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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产业集聚和多样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为大湾区会计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特别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正在深刻改变会计服务的工作方式，并为跨

境业务的开展提供了便利。基于数字化技术构建大湾区会计服务业融合发展新格局，对大湾区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数字化背景下会计服务业转型特征基础上，探讨了大湾区会计服务业融合发展

的现状及问题，并从理念、制度、机构、人员等方面提出了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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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is the region with the highest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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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in China, which provides a broad space for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accounting services industry in the GBA.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es-
pecially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profoundly changing the way ac-
counting services work and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business.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create a new model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accounting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plays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growth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Based on analy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ccounting service indus-
try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isation,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accounting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proposes a 
development path in terms of concepts, systems, institutions and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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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鼓励粤港澳共建专业服

务机构，促进会计审计、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发展。基于数字化技术构建粤港澳大

湾区会计服务业融合发展新格局，发挥会计作为“软联通”功能，对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粤港澳大湾区会计服务业融合发展现状 

2.1. 大湾区行业规则对接 

对于内地与香港，2007 年两地企业会计、审计准则实现等效，并制定了持续等效机制。两地从 2010
年 12 月起，允许 12 家内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可以采用内地审计准则为内地在港上市公司 H 股提供审计

服务。对于澳门，2007 年起采用国际会计准则[1]。由此可知，粤港澳三地会计审计规则基本实现对接并

逐步趋同。等效的会计审计准则为资本在粤港澳地区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消除了基本的制度障碍，促

进会计信息共享，有利于粤港澳三地区域性监管体系的建立和有效运行，深化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2.2. 大湾区会计资格互认 

2005 年 5 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香港会计师公会签订《内地与香港注册会计师部分考试科目相

互豁免实施协议》，实现了部分考试科目的互免。2012 年对该协议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深化了考试科目

的互免，明确已取得香港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员只需要考经济法、税法以及综合测试科目就能获得内地

注册会计师资格，为香港注册会计师获得内地执业资格提供便利。粤港澳三地会计资格考试逐渐趋同，

完善会计资格互认机制有助于促进粤港澳地区内部会计专业的协同发展，提高跨境服务能力，从而提升

整体竞争力。 

2.3. 大湾区会计人才跨境执业 

2003 年，内地与港澳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延长了港澳会计师事务所临时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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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有效期，放宽港澳会计师在内地的工作经验限制，粤港澳三地在会计服务合作上迎来新发展机遇。

2015 年，签署《内地与香港服务贸易协议》和《内地与澳门服务贸易协议》，协议明确规定，取得中国

注册会计师资格的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可在内地担任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为内地企业提供会

计服务，进一步扩大了内地市场对港澳会计人才的开放程度。2021 年，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与香港上

市公司审核师协会、澳门会计专业联会携手粤港澳三地 151 家会计师事务所签署粤港澳会计师行业发展

战略协议，为大湾区会计人才跨境执业提供合作交流平台。 

3. 数字化背景下会计服务业的转型 

会计是一门数字科学。人类在语言产生以后、文字出现之前的漫长岁月里，采用“结绳记事”，即以

绳结形式反映客观经济活动及其数量关系的记录方式，这可看作是人类最早的会计业务。以“结绳记事”

为起点，会计作为一门数字科学，经历了从“数字会计”到“会计数字化”再到“数字化会计”的演化

[2]。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大技术是数字化会计的核心技术，这些新技术推动会计从传统核算型

向现代数据管理型转变。 

3.1. 向数字化财务信息系统转型 

数字化会计是会计工作与信息技术融合的产物。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新

技术应用到会计业务中，完成财务信息的识别、收集和存储以及数据挖掘、测试和沟通等环节，不但实

现了企业内部财务信息的集成，还实现了企业与供应商、客户、银行、税务之间财务数据的自动对接、

传输和整理分析，功能单一的传统会计核算系统正逐渐转型为部门互联、内外部互通的数字化财务信息

系统，这不仅提高了财务管理的效率，也为会计服务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3.2. 向数字化组织架构转型 

技术革新推动组织结构变革。在数字化时代，用数字技术赋能财务数字化转型，从而深化会计职能，

进行会计业务流程再造、组织结构重组，促使财务架构正从传统的分散型、垂直型向“战略财务、业务

财务、共享服务”网络型、共享型数字化组织架构转变。作为这一转型中的关键环节，财务共享服务模

式在企业财务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整合内部和外部资源，实现

财务流程的优化、协同和智能化，为企业提供高效、精准的财务支持，并提供数字化财务信息给业务财

务和战略财务。 

3.3. 向企业大数据中心转型 

数字化背景下，会计服务既要出具会计报表，还要以数据为核心展示客户画像、供应商网络，对企

业、员工、供应商的行为进行分析，数据作为未来企业的重要资源，以企业财务数据为基础，整合企业

经营中的所有数据，财务数据中心逐渐向企业大数据中心转型，企业财务部门将来发展成为企业大数据

中心。企业大数据中心要采集包括业务数据、资产数据、网上数据、税费数据、合同数据等大量的传统

财务无法触及的海量数据，要应用算法和模型对数据进行清洗、提炼、关联和融合等处理，要应用可扩

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和可视化技术等呈现数据，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支撑。 

4. 粤港澳大湾区会计服务业融合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4.1. 标准与监管还存在差异 

当前，粤港澳三地的会计法规及行业标准还存在差异，会造成会计信息的不一致性。例如，香港采

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内地使用中国会计准则。这种差异会影响企业在区域内的运营和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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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合规成本。内地会计行业监管主要表现为“以政府部门监管为主导，以行业自律管理为补充”的

多头监管模式。如财政部门负责会计行业的政策制定和监督管理，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监督会员执业情

