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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资本与人格是两个领域的两个不同概念 ,但两者关系密切 ,如同孪生兄弟 ,资本投资决策与资本运
营方式无不渗透着决策者的个性 ,资本运营过程就是实现资本人格化的过程。企业经营者的人格构筑非
常必要 ,企业经营者也应有索取权 ,这对企业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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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与人格是两个领域的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两
者却又象是孪生兄弟 ,在资本决策与运营中可见人格
之影 ,在人格中隐含资本之成分。

一、关于资本和人格
关于资本 ,人们很熟悉 ,它的本质是其增值。资本

的英文是 Capital。意为可以生产出更多财富的东西。
萨缪尔森在他的经典《经济学》中认为资本 (品)“以被经
济制度本身所生产出来 ,并且被用作生产要素 ,以便进
一步生产物品和劳务。这些耐用资本品 ,既是产出品 ,

又是投入品 ,其寿命长短不一。”马克思把资本看成是能
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在 G - W - G’的运动过程中增
值 ,代表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劳动者剩余
价值的剥削关系。前者强调资本作为资本品存在 ,后者
从资本运动中强调资本增值 ,更强调资本所体现的生产
关系。但无论哪一种 ,资本作为财产增值的载体 ,总要
体现以下特征 :第一 ,增值。这是资本范畴之所以存在
的原因 ,也是其最根本的特征 ;第二 ,运动。这是资本本
性得以实现的条件 ,即资本增值要实现应不断处于运动
状态 ;第三 ,竞争。这是资本运动内在规律的外在表现 ,

竞争是资本本性得以实现的外在条件 ;第四 ,趋利。这
是资本运动的方向。

过去资本指的是物质资本 ,如厂房、机器、商品、
货币等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I. 费希尔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认为可以带来收入的财产都是资本。费希尔
对资本的重新定义和拓展 ,在经济学上为后来的人力
资本概念的确立铺平了道路。20 世纪 60 年代初 ,美
国经济学家西奥多. W 舒乐茨和加里. S. 贝克尔创立
了人力资本理论 ,从经济学角度揭示了人的素质的经
济价值及其在现代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之后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第一个提出了知
识资本的概念 ,他认为知识资本是一种知识性的活
动 ,是一种动态的资本 ,而不是固定的资本形式。斯
图特将知识资本概括为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结构
性资本 (structual capital) 和顾客资本 (customer capital) ,

简称 H - S - C 结构。于是 ,企业的结构文化、顾客忠
诚、产品质量水平、员工道德水平、专利和商标、制度

规范 ,这些非直接资产就被揭示出来 ,它们互相作用、
互相影响。知识资本整合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本 ,它
揭示了企业和其他组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一种
经员工和组织的技能和知识为基础的资产 ,从而为企
业的经营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关于人格 ,人们既熟悉又不熟悉 ,熟悉的是日常
生活中我们处处都可听 (看) 到这个词 ,不熟悉的是它
真正内涵。人格的英文是 Personality ,词意抽象多歧 ,

内涵意义非常广泛。Personality 一词来自拉丁文的面
具 Persona ,面具代表剧中人物的性格和角色特点。时
至今日 ,理论界还未有一个关于人格的确定定义。人
格心理学家阿尔波特关于人格概念的综述达 50 多种。
不同领域对人格研究有各自的视角。哲学领域最早
(公元六世纪)给人格下定义 ,哲学家们或强调人的自
我意识 ,个体的整体和价值 ;或强调人格的伦理道德
意义。法律领域认为人格是某一作为人的权利、义务
的主体资格。社会学领域则较喜欢从一般社会的视
角或文化视角来定义 ,认为人格是文化的主观方面。
心理学对人格研究最多 ,最完备也最深刻。不同心理
学家从不同研究方向出发 ,强调人格内涵不同方向。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格是由无意识的生物本能所决
定的典型的心理特征 ;行为主义认为人格是由环境所
决定的部分惯化方式 ;存在人本主义学者认为人格是
由人的基本的潜能所决定的特殊心理特征 ;认识社会
学习理论学者认为人格是认识、环境交互作用而形成
的典型的心理特征。尽管给人格下的定义各异 ,但大
多数认为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
和或者说是影响人的行为、思维和感觉的特定方式的
内部因素的总和。人格表现在人身上构成了人的第
二生命属性 ,它是人在社会过程中心理成熟的成果 ,

