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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资本已经成为知识企业主导生产要素，其保值增值是知识

资本拥有者的目的所在。本文从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理论出发，构建了知识资本保值增值

财务衡量指标体系，并介绍了其指标体系差异的分析方法，以评价知识资本保值增值水平和能力，

为知识资本运营与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知识资本   保值增值   指标体系 

 

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企业与日俱增。知识企业 明显的标志就是知识资本成为首

要的生产要素，相对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工业企业生产要素，知识企业的生产要素发生了根本性改

变，财务资本不再是决定知识企业命运的唯一要素了，知识资本在知识企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其运营与管理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知识企业成为知识资本与财务资本共有的企业。知识

资本在知识企业中的绩效如何，不仅仅是知识企业运营管理者关心，而且知识资本拥有者（出资

者）更关心，同样，也是知识资本运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一、 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的目的 

知识资本绩效评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评价目的，从而形成多种评价方法。知识资本保值增

值财务衡量指标体系是知识资本绩效评价多种方法中的一种。从财务角度衡量知识资本保值增值

状况，主要是反映一定时期知识资本的盈利水平和盈利能力，其主要目的是： 

（1）考量知识企业经营管理者业绩和水平。知识企业的出资者，不一定是知识企业的经营管

理者，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知识企业制度的基本形式，知识资本的保值是知识企业经营管理

者的经营底线， 基本要求，只有保值，才能增值，增值是出资者的根本目的所在。 

（2）明确知识资本出资者的投资回报。从某一角度来讲，知识资本拥有者可以不关心企业的

经营管理方法和经营管理过程，但是，他们不能不关心自己的投资回报，通过一定的指标来测定

知识资本的保值增值状况，以便作为投资回报的依据。 

（3）查找经营管理的不足。知识企业的发展目标可能是多层面的，但知识资本的保值增值是

知识企业的主线，通过对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以便明确企业的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主

要目标和次要目标的实现水平和实现状况。 

二、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的理论依据 

衡量目的决定衡量方法，要深刻理解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衡量方

法是否科学合理，是正确理解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的理论依据。 

（1）经济学中“ 大”、“ 小”法则。利益 大化和成本 小化是经济问题的两个方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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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成本获取 大的经济利益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取向，人们通常称之为经济活动的“ 大”、

“ 小”法则。从业绩评价看，“ 大”、“ 小”法则是企业经营业绩评价 主要的理论基础。收

入越高，成本越低，利润就越大，企业发展的基础就越牢固，用 小的成本去获取 大的收入，

而利润 大化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根本目的，也是企业经营业绩的集中体现。 

（2）资本保全理论。资本是能增值的价值，这是人类所共识的资本的本质特征。保全的含义

就是保护使之安全，从经济学上看，资本的天性和本质是其运动增值，要增值必先保全，没有资

本保全就无所谓资本增值，资本保全是资本增值的内在要求，因此，资本保全的经济含义在于维

持资本的增值能力。 

（3）委托代理理论。知识企业是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公司制企业，首先是投资主体多元化，

出资者的所有权与企业的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出资者对企业的约束弱化；其次是经理人员的职业

化趋势明显；再次是出资者与经营者目标的不一致性越来越突出。通过企业知识资本保值增值绩

效评价，以协调出资者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 

（4）EVA 理论。EVA 理论又叫经济增加值理论，指在扣除产生会计利润而投资的资本的成本

后所剩下的经济利润。如果在企业里恰当地以 EVA 评价经营业绩，会让经营管理人员与出资者的

利益保持一致，从而结束因会计利润所带来的经营管理人员与出资者的利益冲突，再也不会受到

会计惯例变化的影响，更不会受到经营管理人员人为操纵会计利润的影响，使衡量企业业绩的指

标是真正的经济利润。 

三、 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体系设计 

（一）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有衡量才会有改进，这是设计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体系的根本动因。当然，如果衡量

指标体系设计不妥，那么错误的行为将会产生，因为行为衡量体系决定人们行为方式。所以说，

指标体系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体系的准确性和客观

性。因此设计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体系除了遵循认同感，可比性和适应性以外，还应

考虑以下两条原则： 

（1）指标体系所衡量对象的层次性。知识企业的知识资本是有层次的，首先是知识资本总体，

即企业全部知识资本之合；其次是分类，知识资本有具体知识资本和非具体知识资本之分，而具

体知识资本又可分为具体技术知识资本和具体劳动知识资本，非具体知识资本又包括市场知识资

本，管理知识资本，顾客知识资本等(刘国武, 知识资本的来源、结构及其积累与补偿, 中国经济

评论,2003)；再次，知识资本个体，也就是在设计指标体系时还考虑了各个单项知识资本保值增

值衡量的需要。 

（2）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的基础指标在知识企业日常财务核算体系中有其相应的财务

