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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产概念及其计量模式，一直是会计理论界热议的

话题。本文从资产的概念和计量模式出发，推导出人力资产的

概念和计量模式，以供同仁探讨。

一、资产概念及其计量模式

关于资产概念，学术界先后出现过科目余额观、未逝成

本观、经济资源观、未来利益观这四种有影响力的观点。

1. 科目余额观。该观点认为，资产确认的依据是会计规

则，按照这种会计规则，在结账时从各账户中结转过来的借方

余额（前提是这种借方余额不是负债）就是资产的价值

（AICPA，1953）。这一定义是站在记账规则的角度来确定资产

概念的，它与实践并不吻合。因为会计人员登记资产时遵循什

么样的记账规则以及记账的前提，是其对登记对象性质已做

出正确判断后就确定了的，其并不是依据定义的说法确定资

产的前提是记账的结果。另外，该定义只描述了登记资产在借

方的金额为正数，但并未给出计量资产的具体方法。

2. 未逝成本观。该观点认为，资产是指企业通过实际交

易行为所得到的实际财物，这种实际财物“是未消逝或者未

耗用的成本”（Paton和 Littleton）。按照该定义，资产的价值应

等于企业为购买该资产所花费的成本减去已消逝或者已耗费

的成本。该定义强调资产的实物形态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资产，

资产的价值尽可能地反映计量对象的真实状况是购买资产的

净价值。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最能反映该定义要求的计量属性

应该是实际成本（即历史成本）的计量模式。

3. 经济资源观。1967年美国会计学会（AAA）在《公司财

务报表所依附的会计和报告准则》中将资产定义为：资产是一

个特定会计主体从事经营所需要的经济资源。我国企业会计

准则体系将资产定义为：资产是企业拥有和控制的能以货币

计量的经济资源，它包括财产、债权或其他权利。

4. 未来利益观。FASB指出：资产是指可能的未来经济利

益，它是特定个体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中所取得或加以

控制的利益。该定义并不认为资产的价值是企业为了获得该

项资产所实际耗费的支出，即获得资产的历史价值或现时价

值，而是资产未来的价值，即资产就是未来的经济利益，这些

未来的经济利益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

二、人力资产概念及其计量模式

作为资产范畴内的人力资产，其概念和计量模式与资产

概念及其计量模式密切相关。定义人力资产和对人力资产进

行计量，最好的方法是直接从资产的概念出发，推导出人力资

产的概念，然后在人力资产概念的基础上，推导出最能反映该

人力资产定义要求的计量属性，再确定相应的计量模式。

理论界正是采用从资产概念出发，推导出人力资产概念

这种方法来确定人力资产定义的。受资产观的影响，人力资产

概念也有经济资源观和未来利益观这两种观点。

经济资源观认为，人力资产是指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能

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人力资源。根据这种认识，人力资

产是一种可能导致企业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人力资源，而能

反映人力资产价值的应该是人力资源的价值，人力资源价值

也是拥有其企业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该人力资产的定义和

资产的经济资源观相一致。在该观点下，人力资产的计量模式

与资产的经济资源观所主张的计量模式相一致，即采用历史

成本或现行成本计量模式。

未来利益观认为，人力资产的本质是未来的经济利益。按

照该定义，人力资产的价值应该是人力资产带给企业未来经

济利益的价值，也就是人对企业的贡献价值。因此最能反映人

力资产价值的应该是人力资源带给企业未来总收益贡献额的

现值。在未来利益观下，人力资产的计价是面向未来的，这和

未来利益观的资产计量模式相一致。

三、对两种计量模式的剖析

1. 经济资源观下人力资产计量的特殊性。与普通资产相

比，人力资产价值的计量有些特殊。人力资产的价值应以人力

资源的价值来计量。人力资源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能力、

经验、技能、技术等，本质是人的能力（刘仲文，1999）。事实证

明，人力资源是社会和个人投资的产物，其质量高低完全取决

于投资的多少（胡世明，1995）。从以上对人力资源的理解来

看，人力资源的价值取决于人的能力的大小，而人的能力的大

小又取决于社会和个人投资的大小，因此人力资源的价值不

仅取决于企业对人力资产的投入成本，而且取决于人本身对

自身的投入成本。即人力资源的价值等于人自身投入的成本

人力资产概念及其计量模式的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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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资产的概念和计量模式出发，提出了在目前的会计准则下，对人力资产的计量只能采用“经济资源观”

