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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入情網中的伊茜德拉天真單純，

易受傷害。我似乎能感受到她凝視戀人時

內心的悸動，這段戀情意味著她要違背父

親的權威，這是她在20多年成長過程中不

得不妥協的權威。即使時光倒轉回那個時

代，我們可能也不會得知為什麼阿公不許

女兒與那位香港來的年輕人結婚，阿公個

性強硬頑固，他不會回答這樣的問題。我

的媽媽與她的兄弟姊妹們在年幼時期也不

敢違背父親的命令，就像伊茜德拉那樣。

當伊茜德拉發現自己懷孕後，除了去找她

的妹妹特裡尼達外，這個可憐的女孩不知

道該向誰求助，只有妹妹同情她的境遇。

1896年7月3日，梅拉西奧與塔克拉幸福地

迎接他們的長子誕生。我努力想像處在困

境之中的伊茜德拉，她要在她還未出生孩

子的父親與自己的父親中做出選擇，她要

承擔對父母與家庭的責任與義務。但即使

面臨這些問題，她還是堅持生下了自己的

孩子。

馬洛洛斯教堂保存的受洗證明上顯

示，菲莉茜達特是伊茜德拉許寰哥的孩

子，1896年11月24日受洗。至於她的生父

是誰，我們到現在都沒有搞清楚。我們

對這個孩子短暫一生的記憶，保留在與許

寰哥家族的一張照片上，這張照片刊登在

1911年4月14日出版的報紙《菲律賓復興

報》上面。

許玉寰，我們的祖先，童年時從中國

遷移到馬尼拉，後來又輾轉到馬洛洛斯，

然後再遷到打拉省。很巧的是，每逢許寰

哥家族的新一代誕生之際，家族都處在遷

移新居所的喜慶時刻。1896年，家族中有

兩個孫子誕生，阿公許玉寰做了爺爺。當

他沿著帕尼基的街道漫步時，他遇到老朋

友與鄰居，有的穿著黑色絲綢衣服，有的

穿著鬆散的襯衣與褲子，留著長辮子，或

者是辮子盤在頭上。阿公漫步時，目光

總是在搜尋那些陳列商品的桌子，那些

農產品、麥子、酒以及快要腐爛的食品，

以及那些賣日用品的小商店。當他來到商

業中心時，他告訴他的朋友本尼托‧平格

爾，「喂，老朋友，你知道嗎，一旦穀倉

修好，我很快就要賺錢了。」本尼托記得

他的朋友何塞許玉寰曾提到的這些事情，

並告訴了他的女兒洛蕾托‧平格爾‧克魯

茲。但他可能沒有猜到何塞許玉寰真實的

想法。阿公何塞的想法是要把那些容易腐

爛的食品加工成日常的生活用品，例如製

作成醬料保存，這是許多中國移民特有的

辦法。

「何塞會將他的大米賒給顧客，然

後過段時間再去收錢。他從來不會給大米

定一個出售價格，但他總能賣出合理的價

格。」阿瑪多‧邱告訴我，他是在打拉省

卡米嶺長大的華人。阿公想像著大米堆成

的金山。伊茜德拉盯著每一粒米，用她的

掃帚將每一粒大米、谷粒掃到在合適的地

方，整齊地堆成一條線。「你知道嗎，如

果你去過他們的房子，你看不到一粒亂放

的糧食，他們的房子非常乾淨整潔。」維

哥‧克魯茲不止一次講起這段往事。

我們懷著虔誠贖罪的心，小心翼翼地

跪坐地上撿起每一粒拋撒在地上的米粒，

從收穫稻穀到烹煮好的米飯，我們感恩上

帝的恩賜，更不會忘記我們家族是從細小

的顆顆稻米發達起來的。在婚禮儀式上，

我們用拋灑大米代替了五彩紙屑來表達對

新人開始新生活的美好祝福。在許寰哥家

族，大米一直都是美好生活的象徵。

剛搬到帕尼基的時候，我們家族並沒

有馬上投入大米的種植，阿公他們仍然從

事農產品與乾貨的貿易，與在馬洛洛斯的

生意一樣，19世紀晚期，阿公還是首批在

馬洛洛斯教堂工作的華人。

在帕尼基，伊茜德拉的大米、還有來

自馬洛洛斯的蝦醬魚醬都放在塔克拉的商

店裡售賣，成為新鮮麵包的美味伴侶。他

們的生意越來越好，每一個小的生意都成

為家族生意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幾年過

去，許寰哥家族成為帕尼基的顯赫家族。

1898年1月13日，阿公攢足了錢，買下了一

個碾米廠。

下南洋的鴻漸人
——菲律濱許寰哥家族的故事

施雪琴 編譯

（○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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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華永道 引火燒身 
5月底證監會對於恆大地產財務造假的處