指标。这样就解决了衡量指标体系中基础指标的基础数据的来源，这些基础数据和基础指标，通

过计算、对比和转换，以达到衡量指标体系的完整、全面、系统，完成衡量目的的需要。 

（二）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体系设计 

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必须反映知识资本的不同方面，以便各项指

标构成一个完整、系统、全面的衡量指标体系。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和理解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

衡量指标体系，现将其指标与知识企业日常财务核算基础指标对比列表如下，见表 3-1 

表 3-1  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 

知识企业日常财 代码 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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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核算指标 指标 

收入 

费用 

利润 

资本价值 

资本周转率 

 

 

R 

E 

P=R-E 

CV 

CAT=R/CV 

 

 

知识资本收入 

知识资本费用 

知识资本利润 

知识资本价值 

知识资本周转率 

知识资本持有成本率 

知识资本成本 

知识资本总成本 

知识资本成本-销售比例 

知识资本回报率 

知识资本附加值（保值增值

额） 

知识资本保值增值率 

KR 

KE 

KP 

KV 

KTR=KR/KV 

CCR 

KC=KV×CCR 

KTC=KE+KC 

KCSR=KTC/KR 

ROKR=KP/KV 

KVA=KP-(KV×CCR)

KAR=KVA/KV 

 

（三）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解释 

（1）知识资本收入（KR）。知识资本收入主要指在一定时期内知识资本在运营活动中所获取

的收益，是知识企业总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从知识资本在知识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看，知识资

本是知识企业收入的源泉。该指标一般根据知识企业总收入一定比例求得，反映知识企业总收入

中知识资本收入所占比重，是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体系的 基础指标。 

（2）知识资本费用（KE）。知识资本费用主要指一定时期内知识资本在知识企业运营活动中

为维持或提升其自身价值的支出，包括各类知识资本蚀耗价值补偿、具体技术知识资本维持费、

具体劳动知识资本工资及福利费、非具体知识资本广告费等以及为获取某一项知识资本收入所开

支的支出。该指标一般根据知识企业会计核算的相应指标求得，反映知识企业为获取相应的收入

所花费的支出，是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体系的基础指标。 

（3）知识资本利润（KP=KR-KE）。一定时期的知识资本利润等于同期知识资本收入减去同期

知识资本费用，通常意义的理解，知识资本利润是知识资本的会计利润。该指标是根据知识资本

会计日常核算相应指标计算求得，反映知识企业获利水平、获利能力以及经营管理人员综合管理

效益。 

（4）知识资本价值（KV）。知识资本价值是指知识资本存量，知识资本存量是知识企业在一

定时点各类各项知识资本存量的总和。知识企业一定时刻的知识资本存量用公式表示就是： 

        KVt=Σ〔 )1( δ− KVt-1+Rt-1〕

其中：KVt代表t期的期末知识资本存量（以不变价格表示）；KVt-1表示t-1 期的期末知识资本

存量（以不变价格计算）；Rt-1代表本期支出（以不变价格计算）；δ为知识资本蚀耗率。该指标反

映知识企业在一定时刻知识资本拥有量，是计算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体系的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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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知识资本周转率（KTR=KR/KV）。知识资本周转率是衡量知识资本总的使用效率的。该指

标是以一定时期知识企业知识资本收入除以知识资本价值求得，反映一定时期知识企业知识资本

的综合利用效率，即知识企业知识资本利用情况，以及通过知识资本运营而产生收入的能力。 

（6）知识资本成本（KC=KV×CCR）。知识资本成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知识资本的持有成本，

在经济学中称之为知识资本的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时刻的知识资本存量乘以知识资本持有成本率

求得，知识资本持有成本率通常以同期社会平均资金借款利率为准。该指标反映在一定时期内知

识企业知识资本为获取一项收益而放弃获得另一项收益所付出的代价。 

（7）知识资本总成本（KTC=KE+KC）。知识资本总成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知识企业知识资本费

用与知识资本成本之合。该指标反映知识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为获取一定的经济利润所付出的总的

代价。 

（8）知识资本总成本——销售比例（KCSR=KTC/KR）。知识资本总成本——销售比例是知识企

业在一定时期内的知识资本总成本与一定时期内的知识资本总收入之比。知识资本总成本作为销

售额的构成部分，是衡量知识企业知识资本绩效的常用指标，综合反映了知识企业知识资本运营

管理水平和能力，同时也反映了知识企业知识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每获得一定额度的收入中所包含