它在知识结构、技能等融合下形成定型思维方式和言
行方式。人格具有四大特征 :人格的整体性与统一
性、人格的个别性与共同性 ,人格的稳定性与可变性 ,
人格的生物性与社会制约性。

二、关于资本人格化
人格化 Personalize 就是指具体的物在人的个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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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或体现。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就是作为主体的人
与客体的物质资源相结合过程 ,即进行人的物化与物
质资源的人格化过程。资本人格化主体 ,一是指资本
的所有者 ,他拥有对资本的所有权 ,并据此取得相应
的所有权收益。其特点是 : (1) 以资本增殖为利益目
标 ; (2) 关心资本的增殖程度 ,从而以“用手投票”和
“用脚投票”等形式监督约束的营运。二是指直接承
担资本增殖的责任主体或法人产权主体。其特点是 :
(1)受资本所有者的委托 ,直接承担资本营运和增殖
的职能 ; (2)拥有对资本的直接支配权和处分权 ; (3)拥
有对资本增值收益分配的直接决定权。这两类资本
人格化的主体在资本运营中 ,完完全全把自己的意识
和个性体现在其支配操作的资本运营中 ,两者融为一
体。资本运营过程结果包含运营者的意识、个性的作
用。资本的运营者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道德
人 ,还是在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处于道德人和经济人
夹缝中的主体 ,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人 ,都
不可避免地因各种各样人为因素偏离完全理性选择
轨道 ,或多或少地留下人格的烙印。

在财务政策上 ,资本人格化便能找到实证。以公
司利润分配 ,股东们希望高的股利支付率政策 ,获取
眼前可见的、高的在投资回报率 ;而管理者们则更希
望低的股利支付率政策 ,以便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生产
经营 ,扩大规模 ,但难以做到完全理性。再如对衰退
型公司 ,如果是完全经济人 ,即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
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人 ,应选择拍卖公司资产 ,回报股
东。但现实中衰退型公司大多不愿放弃苟延残喘 ,寻
找东山再起的机会。无怪乎有人认为公司理财应探
讨投资者和经营者的心理和个性心理特征 ,否则光从
公司理财理论出发难以解释现有的资本运营现象。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资本所有者为减少代理
成本 ,总是在努力地激励资本经营者的积极性的同
时 ,尽力使自己的资本增殖。而资本经营者常常从自
身利益出发作出短期行为。风险厌恶型资本经营者
会放弃有利公司长远利益但富有风险的项目 ,避免万
一失败破坏了在资本所有者和公众心目中留下的富
有才能的良好形象 ,或避免不如人所愿的真实经营水
平的暴露。

在资本运营决策时 ,资本因决策者个人人格运营
过程和结果也就不同。如史玉柱、姜伟等人个性中含
有英雄主义气概 ,百折不挠信念 ,坚韧不拔意志 ,超群
的见识 ,大无畏的冒险精神 ,同时也充满革命的浪漫
主义。这种个性催化了企业的超常发展 ,也使企业资
本冒险投资 ,决策过于理想化、浪漫化。资本运营者
浮躁、急功近利的人格缺陷映射到他们的资本运营和
决策。只看行业的利润大小 ,而不顾自己企业核心竞
争力完全难以涉足此行业 ,进行资本投资多元化 ,其
结果造成资本决策失败与资本巨大浪费。