下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人力资产的价值等于企业为人力资产投入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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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为人力资源投入的成本之和。

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录用某个人力资产的载体———人时

往往会对这个人提供企业所需要的特定知识、能力、技能和技

术的培训，这些培训可以基本保证这个人能胜任他所处岗位

上的工作。因此我们不妨大胆假设，人力资产的价值就是企业

为人力资源所投入的成本 。目前经济资源观对人力资产计量

都是这样处理的，客观地说这样处理比较合理。

2. 未来利益观下人力资产计量的困难。人力资产的价值

应该是人力资产带给企业未来经济利益的现值，和未来利益

观下的资产计量模式一样，人力资产未来利益观也面临着利

益风险和利益分割问题，而目前的会计技术尚没有办法解决

这两个问题，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替代计量模型。如 Lev

和 Schwartz提出了人力资产的未来收益贴现计量模型，然而

这种模型很难精确估计人力资产带给企业未来总收益贡献

额。有些学者提出用员工的未来工资或者企业的价值差额等

来替代人力资产带给企业未来总收益贡献额，分别形成未来

工资贴现法计量模式和企业价值差额估价计量模式，但是未

来工资和企业价值差额并不必然等于人力资产带给企业未来

总收益贡献额。实际上，正如Mary M.K.Fleming（1995）在调研

中所得出的结论：员工创造的价值比他们每年从企业获得的

报酬要高。人力资产的价值应该大于未来工资贴现法计算的

价值，但小于企业价值差额计算法计算的价值。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未来利益观计量模型还有缺陷，当

然这并不是说经济资源观比未来利益观更优，而更多的是因

为目前会计技术的局限性，导致资产各会计科目都选择了历

史成本或者现行成本计量模式，因而对人力资产的定义和计

量，更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经济资源观下的定义和历史成本

计价模式。但如果市场是半强式的，则股票价格反映了所有的

公开信息，无论是采用经济资源观下的人力资产计量模式还

是采用未来利益观下的人力资产计量模式，投资者从企业公

开的会计信息中都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会计方法的变更不可

能愚弄投资者，市场能对不同的会计方法作出正确的反应。所

以是采用未来利益观还是经济资源观的人力资产计量模式，

是无关紧要的。两者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是在目前的会计技

术下，人们更倾向使用经济资源观下的人力资产计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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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环替代法简述

连环替代法是指在多种因素对某一指标综合发生作用的

情况下，根据因素之间的内在依存关系，通过逐个替换影响因

素，依次测定各因素变动对经济指标影响的一种分析方法。连

环替代法的主要作用在于分析计算综合经济指标变动的原因

及其各因素的影响程度。该方法广泛应用于价值分析和财务

报表分析中,是因素分析法的主要应用形式之一。

连环替代法的分析步骤是：①找出与经济指标有因果关

系的影响因素，列出经济指标与影响因素代数关系式。于确

定影响因素的替换顺序，替换顺序的确定原则是：先替换量的

影响因素，后替换质的影响因素；先替换主要影响因素，̀后

替换次要影响因素。盂从基期的水平开始进行连续替换，每次

只替换一个因素，将替换后与替换前的经济指标值进行比较，

确定该影响因素对经济指标的影响程度。

连环替代法的分析步骤要求严格地按照已经确定好的替

换顺序依次进行。在实际应用中当影响因素在三个以上时这

个替换过程会变得非常烦琐，计算结果很容易出错。为此本文

拟设计连环替代法计算表,通过计算表将全部原始数据、中间

计算过程和最终计算结果与结论都设计在一张表格上, 以期

解决连环替代法烦琐的替换与计算问题。

连环替代法计算表的设计与应用

郁玉环渊教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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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实际应用中连环替代法的经济指标影响因素达到三个以上时，逐个替换影响因素，依次测定各因素变动对

经济指标影响的替换过程会变得非常烦琐，计算结果很容易出错。本文设计的连环替代法计算表可解决连环替代过程中的

烦琐替换问题，且计算方便。

【关键词】连环替代法 计算表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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