的知识资本总成本份额。 

（9）知识资本回报率（ROKR=KP/KV）。一定时期内的知识资本回报率的简单计算方法是将一

定时期的知识企业知识资本利润除以同期的知识资本价值，这一计算比例可以用来比较知识资本

价值回报与某一项或某一类知识资本价值回报的差异分析。该指标可以用来检验现存知识资本存

量的获利能力和获利水平。 

（10）知识资本附加值（KVA=KP-KC）。知识资本附加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知识企业知识资本

所获取的经济利润，以一定时期知识资本的税后利润减去同期知识资本的持有成本求得。知识资

本附加值是反映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体系的核心指标，是判断知识资本是否保值增值

的唯一指标，也是反映知识资本对未来股东价值贡献的 佳指标。此外，知识资本附加值计算中

包含了知识资本收入、支出和知识资本成本各部分，所以该指标可以用来衡量知识资本在知识企

业存在价值的大小，同时可以用来作为支付知识资本拥有者股利的重要依据。 

（11）知识资本保值增值率（KAR=KVA/KV）。知识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知识资本保值增值率是

指与之同期的知识资本附加值与知识资本价值的比率。该指标综合反映了知识企业知识资本保值

增值能力的大小，集中体现了知识企业知识资本保值增值业绩水平。 

四、 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理指标差异分析 

（一）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差异分析标准 

在对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进行分析之前，必须设定分析标准，以便于在分析时有

一个衡量的尺度，也就是管理学中通常说的“标杆管理”中的标杆设定。依据知识资本的特征及

其在知识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设计的目的，对其差异分析

的标准分两个层面设定： 

（1）知识资本财务衡量各指标的期望值。期望值的设定是知识企业根据知识资本各方面因素

综合考虑的一个数值，是在知识资本运营前已经确定的值。针对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的不

同指标反映的不同侧面，各个指标的期望值可能是该指标的 大值，也可能是该指标的 小值，

这是由各个指标反映知识资本不同则面的性质所决定。 

（2）知识资本财务衡量各指标的底线值。底线值的设定是知识企业根据各指标反映知识资本

的不同侧面所确定的。有可能 大值是该项指标的底线值，比如知识资本成本，其底线值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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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也有可能 小值是该项指标的底线值，比如知识资本收入，其底线值就是 小值。与知识

资本财务衡量各指标的期望值一样，知识资本财务衡量各指标的底线值是该项指标的 大值还是

小值是由各个指标所反映的知识资本不同侧面的性质所决定。 

（二）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差异分析方法 

对于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差异，我们采用“雷达图”的方法进行分析，（本图中的

数据为假设数据，主要是为了说明“雷达图”的使用方法）。如图 4-1： 

0

1

2

3

4

5

6

7

8

KR

KE

KP

KV

KTR

KCKTC

KCSR

ROKA

KVA

KAA

期望值

底线值

实际衡量指
标值

 

  图 4-1  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差异分析 

 

首先在“雷达图”中绘出各个指标的期望值，然后把各个指标的期望值用直线连接起来，这

样就构成了期望值图，如图 4-1。其次在图 4-1 中绘出各个指标的底线值，然后把各个指标的底线

值连接起来，这样就构成了底线值图。再次在“雷达图”图 4-1 中给出各指标的实际衡量指标值，

然后把各个实际衡量指标值连接起来，这样就构成了知识资本实际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图。现

假设一个实例，其各个实际衡量指标值已描入图中，见图 4-1，这个图就是知识企业知识资本实际

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值图。 

（三）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差异分析的作用 

通过知识资本保值增值财务衡量指标差异分析，除了能够满足我们设计指标体系时的目的之

外，还具有如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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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够审查明确各个知识资本整体的强弱以及某项知识资本的强项和弱项。通过知识资本

增值保值财务衡量指标强弱分析，有助于改进弱项，强化优势，使知识资本在知识企业发挥 佳

效益。 

（2）便于知识企业对知识资本实行目标管理。在知识资本运营活动中，预先给各个指标确定

一个期望值和一个底线值，通过一定时期的知识资本运营，来对比其实际运营值与各个指标期望

值和底线值的距离，以便改善知识资本运营管理水平。 

（3）便于进行知识资本可行性分析。知识资本投入企业其价值有多大，可通过各个指标的计

算分析求得。如果与期望值差距太大，而且经综合分析改进无望的知识资本，应尽快处理，以便

给企业带来更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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