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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不同于传统的人事管理，它基于“人力是

资源”的基本观念，利用财务会计所提供的有关人力资源信息

进行科学的预测、决策及计划等管理工作。虽然关于人力资源

会计学的研究已发展了二十多年，但截至目前，国内外有关人

力资源的会计研究既没有真正再现对人力资源投资的成本与

产出的价值，也没能最终确立一个统一的基于人力资源信息

的会计模式。因此，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就这一问题进行

探讨。

一、人力资源的产权投资信息及其指标生成的会计模式

人力资源产权投资是指为了控制人力资源的产权而进行

的开发投资，它不同于组织为取得人力资源的使用权所进行

的成本支出活动，其实质上就是一项新人力资源的开发过程。

当企业作为投资主体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时，投资活动就是企

业的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使被开发的人力资源又形成了一项

作为新增体力或智力的追加人力资源。按照投资收益原则，企

业拥有这部分追加人力资源的产权，该项投资属于人力资源

的产权投资。在这种人力资源投资的典型情形下，企业进行人

力资源投资所发生的各项支出在人力资源的生产过程中就形

成了人力资源的成本，则人力资源会计应在产权投资完成后

确认相应的人力资产，并以实际成本为基础进行成本计量。

因此对于上述人力资源产权投资事项来说，企业可以按

照产权行为的运作机理设计账务处理流程，并据以对人力资

源产权投资信息的会计模式进行再造。

有关人力资源产权投资信息的指标生成过程，实际上是

确认属于人力资源开发的事项，从传统会计的费用处理流程

中分离出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支出信息并确认支出。当属于

被确认的支出发生时，借记“人力资源投资”科目，贷记与该项

投资支出相关的相应资产科目。在投资完成并计算出开发成

本后，确认相应的产权资产，借记“人力资产———伊伊人力资源

投资成本”科目，贷记“人力资源投资”科目。对于人力资产的

形成过程来说，开发一项新人力资源的投资成本只能按照开

发成本的补偿渠道进行摊销，而不能从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

的净收益中收回。因此，在实际摊销人力资产入账成本时，摊

销期应按照该项人力资产形成后知识和技能的有效期限与效

力期限两者孰短的原则来确定；而摊销渠道应区别于从企业

净收益中收回人力资源投资成本的摊销方式，按该项人力资

源所服务的项目及部门来确定。分期摊销时，要依据当期应计

提的摊销数额，借记“生产成本”及“管理费用”科目，贷记“人

力资产摊销———人力资源投资成本摊销”科目。

二、人力资源的产权交易信息及其指标生成的会计模式

人力资源产权交易是指为了获取对人力资源的产权而进

行的交易活动，它既不同于组织为取得人力资源的使用权所

进行的成本支出活动，也不同于组织为控制人力资源的产权

所进行的开发投资活动。对于这个过程来说，不仅个人把自身

所拥有的人力资源的产权让渡给组织（或他人），使人力资源

成为组织（或他人）的人力资产，而且在组织（或他人）获得人

力资源产权的同时，人力资源也成为了个人的人力资本，这是

典型的人力资源产权交易行为。

在上述企业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进行的人力资源产权

交易过程中所形成的交易价格就构成了人力资本的投入价

值，则人力资源会计不仅要确认企业获得的人力资源产权，还

要确认相应的投资者所投入的人力资本，并以公允价值为基

础进行计量。

因此，对于企业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个人）之间进行人力

资源产权交易的事项来说，企业可以按照在上述一般形式下

产权交易行为的运作机理设计账务处理流程，并据以再造人

力资源产权交易信息的会计模式。

在人力资源产权交易信息的指标生成过程中，当产权交

易手续完成后要确认相应的人力资产时，按交易价格借记“人

力资产———伊伊人力资本投入价值”科目，并按公允价值贷记

“人力资本”科目，同时按照两种计价标准所产生的差额贷记

“人力资本公积金”科目或借记“人力资本价值补偿”科目。由

于企业确认人力资产的过程就是企业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

进行人力资源产权交易而获得一项新人力资源的过程，则其

入账价值就不是在企业作为投资主体进行人力资源产权投资

过程中所形成的人力资源投资成本。因此，在对该项人力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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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摊销时，虽然其摊销的实质是形成一项人力资产风险准

