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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人力资源财务会计模式的思考

西 南 财 经 大 学 会 计 学 院 向显湖渊博 士 生 导 师 冤 谭天明

人力资源作为企业最主要、最核心的资源，它不仅是企业

内部管理的主要对象，而且是外部投资决策应考虑的关键因

素。这样，人力资源会计无疑也就应当相应划分为人力资源管

理会计和人力资源财务会计两类。人力资源管理会计是为企

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者提供信息，以供他们进行人力资源投

资、配置和控制决策的一种专门会计。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的目

标是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决策和效率控制提供依据，相应地，

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的主要职能是决策职能和控制职能。人力

资源财务会计是为企业内外部各利益相关者提供信息，以供

他们进行企业投资价值分析、投资决策和收益分配决策等的

一种专门会计。本文主要就人力资源财务会计模式的构建问

题进行探讨。

一尧构建人力资源财务会计模式的基本思路和必要前提

（一）构建人力资源财务会计模式的基本思路

笔者认为，构建人力资源财务会计基本框架的思路是：以

“人力资产+非人力资产=货币性负债+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权

益+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为理论基础，分别从人力资源筹集

和人力资源投资两个方面来考察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的确认、

计量和报告问题。其中，在确认方面，既要考虑取得人力资源

环节（即员工招聘环节）人力资源初始入账价值的确认，也要

考虑企业对人力资源再投资（培训、在职学历教育等）所增加

的人力资产价值的确认。在计量方面，首先，要充分认识成本

与价值在人力资本会计计量中的不同作用，实现成本计量与

价值计量的合理结合；其次，要合理界定和区分人力资源筹集

成本与人力资源投资成本，在此基础上，合理构建成本计量的

方法或模式；再次，应明确人力资源财务价值的内涵和实质，

正确选择和运用价值计量模型。在会计报告方面，不仅要在资

产负债表中相对独立地反映人力资源价值和人力资本权益的

期末余额以及当期变化情况，而且要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中揭示与这种变化相对应的收益情况和现金流量情况，以便

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既充分又相关的人力资源信息。

（二）构建人力资源财务会计模式的必要前提

1. 建立人力资产基金制度。从财务角度看，一个人受聘

于某一企业，是一种以知识、技能、经验等对企业进行投资的

行为。而根据现代产权理论和财务会计规律，企业接受投资，

一方面形成了企业的资产，另一方面则增加了企业的资本。作

为资产，它能够为企业创造净现金流入，而作为资本，它反映

了投资者对这种净现金流入的要求权。同样，企业员工作为企

业的投资者，他们在给予了企业人力资产的同时，也拥有了向

企业索取收益的权利，即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

尽管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是一种与人力资产相对应的权

益，但从现实情况看，由于企业用于人力资产投资的资金并非

都是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资金，使得由此所形成的人力资

产增值也就不能完全归属于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而应当按

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分别确认为不同所有者的权益。其

中，企业以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资金进行投资所形成的人力

资产增值，其权益属于人力资本所有者；以非人力资本所有者

权益资金进行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产增值，其权益属于非人

力资本所有者；对于以债务资金进行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产

增值则应按权益资本的比例在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

所有者之间合理分配。

然而，按照上述方法处理，不仅缺乏可操作性，而且也有

悖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因为在实践中，企业要区分用于人

力资产投资的资金的权益属性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

的。即使能够区分，也会因人力资产的“活性”特征而使非人力

资本所有者难以真正享有对其人力资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

结果势必导致人力资本所有者侵占或损害非人力资本所有者

的权益。要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合理的选择是建立企业人

力资产基金制度，即企业定期从人力资本所有者享有的税后

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基金，作为企业人力资产投资的专项

资金，企业利用该专项资金进行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产增值

全部确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这样处理不仅解决了上述

人力资产增值分配的难题，而且也体现了“谁投资、谁受益”的

原则以及人力资本“天然属于个人”的产权特性。

2. 区分人力资本融资成本与人力资产投资成本。如上所

述，按照财务会计规律，企业在取得人力资源的同时，也应当

从来源方面确认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这种权益在会计上可

借助“人力资本”项目列示，这就如同传统会计以“股本”或“实

收资本”来反映物质资本所有者权益一样。为方便起见，以下

不妨直接用“人力资本”来表述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

【摘要】本文界定了构建人力资源财务会计模式的基本思路和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的基本

