真实、

账簿数字缺乏严密性进而影响会计信息的客观性。

4. 代理机构规模较小，代理业务单一。目前代理机构

数量日益增加，但个体规模普遍不大，代理业务单一、服

务范围不广，无法为委托单位提供财务制度设计、财务分

析管理、税务筹划服务、经济业务咨询等综合性服务，无

法发挥代理机构的全面服务功能，阻碍了代理记账机构

的壮大发展。

5. 政府部门督查不力，行业缺乏促管措施。目前代理

记账机构的政府监管内容主要有工商管理部门的登记管

理和财政部门的业务监管。但调查发现，在工商管理部门

批准代理记账机构成立后，一年一次的登记审核就是财

政部门的所有监管措施。因此，代理机构的业务工作处于

既不受财政会计管理机构管理，又不受注册会计师协会

等行业自律组织约束的无序状态；同时，大量存在的未办

理代理记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不合法从业群体及数量

众多的兼职会计人员，他们游离于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督

之外，严重扰乱了代理记账业务的市场秩序。此外，良莠

不齐的代理机构或个人为了争取代理业务而盲目压价收

费，引起行业内的恶性竞争，降低了行业的社会声誉；税

务机关采用查定征收的税收征收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会计核算的重要性。

三、会计代理记账行业规范发展的对策

（一）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在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等环节不断加大对《会计法》、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和《个体工商户建账管理暂行办法》

的宣传力度，突出代理记账发展的有益作用，营造良好的

氛围，增强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对代理记账工作的优

越性和积极意义的认识并积极参与。

（二）落实责任，强化监督

1. 理顺管理关系，明确落实责任。根据《会计法》和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的规定，代理记账机构实行分级管

理原则；《浙江省代理记账管理实施办法》、《浙江省代理

记账业务质量控制规范》等政策规定，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必须制定《申办代理记账许可证程序》。政府部门要高度

重视对代理机构的审批和监管，规范行政许可制度，明确

企业类型

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

小规模
纳税人

合 计

户数

2 325

3 139

5 464

比例（%）

42.55

57.45

100

税收征收方式

查账征收

查定征收
（带征方式）

其他征收方式

合 计

户数

4 700

708

56

5 464

比例（%）

86.02

12.96

1.02

100

执行会计制度

企业会计制度

小企业会计制度

行业会计制度

合 计

户数

1195

4 256

13

5 464

比例（%）

21.87

77.89

0.24

100

表 3 委托企业类型、执行会计制度及征税方式情况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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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审批程序，强化监管责任意识，加强对代理机构各个

环节的监管。

2. 强化监督职能，督促规范执业。财政部门要对代理

记账机构的执业资质实行全面监督并定期核查管理，以

代理记账许可证书管理为突破口，设置许可证书有效期

限，强化对代理记账机构定期核查及换发许可证书工作，

增强对代理记账机构的监督管控力度，改变“一证定终

身、领证即失控”的被动局面。各级财政部门要对本区域

内的代理记账机构的会计信息质量、内部管理制度落实

情况和会计处理合规性等各个环节实行综合检查和全面

监督，切实促进代理记账业的健康发展。

（三）政府扶持，创新模式

1. 构建管理平台，提高信息化水平和管理效率。随着

代理记账行业的不断壮大，财政部门可运用网络技术，搭

建系统监管平台，建立信息库，及时搜集、整理和记录会

计代理记账机构的数量、规模，从业人员数量、结构，运营

情况等基础资料及变化状况，摸清代理记账行业基本现

状；通过基础信息资料和不定期的实地检查，强化日常监

管力度，紧密政府部门与代理记账机构的联系，提高相关

部门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和监管效率。

2. 加大扶持力度，支持和引导小微企业参与代理记

账。有条件和有必要的区域可由财政部门公开选聘代理

机构，通过政府付费购买其服务，免费开展代理记账专业

服务，引导广大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委托记账，切

实提升委托企业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和资信度；作为代

理记账行业主管的财政部门，要联合工商、税务等部门经

常性检查《代理记账管理办法》的执行落实情况，并积极

争取使企业征税方式从核定征收改为查账征收，为代理

记账业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3. 加强政策引导，鼓励机构拓展业务范围。政府可出

台相关优惠政策，积极鼓励代理机构不断开拓企业内部

控制、设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业务，拓

展业务种类，拓宽业务范围，提升代理机构的服务功能和

实力，更好地促进委托企业的发展壮大。比如村镇在开展

代理记账服务后，代理记账机构在规范农村会计核算、加

强农村集体资产和资金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积极支持发展，培养代理记账行业人才。政府相关

部门可建立相关机构对代理记账机构实施行业管理，制

定相关政策，稳定从业队伍；组织专门培训，提高从业人

员的职业道德修养、法律意识和从业技能；积极鼓励校企

合作，探索代理记账行业人才培养模式；制定激励政策，

将代理记账行业从业人员纳入地方领军人才或全国会计

领军（后备）人才培养范围。总之，政府要采取多种措施，

加速打造一支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过硬业务素质的代理

记账队伍，切实提高代理记账机构的执业质量。

（四）行业自律，规范执业

1. 组建行业协会，自律代理服务。代理记账行业目前

已进入了需要规范发展的时期。因此建议在政府相关部

门的指导下，由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代理记账企业牵头，筹

建会计代理记账行业协会。通过成立行业协会，细化落实

各项政策措施，研究制定执业规范，组织开展专业培训，

以行规行约进行规范，强化行业开展自律，保证市场规范

运行，提升行业整体执业质量和服务水平，促进行业健康

壮大。

2. 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代理行为。各代理记账单位要

健全完善并严格执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操作规范，实行

严格的复核检查制度，严把质量关；签署业务委托书，明

确经济责任，实施承诺制度，代理方要慎重承诺严格按照

《会计法》、《代理记账管理办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和

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委托方承诺保

证提供真实、有效、合理、合法、准确、完整的会计资料，从

而不断提高代理记账工作水平和会计信息质量。

3. 制定收费标准，遏制恶意竞争。目前代理记账行业

没有统一的收费指导价，为招揽业务、维持生存而盲目压

价的恶意竞争行为屡见不鲜，各家代理记账机构收费悬

殊，给代理记账业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建议物价部门

或行业自律组织研究制定代理记账行业收费指导性价

格，明确行业最低收费，使代理记账收费有据可依，遏制

低价竞争，规范竞争秩序。

4. 开展信用评级，提升执业水平。在省级财政部门的

指导下，通过行业管理，制定财务会计信用等级标准，对

成立时间超过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代理记账机构，实施

财务会计信用等级管理，推动代理记账机构不断提升执

业水平。

总之，通过政策引导、理顺管理、强化监督、规范执

业、创新服务，着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代理

记账行业走上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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