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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资本概念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分别从经济学、会计学、管理学、委托代理与

公司治理等角度展开了对人力资本的研究。由于研究角度不

同，目前理论界对人力资本概念的认识存在一些分歧，归纳

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人力资本观：

员援 人力资本人力观。舒尔茨指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

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劳动力数量

的增加重要得多。这实际上指出了人力资本的内容。国内学

者对人力资本概念也有类似的表述。伍中信认为，人力资本

是存在于人体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

状况）等质量因素的总和，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的基础，但人

力资源不一定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源是一个数量概念，而

人力资本是一个质量概念。申丽萍认为，人力资本是凝结于

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人力资本按其能

力可分为一般型人力资本、技能型人力资本、管理型人力资

本和企业家型人力资本四种。

圆援 人力资本形成观。贝克尔指出，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

投资形成的资本。据此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在

职业教育培训、健康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投资成本

中既有教育培训的直接费用支出，也有因接受教育而产生的

机会成本。

卿涛认为，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人

力资本是经过投资开发后形成的。企业的人力资本是指企业

人力资源投资形成的、体现在企业员工身上的知识和技能，

突出表现为核心员工的洞察力与执行力。人力资本是企业生

产能力的静态反映，是企业和员工共同开发的结果。卿涛的

观点可以看成是人力资本人力观和形成观的融合。

猿援 人力资本价值观。蒋琰、杨景岩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

所承载的、通过以往投资形成的、能给企业带来未来收益的

一种价值。刘启亮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投入生产过程

中的、能给企业带来剩余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资本化。徐震

认为，人力资本是指能够获得剩余价值的人力资源的价值，

表现为人所具有的创造剩余价值的潜在能力或生产能力。这

种能力是凝聚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它能够提高生产效

率，促进经济增长，在生产中实现价值增值。

蒋琰、杨景岩二人所描述的人力资本应该是人力资产，刘

启亮、徐震二人认为人力资本是一种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

值，刘启亮进一步明确了人力资本是所有者（劳动者）的生产

投入要素，将人力资本与人力资产区别开来。

二、人力资本概念评述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人力资本人力观实际上与人力资

源或劳动力概念是相通的，但人力资源不一定就是人力资

本，只有人力资源作为生产的投入要素，与物质资源相结合

产生剩余价值，人力资源才转变为人力资本。

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等属于质量因素，因此对人力资源进

行分层管理是很有必要的。个人的知识、技能、经验以及时间

精力是有限的，高科技攻关项目常常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

很多人协同工作并发挥集体智慧。个人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水平的提高与员工整体素质的提高，两者的意义是不同的，

其成本约束机制也是不一样的。可见，人力资本不仅是一个

质量概念，也是一个数量概念。

人力资本形成观重视教育培训在人的知识、技能及能力

的提高方面所起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人力资本形成观

认为，人力资本不是人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而是形成这些

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培训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机会成本）

的总和。这样，人力资本就可以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进行计量，

通过会计核算对企业人力资本信息进行定量反映，为企业管

理当局及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提供参考。

人力资本形成观认为，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的本质区别

在于，人力资本是经过投资开发后形成的，人力资源的投入

成本构成人力资源价值的基础，但人力资源的投入成本和人

力资源的价值并不是同一概念。人力资本形成观为人力资源

资本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但这种观点把人力资本混同于物质

资本，忽视了人力资本的主动性和异质性特点。事实上，由于

人的禀赋不同，加上个人的主动性差异，在教育培训支出相

同的情况下，受培训者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水平差异很

大，企业家型人力资本价值与教育培训支出相关性更小。

三、人力资本概念的界定

笔者赞同人力资本价值观，认为人力资本体现为劳动者

投入到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技能、能力、经验及情感意志

【摘要】人力资本概念是整个人力资本财务理论展开推演的出发点。本文首先对几种人力资本概念进行辨析，在分析

评价国内外人力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本财务理论的核心概念———价值观人力资本进行了明确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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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要素的价值创造能力。人力资本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淤人

