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會計業持續發展與社會流動

前言：我們是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去年獲中央政策組撥款，以會

計業作案例研究香港經濟可持續發展及社會流動。團隊成員包括公共政策

學系教授李芝蘭、會計學系教授巫麗蘭、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陳浩文、研

究員甘翠萍、高級研究助理胡瑞芯和副研究員李建安。

撰文：李芝蘭、巫麗蘭、陳浩文、甘翠萍、胡瑞芯、李建安

 
香港多年以來一直在討論經濟如何轉型，董建華主政時曾提出數碼港以

及中藥港等建設構想，曾蔭權亦有新六大產業的規劃、乃至最近梁振英倡議

以創新科技和再工業興港。與此同時中國社科院撰寫的城市競爭力藍皮書，

去年香港首次被深圳超越，整體競爭力滑落至第二位。國際智庫組織 Z/YEN
公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香港亦被新加坡趕過而跌至第四位，保

不住「紐、倫、港」的金漆招牌。要突破香港經濟發展瓶頸，我們在尋找新

的增長點之外，更應深入審視我們的傳統優勢產業，到底遇到了甚麼困

難。 
 
據統計處數字，專業服務以及其他生產服務是香港四大支柱產業之一，

佔 GDP 總額12.4%，其中會計業是專業服務重要一環，2014年香港會計業

的服務輸出金額高達15.18億港元。香港會計師公會註冊會員接近四萬，當

中三分一是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我們由去年八月開始以會計業作案例進行

一項經濟持續發展研究，旨在探討傳統優勢產業的發展前景和瓶頸，透過深

入訪問及問卷調查瞭解事務所內專業會計師對行業前景的看法，合共收回

428份有效問卷。

 
表一、專業會計師對個人及整體的評價平均數 (0分=最低 / 10分=最高)

(N=428)



 

 
如果以10分為最高分計算，表一顯示受訪者對會計專業整體行業發展現

況的評分是5.90分，對行業未來前景的評分則是5.75分，兩者均屬中游的評

分，而行業前景評分又略低於行業現況的評分，反映受訪者對於整體行業的

未來沒有太大憧憬。另一方面，受訪者給予自己的工作滿足程度有6.07分，

對自己在行業的前途評估則有6.14分，兩者均高於對整體行業的評分，更值

得留意的是與整體行業評分不同，受訪者在自我評分當中，對自己前景的評

分是略高於對自己現況的評分，這種差異驟眼看來並不突出，但如果分開不

同年齡段去分析，就可以發現年輕會計師 (2029歲) 對個人未來發展的看法

較其他年齡組別更為積極。

 
從表二可以見到，年輕會計師對於個人現時工作滿足度的評分雖然只有

5.95分，低於其他兩個年齡段（3044歲: 6.21分; 45歲或以上: 6.69分），

但對於個人在行業前途的評分卻有6.17分，比其個人工作滿足度高出0.22
分。年輕會計師在行業內佔的人數最多，他們對於個人前途有較正面的預期

，顯示了大環境即使未盡如人意，但年輕會計師對自身在行業的前景仍具一

定信心，這與坊間標籤年輕人傾向負面思維憤世疾俗的形象有明顯分別。

 
表二、各年齡組別專業會計師對個人及整體的評價平均數 (0分=最低 /

10分=最高) (N=428)
 



 
既然受訪者對行業的發展評分只屬中游，那麼受訪者認為是甚麼因素導

致行業出現瓶頸呢？ 透過與數十位業界人士的深入訪談，我們在問卷中歸

納，並設定了四類因素：會計師事務所的內部管理、外部監管環境、行業因

素以及經濟環境。表三展示的調查結果發現，來自事務所內部的管理困難最

受注視，約七成的受訪者認同長工時以及流失率高嚴重影響公司運作，而在

這約七成人當中，又有超過一半的人坦承有轉工打算。

 
表三、嚴重影響會計師事務所營運的因素 (N=428)
 

 
過半數受訪者覺得會計準則經常改變以及愈益嚴厲的監管對會計師事務

所影響很大。要留意的是，雖然監管嚴格一方面令會計師事務所的經營成本

上升，但在問卷另一部份問及如何促進會計行業發展時，有近六成的受訪者



同意需要加強監察同業的專業操守，更有近七成人認同香港要緊跟國際會計

準則。深入訪談也發現，專業會計師普遍都清楚會計準則與時並進的必要，

亦要時刻保持嚴謹的專業操守，香港的會計界才能維持領先中國大陸同業的

位置。

 
在行業因素方面，表三顯示過半數受訪者認為會計師事務所之間競爭激

烈。有會計師事務所管理層曾經坦言，合夥人都有壓力去計算自己所帶領隊

伍的開支與收入，無奈之下亦或要以同對手競價的方式來爭取業務。如果要

避免價格戰，出路之一就是要開拓更多元化的業務。

 
經濟大環境方面的瓶因素，與香港其他行業相若，高地價下的高租金是

頭號問題，接近一半的受訪者提及租金上升引致成本上漲，也有四分一到四

成多人覺得海外、香港以及大陸的商業機會正在變差，在我們接觸的會計界

人士當中，不少都覺得香港已是一個成熟的市場，每年新增的企業數目有

限，難以再增加業務總量，過去二十年來內地企業來港集資的熱潮近年亦有

退卻的跡象，上市公司數目儘管尚未顯著減少，集資額已大不如前。

 
香港的會計業面臨的千頭萬緒處境，或多或少折射出香港的現況：社會

不同持份者的多元利益衝突、外圍經濟環境陰晴不定，上海、深圳、新加坡

等近鄰競爭愈趨激烈。我們認為要在眾多問題中找到突破，首先要梳理出上

述一系列困難之中，有哪些是會計師事務所內部有可能解決的，哪些是需要

集结行業的力量通过更多的同業協作來尋求改變，哪些又是屬於整體社會經

濟政策層面的問題，得由政府以及工商業界來作協調規劃；又有哪些是個人

努力和教育的範疇。在找尋解決困難的方法前，我們也發現會計界內不同年

齡層之間對行業前景的看法其實差異頗大，上一輩對下一輩的能力評價，相

比於年輕會計師的自我能力評價更往往是南轅北轍。雖然如此，從這次調查

結果看來，年輕會計師對行業的怨氣沒有想像中那麼大，如前文所述，他們

對個人前景看法較為正面，對於薪酬以及晉升等各方面也未有太大不滿。現

時社會上熱談世代之爭往往陷進二元對立的套路，一方面上一輩指責下一輩

崇尚空談，下一輩就反斥上一輩保護既得利益，阻礙社會流動。這些世代矛

盾的調子在我們對會計行業的調查並非簡單的出現，而是呈現出更多樣的形

態。為了更好地理順整個會計行業的挑戰，我們需要找出不同年齡段之間有



主題:  經濟 

那些共通點，有那些分歧點，而那些分歧點又是源於甚麼呢？我們相信，唯

有透過客觀分析來檢視各方的不同看法，才能找到共同前進的方向，達致行

業的持續性發展。對此我們將另文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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