罰正式落地以來，常年為其提供審計服務的

普華永道便一直處於輿論漩渦之中。處罰何

時落地，如同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高懸於普

華永道頭頂。

「風聲鶴唳。」有普華永道員工向如此

形容公司內部的情緒，而同樣感到緊張的還

有普華永道的客戶。自5月下旬以來，已有招

商銀行、中國人保、中國太平、中國中鐵、

中國石油等央企背景的上市公司宣佈不再聘

任普華永道。

「我們業內都說普華永道有點像高風

險藝人，事情已經出了，但是官方尚未定

性，甲方擔心有你出演的劇後續無法順利播

出。」一位資深行業人士告訴，最近的客戶

對普華永道可能面臨的處罰都很關心，特別

是「央企」，「畢竟相比於內資審計機構，

願意多花一倍錢聘用『四大』的企業，都是

看中審計報告質量的」。

普華永道作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

代表，曾是規範化的代名詞，但如今卻因深

陷恆大財務造假事件經歷信任危機，這甚至

引發市場對審計機構出具的大量無保留意見

審計報告的真實性產生疑問。

普華永道危機的背後，是投資者長久以

來對包括審計機構在內的中介機構能否當好

資本市場「看門人」憂慮的一次爆發。

懸而未決的處罰
2023年8月，證監會對恆大地產涉嫌債券

信息披露違法違規立案。今年5月底，證監會

的處罰正式落地。

證監會查明，恆大地產披露的2019年、

2020年年度報告存在虛假記載。恆大地產通

過提前確認收入方式財務造假，導致2019

年、2020年各虛增收入2139.89億元、3501.57

億元，占當期營收比例分別為50 .14％、

78.54％。對應虛增利潤分別為407.22億元、

512.89億元，占當期利潤總額比例分別為

63.31％、86.88％。

作為恆大集團境內地產業務主體，恆大

地產並非上市公司，但是其在多只債券發行

文件中引用了2019年、2020年年度報告的相

關數據，因此涉嫌債券欺詐發行。

恆大地產最終被處以41.75億元罰款，實

控人許家印被給予警告和終身證券市場禁入

措施，並被處罰款4700萬元。

證監會披露，許家印曾對上述處罰不

服，陳述申辯意見，稱恆大地產的違法行為

已超出行政處罰追責時效，不應予以行政處

罰，且應由審計機構承擔責任。證監會則在

覆核中回應，恆大地產的會計責任和審計機

構的審計責任是兩種不同的責任，無論什麼

機構但凡存在違法違規行為，必定徹查追

責。這意味著作為審計機構參與恆大地產相

關債券發行的普華永道中天也將面臨處罰。

普華永道是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

一，採用合夥人機制，普華永道中天是其在

中國內地的成員所。普華永道與恆大淵源頗

深，其在香港的成員所羅兵鹹永道會計師事

務所是三家「恆大系」上市公司（中國恆

大、恆大物業、恆大汽車）的審計機構。

恆大債務危機於2021年9月爆發，當年10

月，原香港財務匯報局（下稱「財匯局」）

發佈公告稱，開始調查中國恆大2020年度及

2021年中的財務報表，質疑其未遵守財務報

表編製的基本準則，沒有在香港上市公司報

表中完整披露集團的可持續經營能力，同時

也對普華永道是否遵從相關審計準則開展調

查。

2022年3月，三家「恆大系」上市公司宣

佈延遲刊發2021年年報，並在港交所停牌。

當年8月，原香港財匯局再次宣佈，針對普華

永道審計中國恆大及恆大物業2020年財報的

過程展開調查。

作為香港法定審計監管部門，原香港

財匯局一年內兩度對普華永道展開調查。不

過，這兩次調查的結果至今沒有公佈。

2023年1月16日，普華永道辭任「恆大

系」三家公司審計機構。中國恆大、恆大物

業和恆大汽車直至2023年6月和7月才分別補

發2021年全年、2022年中期及2022年全年的業

績報，而這些財報的審計機構已換為上會柏

誠會計師事務所。

2009年至2020年，中國恆大累計向普華

永道支付的審計費約2.7億元。

內地與香港監管機構對普華永道的處罰

仍懸而未決，罰金自然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如果財政部按照《註冊會計師法》處罰，最