力资本是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投入要素，是所有者据以获取经

济收益的人力资源，其内容就是人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等。人

力资本必须投入到企业生产过程中并与物质资本相结合，才

能实现价值增值。于人们关注的重点不是人的知识、技能和能

力等实体要素，而是这些实体要素的价值，因为资本的本质在

于价值增值，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等只是人力资本的表

现形式或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力资本是一种高度抽象的

资本。盂人力资本的大小应该由其所能创造的最大化的价值

量来衡量，而不是其投入成本。人力资本保值增值的基本内涵

是价值创造能力的保持和提高。榆作为资本的投入者，人力资

本所有者应享有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同等的地位，这也是人力

资源资本化的核心内容。人力资本可以作为负债资本，也可以

作为权益资本。

四、价值观人力资本———人力资本财务理论的核心概念

从逻辑结构上看，要构建科学的人力资本财务理论体系，

首先应确立这一理论结构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这个核心概念

是整个人力资本财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如果它模糊不清，

由此而形成的理论结构体系必然缺乏逻辑性和缜密性。就

人力资本财务理论核心概念而论，它应该具备以下三个基本

属性：

员援 它是一个内容丰富且能体现财务学这一领域特征的概

念。人力资本财务是从传统财务理论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理论

体系，其在对象、任务、职能和方法上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同

时又体现出财务学科领域的共性。人力资本财务理论核心概

念是构成整个财务理论结构体系的基础，涉及该学科的诸多

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其内涵必然是丰富的，外延必然是宽

泛的。

圆援 它是人力资本财务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起点与终

点。它反映该理论领域中普遍的、必然的联系，体现人力资本

财务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可以明确界定理论分支的学科范

围。它是人力资本财务理论结构的第一要素，指引理论系统

运行。

猿援 它是与市场经济紧密相关的概念。构建人力资本财务

理论体系是经济全球化、市场竞争白热化的现实要求。在经济

全球化的条件下，市场机制的作用是首要的、根本的。企业的

一切财务活动都是为市场机制充分而有效地运作开创必要条

件。人力资本财务理论体系的构建始终应围绕促进市场经济

的发展这一中心展开，对该理论体系中核心概念的推定亦不

例外。

基于上述人力资本财务理论核心概念的属性分析，笔者

认为价值观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财务理论的核心概念。具体

理由如下：

第一，财务是经济组织本金筹集、投入、耗费和收益分配

活动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关系，这一方面反映了财务活动的经

济属性，另一方面反映了财务经济关系的社会属性。人力资本

是凝聚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等要素的价值，其价值表

现为创造能力。人力资本财务通过人力资本融资、投资、激励

和约束，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潜力，并最大限度地保

持和提高这种能力，即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保值增值，提高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企业在人力资本

的经营过程中，要受到经济环境、市场环境、企业内部环境等

因素的影响。可见，价值观人力资本概念不仅体现了财务的本

质规律，而且反映了财务运作的目的及其与环境的相关性。

第二，财务管理活动是资本运动过程的价值管理，将人力

资本内涵界定为人的价值创造能力所具有的价值，实现了与

财务的价值管理的功能对接。人力资本财务管理属于价值管

理，主要采用的是财务手段，但其管理对象是人力资本而非物

质资本。

第三，人力资本是人的知识和技能等要素的价值，这种价

值表现为潜在的价值创造能力。

以人力资本概念为起点，可以构建由人力资本基础理论、

评估理论、融资理论、保值增值理论和激励约束理论等组成的

逻辑严密的人力资本经营财务理论体系，如下图：

在整个理论体系中，人力资本评估理论、融资理论、保值

增值理论和激励约束理论可看成是人力资本财务实务理论。

其中，人力资本价值评估是基础，人力资本融资是起点，人力

资本保值增值是核心，人力资本激励约束是保障。

第四，人力资本是凝聚于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的价值，这

些知识和技能的形成是需要投资的，但并不意味着投资的数

额就是其资本化数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知识和技能类

似于商品，其生产成本只是一种个别价值，它要成为社会公认

的价值还必须通过市场交易。人力资本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公

认的价值，是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讨价还价的

结果。人力资本的价格可视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凭借其所有权

获得的租金，该租金可分为绝对租金和级差租金：人力资本中

同质性部分获得绝对租金，与其社会必要成本有关；异质性部

分获得级差租金。级差租金是人力资本个别价值低于社会公

认价值的差额，异质性人力资本所有者由此获得超额收益。在

不同的市场区域里，同等层次的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益不一

样，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和价格机制将发生作用，人力资本的

流动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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