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人力资本产权价值计量模型的构建

（一）人力资本产权价值计量基础

目前，大多数人力资本产权价值的计量方法将工资薪金

作为人力资本产权价值的计量基础。但是，笔者认为，将工资

薪金作为计量基础是不合理的。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数量上，

工资薪金都不代表人力资本所创造的价值，它只代表人力资

本的交换价值。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基础是人力资

本对企业的贡献，即实现的当期收益，而且当期收益也是研究

未来收益的基础。

（二）人力资本产权价值计量模型的构建

1援 当期人力资本产权价值计量模型。

（1）群体（企业）人力资本产权价值计量模型。具体如下：

V=吟V伊H

式中：V表示人力资本产权总价值；吟V表示企业当期创

造的价值，可用企业当期税后利润代替；H表示人力资本的贡

献比例。

对于 H的确定，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H=（C/Z）伊

W。其中：Z表示资产（人力资源和物质资产）的总额，取企业

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总额年初数与年末数的平均数；C表示

人力资源总成本，包括取得成本、培训成本、使用成本、保障成

本和离职成本；W表示投资调整系数，根据行业人力资本平均

投入水平或者根据本企业多年来的历史平均水平等因素进行

测算调整。如果不需要调整，取W=1。

第二种方法：H=1原R。其中：R表示物质资本占总资本

的比重，由于人力资本不易计算，而物质资本比较容易算出，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物质资本投资比重倒推出人力资本投资

比重。

前已述及，人力资源总成本=取得成本+培训成本+使用

成本+保障成本+离职成本。下面分别介绍取得成本、培训成

本、使用成本、保障成本和离职成本的具体计算过程。

取得成本=招募成本+选拔成本+录用成本+安置成本。

其中：招募成本=直接劳务费+直接业务费+间接管理费+预

付费用；选拔成本=面谈的时间损失成本+汇总申请资料费+

考试费用+测试评审费用+体检费用；录用成本=录取手续

费+调动补偿费用+搬迁费+旅途补助费；安置成本=各种安置

行政管理费+必要装备费用+安置人员的时间损失成本。

培训成本=上岗前教育成本+岗位培训成本+脱产培训成

本。其中：上岗前教育成本=（指导工作者的平均工资率伊指导

工作者人数+新职工的工资率伊新职工人数）伊培训天数+教

育管理费+资料费+教育设备折旧费；岗位培训成本=上岗培

训直接成本+上岗培训间接成本+再培训成本；脱产培训成

本=委托外单位培训成本+企业自行组织培训成本。

使用成本=维持成本+奖励成本+调剂成本。其中：维持成

本=职工计时或计件工资+津贴+各种福利费用+年终劳动分

红；奖励成本=各种超产奖励+革新奖励+建议奖励+其他表

彰支出；调剂成本=职工人数伊调剂成本率。

保障成本=劳动事故保障成本+健康保障成本+退休养老

保障成本。其中：劳动事故保障成本=移发生劳动事故人员的

工资等级伊事故补贴率；健康保障成本=移请病假人员的工资

等级伊病假补贴率；退休养老保障成本=移退休养老人员的工

资等级伊养老补贴率。

离职成本=支付给离职人员的工资和离职补偿金+离职

管理费+离职前的效率损失+空职成本。

（2）个体人力资本产权价值计量模型。

某人力资本产权价值等于该人力资本应分享的收益，用

公式可表示为：

Vi=吟V伊H伊Ri

式中：Vi表示某人力资本产权价值；Ri表示某人力资本

的贡献度（或称贡献系数），也就是某职位上的人力资源对企

业价值的贡献大小，可通过岗位价值分数来确定，用 Qi表示

某岗位的价值分数，则有 Ri=Qi/移Qi，Qi可通过岗位价值模

糊评价法确定。

2援 未来人力资本产权价值计量模型。在计量当期人力资

本产权价值的基础上，将上述模型推广，可构建出未来人力资

本产权价值计量模型。

（1）未来群体人力资本产权价值计量模型。具体如下：

吟Vt伊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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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人力资本产权价值的计量基础，提出了一种以企业当期实现的净利润为基础计量人力资本产权

价值的模型，并采用特定方法将人力资本的贡献价值与物质资本的贡献价值相分离，从而改善了两者长期混为一体无法单

独反映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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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表示未来 n期群体人力资本产权总价值的现值；