框架，包括会计计量、账户设置以及会计报告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人力资源财务会计 人力资产 非人力资产 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 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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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权益资本，它与其他权益资本（货币性

负债及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一样，对于企业实体而言，具

有融资成本。人力资本的融资成本是指企业为取得和使用人

力资源而支付的代价，它包括工资及福利、对人力资本所有者

的收益分配以及按法律规定为员工购买的各种保险等。对人

力资本融资成本的理解应注意以下两点：

（1）人力资本融资成本兼有负债融资成本和权益融资成

本的双重属性。其中，企业按聘用契约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与按

照法律规定为员工购买的各种保险不仅在形式上类似于债务

利息，而且由于支付数额的相对固定性，使其能够为企业的非

人力资本所有者带来杠杆收益。从这种意义上讲，这部分支付

无疑具有负债融资性质。企业因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税后收

益分配而发生的支付则类似于企业分配股利，属于权益资本

成本范畴。人力资本融资成本的这种双重属性，从根本上说是

由人力资本融资的双重性质决定的，即从聘用期限的确定性

和契约支付的相对固定性方面看，它具有负债融资的性质，而

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以及人力资产的行业专属性和对特定

企业的依赖性方面看，它又具有权益融资的性质。

（2）人力资本融资成本与人力资产投资成本是两个完全

不同的概念。人力资本融资成本作为企业为取得和使用人力

资源而支付的代价，类似于传统的负债融资的利息和股票融

资的股利，它通常是按契约（如工资契约、收益分配契约等）和

法律规定（如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支

付，具有强制性的特征，从会计上看，这些支付一般应作为当

期费用或利润分配处理。人力资产投资成本是指人力资产形

成过程中所发生的支付，它按投资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员工

自身及其家庭的投资成本、政府的义务教育投资成本以及企

业为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和服务能力而对人力资源追加投资的

支出。就企业主体而言，人力资产投资成本的支付通常是基于

企业的发展规划或环境变化，具有灵活性的特征，从会计上

看，这些支付一般应增加企业的人力资产价值，而不能直接确

认为费用。

3. 合理界定人力资产的预期现金流量。尽管会计领域关

于人力资源计量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从实现会计目标方面

看，以内在价值计量不失为最合理的选择。根据现代财务理

论，资产内在价值是指资产所能创造的预期现金流量的现值，

同理，人力资产内在价值是指人力资产所能创造的预期现金

流量的现值。这样，要能合理计量人力资产价值，关键是合理

确定人力资产的预期现金流量、人力资产的使用期限和贴现

率。其中，人力资产的使用期限可假定为员工目前的平均年龄

与 60岁之间的差额，贴现率则可选择行业平均资产收益率，

因此关键问题是如何合理界定人力资产的预期现金流量。

关于企业人力资产预期现金流量的解释，不同学者有不

同的观点。例如，非购入商誉法的代表人物霍曼逊认为，企业

获得的超额利润，一部分甚至全部都可看做是人力资产的贡

献，因此应将其资本化，确认为人力资产的价值。按照他提出

的这种方法，企业人力资产的价值等于以本企业超额收益为

永续年金、以行业平均资产收益率为贴现率所计算的现值，

即：人力资产价值=本企业超额收益/行业平均资产收益率。

经济价值法的代表人物弗兰霍尔茨则认为，人力资产的价值

在于其能够提供未来的收益，因而可以以人力资产投资获得

的企业未来收益来计量人力资产的价值。按照他提出的方法，

企业应先预计未来各期的净收益，并按一定的折现率折合为

现值，然后乘以人力资产投资占企业全部投资的比例，据以确

定人力资产的价值。

笔者认为，无论是超额收益还是净收益均不宜作为企业

人力资产的预期现金流量。因为它们一方面忽视了非人力资

本因素对企业超额收益或净收益的影响，从而可能导致人力

资产价值被高估；另一方面又会导致那些无超额收益或净收

益的企业的人力资产价值被低估，因为按照这种方法，当企业

的超额收益或净收益为 0或负数时，企业人力资产的价值也

相应为 0或负值，这不仅有悖于经济学和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而且也不符合客观事实。