三、关于人格资本化
人格具有独特性 ,是与其他人相区别的个人特

征 ,正如人格心理学家苏思所说 :“人格是习惯、倾向
和情操的有组织的系统、起作用的整体或统一 ,而那
些习惯、倾向和情操是区别一群中任何一个成员不同
与同群中任何其他成员的特征。”这种个人特征决定

着一个人适应环境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优秀健康的独特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形成了其独
特的人格魅力。人格魅力是在长期活动中形成和发
展的独特的感染力、影响力、吸引力、号召力等总和 ,

它具有非强制性、无形性和渗透性 ,是人们对其在心
理认同的基础上产生的对其的崇敬、钦佩、信赖、欣
赏。人格魅力影响是其他因素无法比拟的。而正是
这种影响力能带来财富 ,它是无形资本 ,是人力资本
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侧重于人的道德情操、为人
处事、个性心理特征等素质方面。

古人云 :身未动 ,事已成。几十年前 ,香港上海汇
丰银行高级职员桑达士升任银行首脑 ,新官上任三把
火 ,为增加银行赢利 ,寻找有效的投资者 ,选来挑去 ,
他觉得在球场结识的包玉刚有魄力且办事稳健 ,取信
于人。于是在 60 年代初与包玉刚合作 ,联合成立“巴
哈马世界海运有限公司”,汇丰银行占三分之一股份。
70 年代桑达士再度与包玉刚合作 ,成立“环球航运集
团有限公司”,汇丰银行拥有百分之四十五的股份。
包玉刚以此为台阶登上世界船王宝座。

这是包玉刚的人格魅力的回报 ,它带来了巨大资
本 ,创造了价值。企业经营者的人格魅力辐射到企业
内部将成为一个核心 ,形成强的企业凝聚力 ,大大的
减少管理成本 ;企业经营者的人格魅力辐射到企业外
部 ,在与企业有关部门构建良好公共关系过程中 ,大
大减少交易成本 ,提高成功率。企业经营者创造精
神、创新能力、革新的内动力和更高的悟性、睿智、大
度的境界情怀将带来人力资本超额价值。

人格魅力无形资本衡量的困难在于其难以度量 ,
但随着劳动力产权理论的深化和无形资产会计准则
的进一步探讨及经营者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无形资产
衡量也由定性向定量方向发展。投资者不仅可以用
资金投资 ,也可以用技术入股和参与利润分配 ,甚至
人格魅力、经营才能也能入股和参与利润分配。“国
际商人”热比娅在苏联解体 ,卢布危机中 ,挺身而出 ,

用原价收购同民族兄弟手中的卢布并争取在与苏联
进口交易中脱手 ,获得极高社会威望 ,人格魅力四射。
她一声招呼 ,以她命名的商贸大楼拔地而起。更令人
难以置信的是 ,这座拥有面积 13000 平方米 ,内设 800
个摊位的综合贸易大楼 ,热比娅未投入一分钱 ,董事
们却都同意她以经营智慧作为投资 ,并推选她为大楼
的董事长。热比娅个人声望值 100 万元。大楼建成并
开业 ,使这位维族妇女名声迅速传向海内外 ,带来更
大声誉 ,随之贸易伙伴越来越多 ,贸易成交额越来越
大。企业家个人声望提高对于企业来说就是资本价
值的增加。

四、结论与启示
资本与人格密切相关 ,资本投资决策与资本运营

方式无不渗透着决策者的个性 ,资本运营过程就是实
现资本人格化的过程。另外 ,人格 ,特别是资本运营
者高尚健康的人格是巨大的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可隐
性地带来财富 ,如有助于企业内部凝聚力的形成和企
业良好公共关系的建立、维持 ;无形资产也可显性地
带来财富 ,如企业家才能 (含人格) 作为生产要素进入
生产经营 ,作为入股或利润分配的资本 ;资本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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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推动资本价值增殖。人格无论是显形或隐性地
带来财富 ,都实现了人格资本化。