高可以「沒一罰五」。

「對於監管罰款，事務所購買的保險會

承擔一部分，剩餘部分由在職權益合夥人分

攤，包括非審計部門的權益合夥人。如此前

德勤面對逾兩億元罰款，權益合夥人根據對

事件的直接責任多少分攤不同額度，最終人

均分攤數十萬元。」有審計行業資深人士告

訴。

而罰款可能還不是普華永道面臨的最

大麻煩。有多位業內人士告訴，目前業內推

測，除普華永道負責恆大地產項目的合夥人

可能面臨追責之外，普華永道廣州分所或將

面臨停業處罰。

「停業」可能是對於普華永道而言影響

更為深遠的處罰。

對於「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而言，都

有總所、分所，類似總公司與分公司的概

念，普華永道在中國內地的「總所」便位於

上海，位於北京、廣州的辦公室均屬於「分

所」。「分所在法律上、經濟上沒有獨立

性，不具備企業法人資格，僅僅是總所的附

屬機構。」有「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人士向

解釋說，因為考慮人員出差成本、維護客戶

關係等因素，項目通常由客戶所在地或就近

的辦公室具體承接，但是項目簽約方可能是

總所或其他分所。對於恆大地產這樣的客

戶，審計時最為核心的合併報表組肯定來自

廣州分所，但是恆大的項目遍及全國，盤點

時可能會調動其他分所的人員到現場。

「如果處罰涉及停業，審計機構履行

正常的商業流程都將面臨阻礙。」這位「四

大」人士說，分所被停業意味著新業務肯定

不能承接，存續業務如果需要出報告，還可

以轉去總所蓋章。如果總所面臨停業處罰會

更加棘手，因為總所被停業，意味著全部分

所也必然停業。

對於普華永道的處罰懸而未定，但是影

響已然顯現。

同行開始搶奪「客戶」
普華永道近期頻頻遭遇內地公司解約。

除了眾多央企，近兩個月，已有粵電力A、

青島港、青島啤酒、上海醫藥等多家A股上

市公司宣佈不再聘任普華永道。其中既有到

期輪換因素，亦有普華永道身陷恆大財務造

假因素。

按照2023年5月財政部、國資委、證監會

共同印發的《國有企業、上市公司選聘會計

師事務所管理辦法》規定，國有企業連續聘

任同一會計師事務所原則上不超過8年，最長

的連續聘任期限不得超過10年。國有金融機

構則按照從嚴適用原則，執行「5+3」的8年

強制輪換。

對於國資背景的上市公司不再聘任普華

永道的原因，一位資深審計行業人士告訴，

上市公司不再聘任普華永道主要擔心聲譽受

損。央企招標審計機構，一般會要求投標人

三年內沒有被處罰的記錄。而且一旦審計機

構公信力受損，一方面散戶可能「用腳投

票」；另一方面，審計報告會被用於銀行授

信、企業發債等場合，一旦金融機構質疑某

家審計機構出具的報告，可能直接影響企業

資本運作。

據統計，招商銀行、中國人保、中國太

平、中國中鐵、中國石油5家央企和金融機構

2023年向普華永道支付審計費分別約為3900

萬元、3310萬元、3216萬元、4094萬元、4664

萬元，合計約1.92億元。

這些普華永道流失的訂單最有可能流

向另外「三大」。「有一些此前與『四大』

合作的國資背景企業也考慮過更換國內審計

機構，但是對於一些海外資產眾多的企業而

言，內資審計機構在跨地域合作、審計質量

等方面還是有不少差異。比如我們審計國有

大行時，海外的部分可以直接內部把合同分

包給當地的分所，由他們派人執行，再把審

計後的數字傳給中國進行合併，一些內資審

計機構可能難以做到這點。」前述「四大」

人士向解釋說。

據瞭解，普華永道之外的「三大」，都

在推進有針對性的招聘與客戶拓展計劃。有

相關人士向直言：「我們已經給每位合作人

定下任務，每人都要從普華永道手中搶到客

戶，希望能多分到些蛋糕。」

中國內地的行業格局或許因這次處罰

而改變。「在中國內地，普華永道的審計業

務，一直是『四大』裡最大的。普華永道

在北京財富中心的審計部員工一度就有2000

人，同時期，德勤北京所只有1400人，包括

一半的非審計部門員工。」前述資深審計行

業人士表示，安永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近

兩年安永比較平穩，國內國外都沒有被處罰

的記錄。

