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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审计市场竞争激烈，会计师事务所低价

揽客，甚至存在与客户公司串通舞弊的现象，审计质量极

其低下，极大地损害了信息使用者的利益。2010年1月27
日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

费管理办法》，明确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和验资服

务的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并且中注协还发布了《关于坚

决打击和治理注册会计师行业不正当低价竞争行为的通

知》（注协［2012］58号），要求各级注协将治理不正当低价

竞争作为行业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本文建立Salop
模型分析政府管制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情况，为更好

地理解我国审计市场竞争的特点及政府管制的有效性提

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研究审计市场的政府管制文献并不多。

对于是否需要政府管制仍存在一定的争议。美国证券交

易委员会（SEC）、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美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AICPA）认为初始审计的低价折扣会损害审计

独立性，需要政府管制；郝玉贵（2004）、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收费监管问题研究课题组（2005）、刘更新和蔡利（2010）
也认为审计行为具有外部性、公共产品属性以及不可观

测性，从而政府有必要对审计市场进行管制，以促进审计

市场的有效运行；但王雄元和唐本佑（2004）却认为不应

该对审计市场限制最低价。

同时关于政府管制的效果，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在不

同的法律制度体系下，法律处罚力度大，审计师付出努力

将会更多，审计质量将会越高（Ronald R .King和Rachel
Schwartz，1999；宋衍蘅、肖星，2012）。王良成、廖义刚、曹

强（2011）认为，当前实行的政府低价管制实际上提高了

审计费用，激励了审计师，可能会提高审计质量。曹宇、

赵莹（2004）探讨了审计监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指

出应通过政策导向提高信息透明度、辅助事务所建立自

我质量控制程度来强化监管，以提高审计质量。而陆正

飞、童盼（2003）则认为《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14号的通知这一监管政策没能有效提高审

计质量。

综上所述，探讨政府管制对会计师事务所影响的文

献并不多，对政府管制如何影响会计师事务所的机理和

内在逻辑也未做深入研究。

二、政府管制对会计师事务所影响的理论分析

Salop模型出现于 1979年，它通过构建一个具有均匀

消费者分布的圆形模型，起初用于解决线性城市模型不

存在均衡解的问题，后来被广泛用于产业经济学研究中，

例如用于研究除固定成本、进入成本以外没有“进入壁

垒”的差异化产品价格竞争问题。蒲勇健（2006）就曾运用

Salop模型对自由竞争能否带来最优的银行数目进行研

究，认为自由竞争导致出现太多的银行，要进行适当的规

制。因而本文借鉴 Salop模型分析政府管制对会计师事务

所的影响情况。

1. 基本假设。假设审计市场上，审计产品特征空间是

一个周长为 1的圆周，客户的偏好均匀分布在这个圆周

上，市场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将他们的产品特性定位在圆

周上，于是圆周上的某个位置代表一个特定的会计师事

务所。具体如下页图形所示。

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在既定的服务产品空间上会寻求

最大差异化，于是纳什均衡的结果是所有会计师事务所

等距离1/n分布在圆周上，相邻的两家会计师事务所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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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建立Salop模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了政府管制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机理。认为如果我国审

计市场允许自由竞争的话，不仅会出现过多的会计师事务所，而且事务所之间会恶性低价竞争，因此需要政府进行

适当管制。由此，提出以下建议：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应加强行业自律和行业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倡导会计师

事务所注重审计质量控制过程；加大各级注协对不正当低价竞争的检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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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强的竞争者。