企业人力资产预期现金流量的合理选择应当是企业息税

前利润中超过非人力资本按社会或行业平均资产收益率所计

算的收益的剩余部分。这样界定人力资产预期现金流量的理

由在于一方面它克服了以净收益、超额收益等作为人力资产

预期现金流量的缺陷 ，另一方面它也符合人力资产在投入与

产出方面的因果关系。因为人力资产作为一种凌驾于非人力

资产之上的“活性”资产，其创造的收益应当是与企业全部资

产相对应的收益，而不应是其中某一部分资产的收益。

4. 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力资产价值损耗。从目前的一些文

献看，对于人力资产的价值损耗，大多是主张比照固定资产折

旧的方法进行处理，即分期计提人力资产折旧（摊销），在会计

上，一方面确认为费用，另一方面则直接冲销人力资产或记入

“人力资产折旧（摊销）”科目。仔细分析，这种处理方法是不正

确的，首先，人力资产价值变化具有与固定资产完全不同的特

性；其次，企业因使用人力资产而发生的工资、保险及福利等，

在发生时已经计入了有关的成本或费用项目，并且这里的工

资、保险及福利等从理论上说是由人力资产价值所决定的，是

人力资产价值的系统化分摊。这样，如果再将人力资产价值摊

销确认为费用，就势必造成人力资产费用的重复计量，导致费

用虚增。

那么如何正确处理人力资产摊销呢？笔者认为，合理的选

择是直接冲减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即在计提人力资产价值

摊销时，借记“人力资本”科目，贷记“人力资产摊销”科目。这

样处理的依据在于：人力资产的所有权归其载体———员工拥

有，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员工在以其拥有的人力资产为企业

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一方面拥有获取服务报酬的权利，另一方

面也理应承担由此所导致的人力资产价值损耗的责任，即承

担与人力资产价值损耗所对应的权益减少额。

二尧人力资源财务会计模式的构建

（一）会计计量模式

对于人力资产而言，不宜以成本计量的原因不仅包括市

场弱式有效所导致的成本与价值的背离，而且包括人力资产

的产权特性、资本性质和支付特点决定了其不存在一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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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资产取得成本。首先，由于人力资产“天然属于个人”的产