由此 ,给我们予启示。启示之一 ,企业经营者构
筑高尚健康人格极为重要。1974 年联合国卫生组织
提出关于健康的定义 ,“健康是人的肉体、精神和社会
的康乐的完善状态 ,而不仅仅指无疾病或无体弱的状
态。”并认为人格健康共同标志是自我控制的能力 ,正
确对待外界影响的能力 ,保持内心平衡和满足状态的
能力。我国人格健康的标准还融入了深厚的中华传
统文化。启示之二 ,在现代企业中 ,企业不是一种实
物资产的集合 ,而是一种法律框架结构 ,股东并不是
唯一的投资者 ,企业经营者甚至雇员等也都提供了特
殊的投资 ,同时也与股东一样承担着同样的风险。所
以单从财产形式看法人财产主要由实物资本、金融资

本及无形资本三部分构成。公司的剩余收益和剩余
权利不能仅归股东所有 ,“股东至上”的逻辑因此被
“利益相关者合作”的逻辑代替。经营者作为企业一
定程度上起决定意义的固定的利益相关者 ,赋予他们
的剩余索取权是关系企业发展的关键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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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国 民 消 费 教 育
王乐忠 , 王立明

(中国煤炭经济学院 管理系 , 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 : 大力开展国民消费教育 ,这在传统文化底蕴丰厚 ,国民素质亟待提高 ,市场运作尚不规范的现今中
国很有必要。国民消费教育与学历教育、专业技能训练不同 ,既是常识教育 ,又是素质教育。以家庭为基
本受众的国民消费教育 ,内容包括批判接受传统文化 ,培育现代消费理念、传授日常购物知识、增强自我
保护意识、指导科学合理理财等。国民消费教育应当立足于普及 ,灵活多样 ,生动活泼 ,寓教于乐。
关键词 : 国民消费教育 ;传统文化 ;现代消费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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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ational Consumption Education
WANGLe - zhong 　　WANGLi - ming

(China Coal Economic College , Shandong ,Yantail , 264005 , China)

Abstract : Greatly implementing national consumption education is of vital necessity in China today with rich tradi2
tional culture , underdeveloped national quality and irregular marketing operation. National consumption is different
from diploma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technical training. It’s both for common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quality ed2
ucation. The education is intended for families. And its content includes criticizing and accep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
development modern consumption conceptions ; demonstrating daily shopping knowledge ; increasing sense of self - de2
fense ; instructing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way of managing money matters. National consumption education should
be popular , various vivid and interest - orientated.
Key words : national consumption education ; traditional culture ; modern consumption conception

　　消费 ,是始自人类社会诞生的最古老话题之一。
生产力提高和社会文明进步 ,保进生产和交换规模不
断扩大 ,人类的特质消费直接上升 ,并日益增加了文
化含量 ,消费文化逐渐成为社会文化学的一个分支。
现代消费文化研究源于顾客心理学 ,与商业文化尤其
是广告文化相互渗透 ,在国外于 20 世纪 60 年代形成
高潮 ,其初衷在于探讨客户生活方式和购物习性 ,包
括心理追求、审美情趣等 ,促进商品销售 ,领导购物时
尚。商品丰富、收入增加加速了现代人生活方式演

变 ,新的消费理念不断涌现 ,现代商品知识和购物方
式亟待普及 ,国民消费教育自然被提到议事日程。其
基本思路有两个特点 :一是认为消费者行为产生于消
费需求和消费偏好 ;二是倡导以经营者和销售者提供
高质量产品和优质服务 ,给予消费者附加于商品实体
的最大满足 ,即以商业文化影响和渗透到消费文化 ,
且辅以国民消费教育。这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
济历史较长、市场运作较为规范的西方国家虽然行之
有效 ,却不乏功利主义色彩 ,更多关心的是经济效益 ,
而不是社会效益。

在我国 ,虽然消费文化客观上存在已久 (甚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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