吟Vt表示第 t期企业实现的价值，可用第 t期企业的未来税

后利润代替；Ht表示人力资源对企业价值的预计贡献比例；r

表示贴现率。

（2）未来个体人力资本产权价值计量模型。具体如下：

式中：Vi表示某人力资本第 t期产权价值的现值；Rit表

示某人力资本第 t期的价值贡献度预计数；其他符号意义如

前所述。

（三）人力资本产权收益分割方法

1援 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分割办法。

（1）按照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分割。

人力资本投资比重=（人力资源总成本衣企业全部资产）伊

投资调整系数

物质资本投资比重=（物质资本总投入衣企业全部资产）伊

投资调整系数

企业全部资产是指人力资源和物质资产之和。人力资源

总成本包括取得成本、培训成本、使用成本、保障成本和离职

成本。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不同，并且不同

行业、不同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也不同，所以必须加以调整。投

资调整系数依据行业人力资本平均投入水平确定，或者根据

本企业的历史平均投入水平测算确定。

（2）根据物质资本投资比重倒推出人力资本投资比重。

由于人力资本不易计算，而物质资本比较容易算出，所以我们

用物质资本投资比重倒推出人力资本投资比重。

物质资本投资比重=（物质资本总投入衣企业全部资产）伊

投资调整系数

人力资本投资比重=1原物质资本投资比重

以上两种方法简单易行，缺点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

投资贡献率是不一样的，人力资本投资贡献率要远远高于物

质资本投资贡献率，所以采用第一种方法有可能使人力资本

贡献被低估，因此必须进行调整。相比较而言，第二种方法更

准确、更具操作性。

2援 人力资本内部分割。企业人力资本按其发挥的作用不

同分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管理型人力资本和一般型人力资本。

企业所有人力资本分享到的收益还必须在企业人力资本内部

进行分割。分割的依据是不同（个体）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

贡献大小，具体可采用岗位价值模糊评价法确定。

（四）人力资本产权价值计量模型的适用条件

对人力资本产权价值的计量必须考虑人力资本的类型、

企业的类型和发展阶段等因素。总体来看，我国的人力资本存

在极端的二元现象，即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较低，部分个体人

力资本水平较高但又激励不足，因此必须予以区别对待。

设计分配模式主要应考虑以下原则：一是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即在分配数额上要符合人力资本的存量价值，不能拘泥

于僵化的形式；二是公平与效率原则，即分配方式既要考虑各

类人力资本的特点和贡献，又要具有可操作性，不能过于复

杂；三是符合各类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实际

需求的原则。如基层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总体收入水平较低，参

与分配时更倾向于取得即期的现金报酬；高层人力资本所有

者则出于事业成就感和认同感更倾向于取得股权；中层人力

资本所有者的需求具有波动性的特点，应在一定的范围内有

针对性地调整。

二尧结论

1. 人力资本产权价值的计量基础。从产权收益的角度来

看，人力资本产权主要体现为收益权。人力资本产权价值计量

的基础是人力资本为企业带来的收益，即人力资本对企业的

贡献。

2. 人力资本产权价值的计量模型。人力资本产权价值就

是人力资本产权所有者应得到的收益，即企业当期收益中属于

人力资源创造的部分。本文构建的人力资本产权价值计量模

型包括：V=吟V伊H；Vi=吟V伊H伊Ri，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推广。

3. 人力资本产权收益的分割过程。人力资本产权收益的

分割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分割在企业的物质资本和

人力资本之间进行，分割的结果是确认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的贡献在当期收益中分别占有多大的份额；第二个层次的分

割在人力资本内部进行，分割的结果是确认不同类型的人力

资本乃至个别人力资源应当占有的份额。

第一层次的分割方法有两种：按照人力资源总成本和物

质资本总投入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割；根据物质资本投资比重

倒推出人力资本投资比重。

第二层次的分割采用的是岗位价值模糊评价法。分割的

依据是不同（个体）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贡献大小，运用模

糊矩阵计算出个体人力资本的价值分数Qi。根据Ri=Qi /移Qi

计算个体人力资本的贡献度 Ri，该贡献度是个体人力资本内

部分割的比例，从而初步解决人力资本内部分割问题。

在本文提出的人力资本产权价值的计量模型中，将人力

资本的贡献与物质资本的贡献相分离，解决了两者长期混为

一体无法单独反映的状况。

总之，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已经成为必然，但是由

于计量上存在的困难，至今也没有一个非常权威的观点来对

人力资本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和计量，由此也没有对人力资

本产权参与收益分配的方式、程序和时间等方面作出明确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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