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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 十一世纪
“

知识经济
”

的发展将成为主流
,

人力资源价值呈不 断上升趋势
,

企业间竞

争明显加剧
,

突出地表现在市场
、

技术和人才的竞争上
,

人力资源作为核心资源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

首要资源
,

其受国际化的影响当然也是不可避免和极其深刻的
。

因此
,

科学的确认
、

计量
、

报告人力资

本
,

对于有效利用人力资源
,

合理开发人力资源 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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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当世界经济迈进知识经济新时代时
,

人类的

社会和经济文明正处于一场历史性的巨变之中
。

知识经济时代
,

人力资本具有产权特征
,

如何建

立一套与之相适应 的全新观念的会计核算模式
,

是会计界需要尽早研究的问题
。

人力资源会计是

会计学科中一个正在发展的新分支
,

它主要研究

组织和管理人力资源 的成本与价值的计量及报告

问题
。

人力资源会计产生 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

期
,

它经历了 70 年代初
、

中期的初步实施阶段以

后
,

在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初期却陷人了低迷

的境地
,

在 9 0 年代以后仍发展缓慢
。

究其原因
,

最重要 的是实施的外部客观环境及相应的理论不

够完善
,

尤其是人力资源会计的确认
、

计量和报

告的理论
。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

许多应用人力

资源会计的条件已逐步具备
。

本文拟就此问题作

初步探讨
。

控制其产出物和效用
,

而且对于特定物质资产本身

还拥有着占有
、

使用
、

收益和处置等完全的财产权

利
。

而对于人力资本
,

任何企业通过签订契约所能

控制的仅仅是靠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知识或技能而形

成的劳动成果
。

2
、

排他性

即当一个主体拥有人力资本后
,

就排斥了其他

主体对人力资本的拥有和使用
,

这是与人力资本存

在的特点密切相关的
。

因为人力资本存在于其载

体
,

一旦确定人力资本载体拥有人力资本产权后
,

其他人就很难再拥有人力资本的产权
。

3
、

交易性

指人力资本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让渡
。

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
,

在人力资本市场上
,

人力资本与企

业通过签订契约而发生分解
,

所有权归其载体
,

企

业法人拥有对人力资本的控制
、

使用
、

决策权等
。

由于企业创造收益的必要因素是人力资本
,

只要人

力资本创造收益的潜在空间存在
,

自由竞争就必然

促使人力资本向市场转移
。

二
、

经济时代人力资本产权特征
三

、

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决定人力资源

1
、

自主性

即人们在处理任何事情时主观上都存在着积

极或消极
,

作为或不作为的倾向与选择
。

这种 自

主性导致企业对于人力资本的控制权具有不完全

性
。

对于传统物质资产项 目而言
,

企业不但有权

会计的理论基础

1
、

人力资本载体的所有权特征决定人力资本

所有者应拥有企业的剩余价值索取权

人力资本产权在交易中
,

分为所有者产权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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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者产权
。

由于人力资本不能离开其载体独立存

在
,

人力资本载体的意志和行为等对人力资本在何

时
,

采取何种支配和使用方式等产生极大的影响
,

也就是当人力资本载体的使用不符合自己的意志

时
,

将会限制人力资本的使用
。

为了更好的发挥人

力资本载体的作用
,

就应该将企业部分剩余价值分

配给人力资本所有者
,

使人力资本所有者从根本上

得到激励
。

另外
,

管理型和创新型人力资本所有者不影响
一个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前景

,

而且已经逐步

成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
,

如承担被解雇失业或遭受

劳动成果损失以及名誉损失等风险
。

在企业中
,

创

新管理者创造力的无限性与监督力的有限性之间
,

二者矛盾 日益尖锐
,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就是使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剩余价值的索取

权
。

2
、

人力资本产权制度要求会计学对其权益理

论进行拓展

通过签订契约企业 即获得人力资本控制权
,

人

力资本无疑将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

根据我国 《企

业会计准则》 对资产的定义
,

它理所当然是企业的

一项资产
。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
,

会计信息系统更应

将人力资木作为一项资产反映
。

人力资本对于企业

来讲是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
,

人力资本权益应该在

权益理论中得到体现
。

四
、

人力资源会计的确认与计量

1
、

人力资源的会计确认

人力资源应该确认为一项什么样的资产
,

同时

应该确认为一项什么样的权益和负债呢 ?