权特征，企业取得人力资产就如同从外部租入资产一样，它所

取得的充其量只是在合同约定期间的人力资产使用权，而不

能享有人力资产所有权以及处置权，这样也就不存在与资产

所有权以及法人财产权相对应的原始成本（如买价等）。企业

向员工支付的工资及保险等费用，相当于使用人力资产的租

金，是一种融资性成本，应当在实际发生时直接确认为费用，

而不能确认为资产的原始取得成本。其次，企业在取得人力资

产时会发生一定的员工招聘费用（有人称之为“吸收成本”），

但其实质也是企业的筹资性费用，它类似于资产租赁的手续

费以及股票和债券的发行费用，应按其金额的大小或者作为

当期费用，或者作为长期待摊费用，而不属于人力资产价值范

畴。

人力资产不宜以成本计量，并不意味着需要将成本概念

排除在人力资产计量属性之外，事实上，人力资产计量模式的

合理选择应是价值计量与成本计量相结合。从理论上说，在初

始取得人力资产时，应按价值计量，即按人力资产预期现金流

量的现值计量，而在对现有人力资产培训或者在职教育追加

投资时，按照实际发生的支出即按成本入账。因为对初始入

账的人力资产按照价值计量不仅符合资产的基本特征，而且

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人力资本的产权权益，进而能够为人力

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提供依据。对现有人力资产培训或者

在职教育按实际发生支出入账，符合会计上的重要性原则与

成本效益原则，具体说，企业因员工培训、在职教育等对人力

资产的追加投资，一是发生的次数频繁，如果每次都预测支付

的预期现金流量，再按现值入账的话，势必工作量很大，导致

会计信息成本大幅度上升；二是每次支付的金额相对较小，对

其按发生额计量与按预期现金流量的现值计量差异不大，不

至于影响企业相关利益主体的投资决策。

（二）账户模式

实施人力资源财务会计核算，应设置和运用的科目主要

有“人力资本”、“人力资产基金”、“人力资产”、“人力资产投

资”、“人力资本费用”、“利润分配———人力资本收益”以及“应

付利润———应付人力资本利润”等科目。

其中，“人力资本”科目属于所有者权益类科目，用于核算

企业的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企业对外招聘以及用人力资产

基金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贷记该科目，企业计提人力资产

价值摊销或员工因故离开企业时，借记该科目，余额表示在职

员工的人力资本额。

“人力资产基金”科目属于所有者权益类科目，用于核算

企业从应向人力资本分配的收益中提取的，用于人力资产追

加投资的基金，企业在按比例提取该项基金时，贷记该科目，

使用结转时，借记该科目，余额表示已提取但尚未使用的人力

资产基金。

“人力资产”科目属于资产类科目，用于核算企业各种来

源的人力资产价值，企业取得人力资产时，按其价值，借记该

科目，企业计提人力资产价值摊销或员工因故离开企业时，贷

记该科目，余额表示在职的人力资产价值。

“人力资产投资”科目属于资产类科目，用于核算企业员

工在接受培训和教育期间所发生的支出，企业发生该支出时，

借记该科目，当培训和教育完成、结转总投资支出时，贷记该

科目，余额表示尚未转为人力资产的培训与教育支出。

“人力资本费用”科目用于核算企业按期支付的人力资本

融资成本，当企业支付人力资本融资成本（即支付员工工资、

为员工购买保险等）时，借记该科目，期末结转本年利润时，贷

记该科目，该科目一般应无余额。

“利润分配———人力资本收益”科目用于核算企业应向人

力资本所有者分配的税后利润，企业按契约规定计算应分配

给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税后利润时，借记该科目，结转未分配利

润明细科目时，贷记该科目，该科目一般应无余额。

“应付利润———应付人力资本利润”科目用于核算企业应

向人力资本所有者支付的税后利润，企业按契约规定计算应

分配给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税后利润时，贷记该科目，实际支付

或按比例提取人力资产基金时，借记该科目，余额表示尚未实

际支付的应付利润。

（三）报告模式

在会计报告方面，人力资源财务会计主要涉及资产负债

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具体可采取增设有关项目或以括号

补充注明的方式处理。

在资产负债表中，右边可在“所有者权益”项目下方分设

“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两大项

目，分别反映属于人力资本所有者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

益状况，其中，“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栏内分设“人力资本”与

“人力资产基金”两个项目，“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栏内则

分设“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

配利润”四个项目。对应的左边（即资产方）可在“无形资产”项

目下方增设“人力资产”项目，反映企业人力资产的价值状况。

在利润表中，一方面，可分别在“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

栏内以括号形式注明生产经营型人力资本费用和管理型人力

资本费用；另一方面，可在“利润总额”栏内以括号方式注明人

力资本收益，即企业息税前利润中超过非人力资本按社会或

行业平均资产收益率所计算的收益的剩余部分。

在现金流量表中，除在现有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项目中反映属于人力资本费用方面的支付外，还可

在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出中增设“人力资产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项目和在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中增设“分配人力资本收益所

支付的现金”项目，分别反映企业因员工培训和对员工分配收

益所发生的现金支付。

此外，对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也应根据人力资源财务会

计的特点和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要求，进行适当调整或重构，由

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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