而中注協披露數據顯示，2022年普華永

道、安永、德勤及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本身

業務收入分別為7.92億元、6.65億元、5.15億

元和5.12億元。

儘管另外「三大」都在全力爭取訂單，

但是在業內看來，普華永道一些大客戶的流

向其實早有定數。

「對於『四大』而言，每個項目都會

有一位或幾位負責的合夥人，其下分別是高

級經理、經理、高級審計師和審計師，組成

一個金字塔形的團隊。這樣的團隊一旦形成

便不會輕易更換，特別是經理以上級別的人

員。」有審計師向解釋。

他表示，其實會計師事務所的員工都比

較牴觸「開荒」，因為很多問題需要在第一

年解決，而為「老客戶」提供審計服務就會

順利很多，特別是像中國石油這樣在全國乃

至全世界擁有資產的公司。中國石油、中國

中鐵重新聘任畢馬威、德勤，因為這兩家公

司均因到期輪換才與普華永道簽約，而重新

選擇此前合作的會所可以直接調閱此前的底

稿，節省大量成本。

這種會計師事務所與企業合作多年的情

況也被認為是風險的誘因。

為何「走入火坑」
自中國恆大2009年在港上市，羅兵鹹

永道就一直擔任其審計機構。羅兵鹹永道一

直出具「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也就是

認定其財務報表不存在問題。而恆大地產自

2015年在境內發債，定期財報的審計機構則

一直是普華永道中天。

「一些大所的合夥人手裡都會有自己的

客戶資源，客戶也傾向於與他們保持長期合

作關係。」有業內人士告訴，「因此可能存

在的情況是，一個人從進入會計師事務所到

升任合夥人，如果順利的話大概需要十年時

間，而他始終服務於一家客戶。」

我國中央企業和國有金融企業已經實施

了審計機構強制輪換，但是對於是否向上市

公司推廣一直有爭議。2023年2月，證監會發

佈對於有關上市公司審計強制輪換制度的提

案的答覆，其中提及會計師事務所強制輪換

有利有弊，並存在較大爭議。

恆大地產虛增收入的手段是「提前確

認」，公司大幅降低了確認收入標準，沒有

等到項目竣工交付，就將大量預售收入確

認。有業內人士向感慨：「審計師發現不了

提前確認的虛增收入有些說不過去，收入這

個科目在整個財務報表審計中，一般都是重

大風險科目，要執行最多的審計程序。」

他表示，「四大」均有質量控制部門，

一個項目的審計報告除去需要負責項目的註

冊會計師簽字，還需要一位游離於項目之外

的質量控制覆核合夥人簽字，他可以對報告

中的任何一個數字提出疑問，項目組則需要

解釋，只有在獲得他的簽字後報告才算走完

流程。

顯然，恆大地產連續兩年大比例虛增收

入卻未被審計機構發現，這是普華永道內部

多個環節「失控」的結果。

自4月13日起，一封標題為「是誰把普華

永道帶入恆大這個火坑」的公開信在社交媒

體上傳播。公開信主要舉報兩項內容，分別

是普華永道亞太區的內控尤其是審計質量管

理系統存在問題，以及該會計師事務所對中

國恆大的審計亦缺乏質量監管，並將背後的

深層原因指向了內部派系鬥爭。但多位業內

人士表示：「其實『四大』或多或少都有類

似的派系問題。」

而在當下嚴格監管中介機構的背景下，

監管部門無疑希望會計師事務所回歸「看門

人」的角色。2023年，財政部組織各地財政

廳（局）對2161家會計師事務所開展檢查，

同比增長16.56％，對197家會計師事務所、

509名註冊會計師作出行政處罰，同比分別增

長13.22％、21.77％。

其中，9家會計師事務所被吊銷執業許

可，49家會計師事務所被暫停經營業務。同

時，超過200家上市公司2023年年報被出具

「非標」審計意見。

在財政部此前對德勤的處罰中，因被判

定對華融審計存在嚴重缺陷，德勤收到2.1億

余元罰單，同時北京分所停業三個月。「那

之前得有大半年，天天有人坐在會議室各種

檢查。」有德勤人士向回憶說。

不過幾位業內人士都向坦言：「非標

意見也不會那麼輕易出，一般出了非標意見

明年也就別想做這個客戶的生意了。但現在

會更謹慎，比如會讓客戶提足減值準備，或

者勸他們接受審計調整，少計點收入和利

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