目前一些观点认为应该将人力资源确认为一项

长期投资
,

但是我们并不同意这种观点
,

笔者认为

人力资产是一种无形资产
。

这是因为
,

我们知道所

谓无形资产是指不具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资产
,

其

具有以下特征
: ( l) 不具有实物形态 ; ( 2) 用于

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
、

出租给他人或为了行政管理

而拥有的资产 ; ( 3) 可以在一个以上的会计期间

为企业提供经济效益 ; ( 4) 所提供的未来经济效

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

对应无形资产的定义与特

征
,

我们可以发现人力资产的特征与无形资产的定

义和特征是相当吻合的
:
首先

,

人力资产不具备实

物形态
,

企业员工虽具有实物形态
,

但人力资产是

指员工的服务潜力
,

这种潜力是没有实物形态的
,

切不可把人力资产的载体— 人与人力资产本身混

为一谈 ; 其次
,

人力资产是能用于生产商品
、

提供

劳务
、

出租或用于行政管理的资产
,

人力资产能带

来未来经济效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 再次
,

人力

资产的受益期通常是一个会计期间以上
,

服务期低

于一个会计期间的员工的工资等支出一般直接计人

当期损益
,

而不予资本化 ; 最后
,

人力资产所提供

的经济效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

这是因为
: 一方

面
,

人力资产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效益是很难估计

的 ; 另一方面
,

由于人才的流动性很大
,

使人力资

产的受益期事实上也很难确定
,

所以人力资产所提

供的经济效益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

基于上述原

因
,

我认为人力资产应属于无形资产
。

2
、

人力资源会计计量

个人察赋的差异使人力资本具有非同质性
,

根

据一般能力
、

完成特定工作的能力
、

组织管理能力以

及资源配置能力的不对称分布
,

可将企业内的人力

资本分为两类
:
一类是生产型人力资本

,

即具有社会

平均的知识存量和一般能力水平
。

另一类是经营

管理型人力资本
,

即管理型人力资本 (一般为企业内

部的各类管理人才 )和企业家型人力资本 (即在不确

定性市场中
,

能够构建新生产函数的人力资本 )
。

对两类不同质的人力资源应采用不同的确认和

计量方式
:

( l) 生产型人力资源的确认与计量
。

由于生

产型人力资源就其接受教育的程度来看
,

这些人力

资源一般是趋同的
。

一般认为
,

对于生产型的人力

资源
,

其能力和努力程度一般置于一种基本可观测

的状态
,

大致可以认为是一种公开的信息
,

因此激

励约束对此类人力资源所有者而言基本上是不必要

的
,

所以只需要简单地根据其产出进行奖惩即可
。

对于人力资源的计量和确认
,

必须理性地认识

到
: 一方面

,

人力资源的价值在于其主体蕴涵的知

识
、

技能的时效性
,

因此其价值遵循负指数分布
,

随着时间的流逝
,

其价值逐渐减小
,

所以要进行恰

当的摊销 ; 另一方面
,

人力资源的价值也可以在企

业中得到增值
,

因为人力资源的价值因为其主体蕴

涵的知识技能的变化而不同
,

如果人力资源的主体

(所有者 ) 被动 (企业要求 )
,

那么人力资源的价

值可能像物质资本一样
,

在特定的时点上价值可能

出现上升的趋势
。

( 2) 经营管理型人力资源的确认与计量
。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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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理论反复申明
,