备金，但是其摊销的形式却表现为按照在人力资产效用期内

从净收益中分期收回成本的方式进行账务处理。所以在实际

进行摊销时，摊销期应按照该项产权交易合同的有效期来确

定，而摊销的渠道则应区别于开发成本的补偿方式。这样，在

进行摊销的账务处理时，应依据当期应实际计提的摊销数额

借记“本年利润”科目；贷记“人力资产摊销———人力资本投入

价值摊销”科目。

三、人力资源的收益分配信息及其指标生成的会计模式

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当人力资源形成并随着人力资

本被确认以后，对于分配领域的研究结果来说，要求人力资源

会计按照人力资源活动主体产权运作行为的不同表现，把人

力资源权益划分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所有者权益和人力资源

所有者的劳动者权益。其中，所有者权益是指作为人力资源载

体的人力资本所有者能从净资产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又可进

一步分解为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和由其产生的收益分配权；而

对于劳动者权益来说，则是作为人力资源载体的人力资本所

有者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补偿权。

因此对于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的事项来说，有关分配

信息可以按照确认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的一般机理设计账务

处理流程，并据以再造人力资本收益分配的会计模式。

由于人力资本所有者所享有的人力资本所有权属于虚权

益，它没有实际的物力资产作为风险保障，因此如果把人力资

本所有者的这部分收益分配权益（如盈余公积金）转为追加投

资，则按照实权益入账的“实收人力资本投资人资本”所代表

的那部分收益分配权与劳动者权益一样，都可以通过使用物

力资产得到实际利益。所以，其会计模式就可以参照普通股分

红的方式进行明细处理，再通过“利润分配”科目下设的明细

科目来反映人力资本的收益分配结果。

因此，在具体进行账务处理时，按照作为人力资源载体的

人力资本所有者应该分配的份额，借记“利润分配”科目，贷记

“人力资本投资人盈余公积金”科目或“应付人力资本投资人

红利”科目。如果企业发生用人力资本来进行对外投资的业务

时，应把通过人力资本对外投资而从被投资单位分得的人力

资本投资红利也计算在可供分配的利润总额内，一并参与分

配。对于这部分账务处理，作为投资方的企业则要按照投资的

公允价值和账面的成本净额，借记“人力资本对外投资”科目，

贷记“人力资产———伊伊人力资源投资”科目，至于借贷方的差

额，则一般记入“人力资产摊销———人力资源投资成本摊销”

科目。当企业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从被投资企业中按期分得

红利时，要按照成本法核算。依据应分得的红利，借记“应收人

力资本投资红利”科目，贷记“投资收益”科目；当投资期满后，

要按照当期应分得的红利借记“应收人力资本投资红利”科

目，贷记“人力资本对外投资”科目，对于借贷方的差额则记入

“人力资源损益———投资损益”科目。

上述人力资源产权投资会计模式、人力资源产权交易会

计模式以及人力资本收益分配会计模式三大体系之间既相

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不同于现行核算体系的全新的

人力资源会计系统。

四、人力资源的成本补偿信息及其指标生成的会计模式

一般来说，企业的人力资源有三种基本来源：淤通过招

募、选拔、录用及安置等劳动雇佣手续自由进入的；于通过前

述产权投资开发形成的；盂企业通过上述产权交易手续接受

投资形成的。无论是哪一种来源的人力资源，对于人力资源

管理过程来说都是企业可以支配的。同时，对于人力资源的

使用成本和取得成本来说，其成本支出活动不会产生新的人

力资源。因为它们全部是在人力资源生成之后所发生的耗

费，全都与人力资源的生成过程无关，所以都属于传统会计

对人力资源的核算范畴。因此企业对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和

取得成本的核算，可以借鉴现行的人力资源会计体系中对人

力资源成本的会计处理模式，并可据以再造人力资源成本补

偿的会计模式。

对人力资源成本进行补偿的有关信息指标生成过程包

括两个基本部分：淤企业在人力资源的招募、选拔、录用及安

置等过程中所发生的各项支出，是为取得人力资源而发生的

成本支出。尽管各项支出与所取得的人力资源的形成无关，

但是各项支出作为资本性支出，仍需要在相应的人力资源的

效用期内予以摊销并计入各期损益。当企业为取得人力资源

而发生支出时，借记“人力资源取得成本”科目，贷记与该项

支出相关的物力资产的相应科目。当企业取得的人力资源在

实际使用过程中被替代时，应按所发生的替代损失（主动替

代的补偿支出）借记“人力资源损益———替代损益”科目，贷

记与该项损失相关的物力资产的相应科目；而对于预期可能

产生的替代收益（被动替代的赔偿收入）应借记与该项收入

相关的物力资产相应科目，贷记“人力资源损益———替代损

益”科目。于企业可以支配的各项人力资源，在被使用的过程

中都会形成企业对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它是企业维持劳动

力再生产的成本支出。在企业实行年薪制的情况下，对于每

位员工的固定年薪，应借记“人力资源使用成本”科目，贷记

“应付工资”科目；预提员工工资时，借记“生产成本”、“制造

费用”等成本科目或“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等费用科目，

贷记“人力资源使用成本”科目；实际支付员工工资时，借记

“应付工资”科目，贷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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