为了得到均衡解，假设在每一次博弈中，会计师事务

所的固定成本 f和边际成本 c为常数，客户效用U不变。会

计师事务所为使自己产品特性满足客户偏好而提供的审

计服务差异化，其缔造差异化的单位成本为 t，并为线性。

2. 会计师事务所行为分析。当审计市场中存在n家会

计师事务所，他们服务特征间的差别距离是 1/n，且面向

具有同一偏好的客户展开竞争。于是每家会计师事务所

在定价时必须将其竞争对手（与客户相邻的另一家会计

师事务所）的价格考虑进去，客户考虑购买的是能提供最

大净剩余的服务。

假设会计师事务所 i价格为Fi，与客户最邻近的另外

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报价为Fi+1。对于偏好会计师事务所

i服务特性距离为：xi ∈ æè ö
ø

0，1n ，会计师事务所 i提供审计

服务时，客户的剩余为：

Vi=U-Fi-txi

会计师事务所 i+1提供审计服务时，客户的剩余为：

Vi+1=U-Fi+1-t（ 1
n -xi）

当Vi=Vi+1时：

x∗= 1
2n +

Fi+ 1- Fi
2t

存在一个均衡的服务特性距离 x∗，客户从两家会计

师事务所购买审计服务无差异，此时会计师事务所 i将吸

引偏好与其产品特征距离 x∗内的所有顾客，于是该会计

师事务所的需求函数为：

会计师事务所 i的利润为：

同理，会计师事务所 i+1的利润为：

对利润πi和πi+1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π i∂Fi

= ∂π i + 1∂Fi+1

= 0

对称的Salop纳什均衡为：

F si =F si + 1 = c+ t
n

3. 自由竞争均衡时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收费。在允

许自由进入的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的边际利润为0，即：

πi（F si）= t
n2 - f = 0

得到均衡条件下会计师事务所数量：ns = t
f

此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价格为：

Fs= c+ t
ns = c + tf

基于传统的竞争理论，从产品价格角度分析：产业群

中的会计师事务所越多，价格应该越低，但是如果严重低

于正常成本，就会损害审计质量，进而危及我国注册会计

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进行适当的政府管制。

4. 政府管制时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收费。如果政府

管制的目标确定为遏制低价竞争，提高审计服务质量，促

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此时客户剩余和会计师事务所剩余

之和最大。假设会计师事务所的边际成本、客户的效用不

变，并且我们认为审计市场中客户的消费数量是有限不

变的。由于Salop圆周周长为1，每家会计师事务所均有左

右两个区间的客户群，因此共有2n个积分区间，那么市场

上总的差异服务成本为：

T( )n = tæ
è
ç

ö
ø
÷2n∫02ntdt = t

4n

社会最优时，客户总剩余和会计师事务所总剩余之

和最大，即总固定成本和服务差异化的成本之和最小，此

时最优会计师事务所的数量为：

得出：na= 1
2

t
f = ns

2

此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价格为：

Fa= c+ t
na = c+ 2 tf =Fs+ tf

因而政府管制后，会计师事务所的数量将会出现一

定的下降，且审计服务的价格也会出现一定的上涨，同时

总固定成本和服务差异化的成本之和最小，社会福利最

大。价格竞争固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竞争现象，但

是把价格压低到不足以支持必要的审计程序、损害质量

的程度，则是“杀鸡取卵”的违法行为；过低的审计收费必

定以减少审计程序、牺牲审计质量为代价，这不利于会计

会计师事务所 i

会计师事
务所 i+1

客户

1
n - xi

xi

Salop模型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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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提供真实可靠的审计信息；不正当低价竞争是

制约当前行业发展的毒瘤，必须加以政府管制。

但是从理论上讲，政府管制最终会导致会计师事务

所的数量下降为自由竞争时的一半。短期来看，会计师事

务所的数量将略有下降、价格有所上涨，主要归功于我国

鼓励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兼并重组，形成几个本土的

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以维护我国社会的经济秩序和增

加对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竞争力。但长期来看，随着我国

审计市场的成熟，市场集中度会上升，中小会计师事务所

可能退出这个市场，导致会计师事务所数量进一步减少。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建立 Salop模型，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了

政府管制与审计质量的关系问题，结果发现：在我国审计

市场上，如果允许自由竞争的话，不仅会出现过多的会计

师事务所，而且会计师事务所之间恶性低价竞争较为明

显，损害审计质量，为此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管制；政府

管制后，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会计师事务所数量略有下降，

审计服务的价格也将会出现一定的上涨，但总固定成本

和服务差异化的成本之和最小，社会福利最大。

因此对审计市场进行管制，设定审计收费最低价有

助于遏制恶性低价竞争，并且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应

加强行业自律和行业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倡导事务所注

重审计质量控制过程，加大各级注协对不正当低价竞争

的检查力度，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因低价格、低质量审计而

被追究的责任惩罚。

【注】本文系2013年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基金“低价

竞争、政府管制与管制效果”（项目编号：13SKL08）的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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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审计监督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工具，根据审

计“免疫系统”理论，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

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其中

预防功能占据首位，主要是指审计部门通过采取预警手

段，及时发现影响经济社会系统运行中的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主动或配合相关部门尽早采取预防措施，将问题消

灭在萌芽状态。由此可见，预警功能是国家审计“免疫系

统”功能的核心。

从审计对象角度而言，中央财政收入是其中的重点

部分，而中央税收收入又是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建立覆盖中央税收收入的宏观、中观、微观三联

动全面预警机制，对于审计充分发挥其“免疫功能”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

截至目前，我国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税收预警理

论体系来指导税收审计工作，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

中央税收收入审计预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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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建立中央税收宏观预警机制，本文立足于宏观审慎视角，以中央税收收入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为切入

口，从税收政策与税收征管两个角度提出新的审计预警研究思路。建立基于VAR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利用脉冲

响应函数探讨中央税收收入与经济周期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中央税收收入呈现出顺周期的特征，表明税收政策

无法实现对经济波动的逆向调节作用，对于税收政策的制定提出预警。另外，根据向量误差模型预测出下一年度的

中央税收收入，预测效果较好，可以对税收征管工作实行目标差异预警，防止税收流失。

【关键词】中央税收审计 预警 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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