在企业的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
,

财务资本的所有者和企业家才能 (人力资本 ) 之间

的关系最为重要
。

经营管理型人力资源对一个企业

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

他们在企业内部处于多重代理

链 的中心环节
,

一方面他们相对于企业的股东与债

权人而言为受托方
,

但是同时他们又是团队委托之

一
,

他们的努力程度不能够进行观测
,

而且产出也

不是独立变量
,

而是取决于这个团队的总产出
。

因

此
,

对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型人力资源而言
,

不能

实行固定工资制
,

而应该进行激励
,

即让这些人力

资源所有者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 在固定的年

薪之外还应该分享企业的超额利润
。

鉴于此类人力

资源的稀缺性
,

就应该将之纳人财务报告
,

以向外

界传递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信号
。

另外
,

人力资源价值的许多特性是货币指标所

无法表现的
,

而且影响人力资源价值的个人
、

组织

和社会诸方面的因素
,

也非货币计量所能确定的
。

因而
,

人力资源会计除了运用精确的货币计量外
,

还可以运用非货币的模糊方法
。

对此
,

已有许多会

计学者进行了研究
,

在此
,

笔者不再赘述
。

这种计

量在会计报告中的表现为
:
除了在报表中进行定量

反映外
,

还要在文字说明中进行定性分析
,

从而更

完整地反映企业的人力资源状况
。

五
、

人力资源会计的报告

人力资源会计的报告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企业如

何把有关人力资源的信息传递给信息使用者
。

传统财

务报告既不反映人力资产的价值
,

也不反映人力资

本
,

从而低估了企业资产总额
,

忽视了劳动者对企业

的经济贡献
,

把为取得
、

开发人力资源而发生的费用

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

极大背离了收人与费用配比的会

计原则
,

严重歪曲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所

以有必要对传统的财务报告进行适当的调整
,

把人力

资源这项企业十分重要的资产及其有关的权益和费

用
,

在财务报告中予以充分揭示和披露
。

在资产负债表上
,

有关人力资产的数据
,

可作

为一个单独 的项 目列示于长期投资和 固定资产之

间
。

人力资产是由对人力资源投资而形成的
,

且持

续期限往往大于一年
,

是企业的一项长期资产
。

相

应地在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之间
,

可以增设
“

劳动者

权益
”

项 目
,

用以反映企业的人力资本及其劳动者

权益分成
。

此时
,

会计平衡公式就由原来的
“

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

变为
“

物力资产 + 人力资产
=
负债 + 劳动者权益 十所有者权益

” 。

在利润表上
,

可增设
“

人力资源成本费用
”

项

目
,

用以反映企业为使用人力资源而发生的不应资

本化的费用和人力资产的摊销
,

同时对原
“

管理费

用
”

账户反映的内容作必要的调整
。

在现金流量表上
,

对为取得
、

开发
、

培训人力

资源而发生的现金流 出和企业人力资源带来的现金

流人
,

在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包括现金流出

和流入 ) 下单独列项反映
。

与物质资源相 比
,

人力资源有其 自身的特殊

性
,

对它进行确认
、

计量和报告
,

要比物质资源复

杂得多
。

因此
,

仅仅靠财务报表来揭示人力资源信

息
,

难以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

人力资源会计的

报告
,

除了将有关信息在财务报表中列示以外
,

还

应当包括一些附加报告
,

如人力资源投资报告
、

人

力资源流动报告
、

人力资源效益报告等
,

以提供一

些不能或不便于用货币精确度量的信息
。

总之
,

人力资源会计是人力资本理论在会计领

域的深人和发展
,

当前
,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

知

识经济的兴起
,

科学地确认
、

计量和报告企业的人

力资源
,

确立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
,

从而促使各

部门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
,

合理开发人力资源
,

适

应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当

然
,

考虑到人力资源会计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

体系和严密而科学的处理方法
,

计量过于复杂等因

素
,

笔者认为
,

我国现阶段应鼓励企业将人力资源

会计信息先在内部报告中揭示
,

待条件成熟后
,

再

将它纳人对外公布的会计报告中
,

为外部信息使用

者提供更相关的信息
,

以逐步完善我国会计信息的

披露机制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1 唐唯超
.

企业劳动者收入决定机制初探 IJ]
.

会计研究
,

19 98
,

10

【2 }刘俊学
.

剩余收益分配的新思路川
.

财会月刊
,

1 99 9
,

1
.