况和职业继续教育，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主要负责管理企业的上市、债券或股权资金募集的核准及企业

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港、澳两地会计监管架构比较单一，其中，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为香港

会计规则的制定者，以民间监管为主，澳门核数师暨会计师注册委员会是澳门会计行业的法定监管机构，

隶属于澳门特区财政局。三地会计业务监管主体的不同会导致沟通成本的增加。 

4.2. 会计从业人员数字素养有待提升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革新催生了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大湾区是我国经济

领域的创新高地，亟需既精通会计专业又熟悉数字化技术的高质量会计人才。大湾区在科技创新方面具

有一定领先优势，但会计服务行业的数字化技术应用仍显滞后。部分企业未能有效利用云计算、区块链

等新技术来提升服务效率和透明度。数字时代的会计从业人员，需要掌握业财融通、成本分析、预算预

测、制度管理、财务分析、财务工作管控、数据整理等技能[3]，目前大湾区会计从业人员中，缺乏熟练

利用数字化技能进行财务管控、财务分析、财务决策的管理会计人才，国际会计、法务会计等跨境服务

能力有待加强。 

4.3. 大湾区会计人才培养交流机制有待健全 

粤港澳大湾区聚集了全国大量优秀人才资源，然而具有国际视野、数字素养的会计专业人才相对短

缺。特别是在跨境业务中，熟悉不同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的人才更为稀缺[4]。此外，人才的培养机制、

流动性也制约了跨境会计服务业的长远发展。由于粤港澳三地的教育体制的差异，内地考生申请入读港

澳名校难度较大。比如，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都更倾向于招收内地具有 985 或 211 高校学习背景

的学生，且还需提供英文水平证明(一般要求托福 85 分+或雅思 6.5+)、知名人士推荐信、社会实践或海

外交流经历等，这些条件将不少内地考生拒之门外[5]。如香港优才计划(2024)，只有内地少数的 985 高

校毕业生符合申请条件，一定程度阻碍了大湾区数字化会计人才的培养与交流。 

5. 粤港澳大湾区会计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路径 

5.1. 大湾区会计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日益成熟 

随着 2019 年 2 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一步加速。一是市场一

体化水平稳步推进，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等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基本实现大湾区主要城市间 1 小时

通达。“湾区通”工程深入实施，“湾区社保通”“跨境理财通”以及“政务服务”跨境通办等一批标志

性事项已落地实施。二是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深入开展。横琴分线管理运行平稳有序；前海出台全国首部

投资者保护条例；南沙已落地期货、航运、数据三大交易所，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揭牌运

作。 
2023 年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 14 万亿元，是我国产业集聚和多样化程度最高的区域，这为大湾区会

计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数字化技术的应用，特别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正在深

刻改变会计服务的工作方式。这些技术不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还增强了会计服务的透明度和可靠性，

为跨境业务的开展提供了便利。 

5.2. 促进会计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路径 

在数字化背景下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会计服务业融合发展，可从理念、制度、机构、人员等路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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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5.2.1. 创新服务理念，转变会计服务方式 
一是培养数字思维，会计服务理念与服务方式与数字化对接，降低大湾区运营会计成本；二是树立

战略高度，认识到会计专业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软联通”，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构建

大湾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三是加强服务意识，完善客户管理机制，结合粤港

澳大湾区实际情况以及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会计服务；四是扩大国际视野，大湾区是我国对

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大湾区会计从业人员需更好地学习国际通用的会计审计理念、标准规范和技术方法，

促进大湾区与世界经济实现便捷有效的贯通[6]。 

5.2.2. 建立健全适应数字化技术的会计法律法规 
为了推动大湾区会计服务业融合发展，需推动粤港澳三地的会计法规和标准数字化。政府应协调相

关部门，制定统一的数字化会计标准，减少会计服务业跨境经营中的合规障碍[7]。建议成立大湾区会计

制度编制机构，成员由三地会计监管机构、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组成，详细比对三地的会计

准则、法规、核算科目以及报表披露事项的异同，不断模拟测试、融合，最终形成符合大湾区经济发展

要求且与国际接轨的会计制度，降低大湾区内会计信息沟通成本。 

5.2.3. 做大做强大湾区会计品牌服务机构，拓展高端会计服务业务 
目前，珠三角地区会计师事务所普遍规模偏小、市场竞争力不强、国际化水平不高，行业集群效应

较弱[8]。国际四大会计公司在大湾区高端会计服务业务具有较大优势，开展跨境业务的客户更倾向于选

择国际大型会计服务机构为其提供服务。由于国际四大会计公司提供了相对更高的薪酬和更高的平台，

为从业人员提供了较好的职业发展通道，成为优秀会计从业人才的聚集地[9]。内地会计服务机构想开拓

香港、澳门的会计业务，应该向国际四大会计服务机构学习，扩大会计服务范围，提供多元化的会计业

务，扩大会计服务机构的经营规模，打造出具有知名度的大湾区会计服务品牌。 

5.2.4. 加强大湾区数字化会计人才培养与引进 
产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具备数字思维、掌握数字技能的数字化会计人才。粤港澳大湾区高等院校

和职业培训机构应加强数字化会计课程的设置，同时吸引海内外优秀数字化会计人才，提升整体专业水

平。随着大湾区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及产业优化升级，要求大湾区院校的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设

置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不仅注重培养会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还要其掌握一定的管理思

维、风险管控、战略规划及政策解读能力，更需要加强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能力的培养[10]。建议成立大

湾区数字化会计人才培养联盟，整合区域高校、会计服务机构的优势资源，优化大湾区数字化会计人才

的培养机制，培养适应数字化时代、服务大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数字化会计人才，促进大湾区会计服务

业融合发展，助力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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