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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的特点分析了人力资本计量的难点，在对传统的企业家人力资本计量模型进

行综合评述的基础上，提出利用模糊性计量来衡量人力资本价值，以较为确切地衡量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的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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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计量研究

一般将企业人力资源划分为两类，即生产型人力资源和

经营管理型人力资源。但是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来说，企业的人

力资源还应当包括第三种类型，即技术型人力资源。这种类型

的人力资源精通专业知识，熟悉相关门类知识，技术能力、研

发能力、判断能力、协调能力和洞察能力强，经验丰富，知识增

长速度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中流砥柱。对于这种类型的人力

资源应当采取与生产型人力资源和经营管理型人力资源不同

的测度方法。

一、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计量的难点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有着与物质资本不同的

特点，其价值构成十分复杂。由于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有其

特殊性，使得其计量较为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人力资本形成的成本投入难以全部量化计算。人力资

本的价值不只在于人的教育水平，更关键的是人具有的能力、

创新精神、事业心和对风险的态度。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主

要也是由这些特质构成。经验表明，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的

形成不仅来源于正规教育，还来源于个人的悟性等。

2. 人力资本与其载体的不可分离性。人力资本不同于物

质资本，人力资本与其主体具有不可分离性。作为一种活性资

本，人力资本要发挥作用必须依赖于其主体。因此，我们必须

考虑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期望效用问题。目前的人力资本定价

方法普遍把人力资本看成非人格化的物质，试图对人力资本

的价值货币化，但这忽视了人力资本主体作为社会人的存在。

作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人除了经济方面的需要外，更有精神

上的需要。因此，衡量人力资本的价值除了从经济的角度考虑

外，还应该从社会、精神方面考虑。

3. 人力资本价值的动态性。物质资本在交易完毕得到所

有权后就可以自由使用。而人力资本在被雇用后的使用过程

中必须依赖于其所有者的努力程度。因此，对人力资本的价值

不能进行静态计量，必须考虑其在使用过程中对企业经济增

长的贡献，即对人力资本不能像对物质资本一样进行单一的

静态货币价值计量。同时，物质资本在使用过程中会因损耗折

旧而发生贬值，而人力资本在使用过程中一方面可能会因为

年龄的增长、知识的老化而发生贬值，但同时也有可能会由于

人力资本主体在使用人力资本的过程中不断更新知识、不断

积累经验、不断增加社会资源，即在“干中学”而使其人力资本

价值得到增加。

4. 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从投入

产出的角度研究人力资本，并不区分它们的内在特质。物质资

本具有同质性、可替代性的特点，而人力资本则存在异质性。

同时人力资本存在专业方向性，人力资本的存量越大，其专业

方向性就越强，可替代性也越差。因此，在评估人力资源价值

时，必须考虑其与其他人力资本个体之间的协同效应。

二、传统研究的不足

人力资本作为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资源，

应该和现有信息系统保持协调性和统一性，进行成本收益的

权衡。将人力资本的信息纳入现行企业财务报告系统，就应该

遵循特定的报告规则，以提高该信息和其他信息的可理解性、

可比性、相容性、一致性，从而提高其决策有用性。根据美国财

务会计概念框架，应在满足计量的质量标准的前提下选用适

合的计量单位和计量属性，以确定其计量模式。

对人力资本价值的测度是通过对人力资源在企业组织中

的预期服务期间内所能提供的未来服务的估计现值进行测度

实现的。传统的人力资本价值测度方法主要包括调整后的未

来工资报酬折现法、企业未来收益折现法、非购入商誉法、未

来工资报酬折现法、随机报偿价值法和调整后的随机报偿价

值法等，这些都是用来反映人力资源单个或整体的价值的方

法。毋庸置疑，这些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对人力

资本价值测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它们对新

经济的不适应性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淤这些方法对每一

类人力资本的价值都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测度，不具有针对

性，尤其是用于测度人力资本总体价值的方法更是如此（如

调整后的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企业未来收益折现法、非购入

商誉法、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等），因此很难准确反映高新技

术企业各类人力资本的真实价值；于这些方法没有考虑组织

（尤其是科研组织）的寿命和因职工离职而产生的机会成本，

可能高估人力资本价值，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对技术型人力

资源进行准确测度。鉴于上述原因，笔者建议高新技术企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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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类测度模型对各类人力资本价值进行分类测度，为解决

高新技术企业知识资源的测度问题奠定基础，为高新技术企

业实现数字化管理铺平道路。

三、人力资本计量模型分析

利用货币计量方法来表现经济事物的绝对隶属关系固然

精确和有利于决策，但是客观来说精确总是一个相对概念，精

确性本身就存在一个“度”的问题，过犹不及。企业家人力资本

的价值其实呈现某种复合性，其许多特性是货币指标无法体

现的，而且影响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的个人、组织、社会诸多

方面的因素也并非利用货币计量就可以完全解决。因此，对企

业家人力资本价值的计量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模糊性，即需要

综合考虑，并利用非货币计量方法体现人力资本价值特征的

隶属度。对企业家人力资本而言，精确性计量和模糊性计量应

该实现有机结合。

根据实际经验，发现四个方面决定着企业家人力资本对

企业价值增值的贡献：基本素质、心智模式、能力结构和沟通

能力，并根据重要性和经验对这四项因素的权数分别确定为

0.35、0.15、0.25和 0.25。与之相对应，建立一个权数矩阵如下：

F=（0.35，0.15，0.25，0.25），对人力资本的测评分为相应的四个

等级，各自记分为 5、3、2、1。此外，各个等级的隶属度分别确

定为 1.00、0.80、0.60、0.40。上面的步骤可以形象地用表 1来

表示。

再假定测评小组对某一企业中人力资本的测评记分的概

率如表 2所示。

然后，将表 2进行转化，形成单因素评价矩阵如下：

Z=

0.30 0.50 0.20 0.00

0.40 0.40 0.10 0.10

0.50 0.30 0.10 0.10

0.40 0.50 0.10 0.00

杉

删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煽

闪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接着进行复合模糊变换，可以得到如下综合评价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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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归一化处理：

D鄢=［0.30
0.95
，0.35
0.95
，0.20
0.95
，0.10
0.95
］=［0.315 8，0.368 4，0.210 5，

0.105 3］

这个结果意味着在综合评判组中，有 31.58%的人认为该

人力资本的综合评判成绩为“优”，36.84%的人认为该人力资

本的综合评判成绩为“良”，21.05%的人认为该人力资本的综

合评判成绩为“中”，10.53%的人认为该人力资本的综合评判

成绩为“差”。下面再将等级得分考虑在内，该企业家人力资本

模糊性计量的最后分值为：

S=［0.315 8，0.368 4，0.210 5，0.105 3］伊［5，3，2，1］T=1.579 0+

1.105 2+0.421 0+0.105 3=3.210 5

该分值的隶属度 L=3.210 5衣4抑0.802 6（即 80.26%）。

此结果说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综合评价介于“良”与

“优”的等级之间。换言之，人力资本的价值大约只发挥出了

80.26%，尚有潜力可以挖掘。企业应着重从多元激励、企业文

化建设、团队精神等各个方面入手进行改进，进一步提高人力

资本经营企业的效率。

四、结论

在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中，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力资

本评估一直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风险投资运作的优势主

要来自于资本与知识的有效结合。其中，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源是风险投资企业的核心资源，其实

践经验、管理水平、专业化程度等都直接影响着风险投资企业

的投融资能力与经营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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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风险企业家人力资本模糊性计量要素及隶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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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企业家人力资本模糊性计量测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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