【3 }李心合
.

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的挑战田
.

财经研究
,

199 8
,

12
.

协 ]李鹰
.

人本 的资本市场发展现「N }
.

中国证券报
,

19 98
,

12
.

(下 转 1 0 1页 )



第 3期 赵小华
:

清末四川女子教育的发展及其意义 10 1

D ev e l叩 me nt n ad 5 1, 迅
e
an

e e fO ht e eF m al e ’ 5 Ed u e a ti o n i n

Si e h u
an at t h e E n d fO Qi耳 9 D y n as yt

Z H A O X i ao
一

h u a

(cs ho ol 01 Hi’ s to叮 aD d oT。月刀 g乡
s,’c 力

u
aD 八b朋 aI nU了~

i yt, hC
e n召 d自

,

S c为u
an 曰口口6 8

A b s t ar c t : O ir g i n a t i n g for m eP k i n g a t th e e n d o f Qi n g D y n a s t y a n d u n d e r th e p u s h o f th e k n o w le d罗 a b le p e 卜

s o n s a n d t h e s u p p o rt o f Qi n g D y n a s t y
’ 5 e d u e a t io n s y s t e m er fo mr

,
t h e fe m a l e ’ 5 e d u e at i o n o f S i e h u a n d e v e lo p e d t o

t h e tih r d i n t h e s e a l e i n C h i n a a t th at t i m e ,

w h i e h g r e a t l y p or m o t e d th e w o m e n ’ 5 l ib e ar t i o n a n d t h e e x t e n s i o n o f

th e i r v i s u al ar n g e in S i e h u a , a n d a d v a n e e d t h e e h a n g e o f t h e e u

err
n t l o e a l e u s t o m s

.

K e y w o dr s : T h e E n d o f Qi n g D y n a s t y : S i e h u a n ; F e m a l e E d u c a t i o n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S ig n i if e a n e e

(责任编拜
:
周娜鹤 )

(上接 7 5 页 )

S im P l e D i s e u s s i o n
ab out ht e H u m an R e s

our
e e A e e o u n t i n g in

ht e

nK
o w l e d g e E e o n o

my E ar

M E N G Y u e
,

L U O K a i

刃元为a

gn oC !1吮护
,

叉介去朋乙 S 动韶n
盯 J口口口

A b s t r a e t : In Z l e n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k n o w le d g e e e o n o m y w i l l b e e o m e t h e m a i n t er n d
.

Th e v a lu e o f h u m a n

er s o u cr e 15 即i n g u p d a y b y d a y
.

hT
e e o m p e t i t i o n b e tw e e n e o甲 o ar t i o n s h a s b e e n a g g ar v a t e d o bv i o u s l y

.

I t 15 e v i
-

d e n tl y e m b o d i e d i n t h e e o m p e t i t i o n o f m a kr e t
,

t e e h no lo盯 a n d at l e n t
.

Be e a u s e
hu m an er s o u r e e 15 r e g

adr
e d a s t h e

e h i e f er s o u cr e a n d t h e n sr t i m p o rt a n t r e s o u cr e o f p or m o ti n g e o m p a n y少5 s u p e “ o ir t y o f e o m p e t i t i o n ,
t h e inn

u e n e e

b y th e

h u m a n

i n t e
m

a t i o n al i z a t io n 15 u n a v o i d a b le a n d e x ter m e l y d e e p
.

T h e er fo er
,

er s o u cr e a n d ar ti o n al ly d e v e l o p i n g i t a er e o n e e nr e d
,

i t
’ 5 v e叮 i m p o rt a n t t o a e k n o w l e d g e ,

i v e a d v a n ta g e o f

m e a s u er a n d er
-

a s af r a s ta k i n g e
ffe

e t i v e

P o rt th e
hu m an e a p i t al

.

K e y w o 川S : H u m a n R e s o u cr e A e e o u n t i n g : H u m a n C a p i t a l ; A e k n o wl e d g e m e n t a n d M e a s u r e m e n t o f H u m a n

R e s o u cr e A e e o u n t i n g

(责任编辑
:
张俊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