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力资本核算问题研究

戴亦一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后

期以来, 才明确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范式。为

了将这一在世界范围内业已取得共识的概念, 落实

到各国发展战略的实际行动中去, 世界银行于 1995

年首次向世人公布了一种新的国民财富核算方法。

该方法的主要创新在于, 它一改传统的, 将国民财富

单单看成经济收入的核算方法, 将新的国民财富定

义为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

和。该综合性评价指标的推出,对于那些将经济增长

建立在以牺牲自然资源、环境和人力资源的基础之

上的国家来说, 无疑是一剂清醒的良药。 特别是,该

方案中有关人力资本核算概念与方法很有新意。 本

文拟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人力资本核算的理论基础

毋庸置疑, 进行人力资本核算的重要理论基础

之一, 就是现代经济理论中的人力资本理论。所谓人

力资本, 是指体现在人身上的有关生产的知识 、经验

和技能的存量。尽管人力资本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

到威廉· 配第 1676年对战争损失的估计, 但该理论

的发展与社会影响的日益扩大, 还是本世纪六十年

代以后的事情。 以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T . W . 舒尔茨为代表的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资

本可以分为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 通过对

教育和卫生保健方面的投资, 可以达到积累人力资

本, 进而增加产出的目的。特别是由于人力资本的投

入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特性, 其作用可以消除实物

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 从而能够促进经济

的持续增长。 该理论比起单纯强调资本作用的哈罗

德—多马模型, 以及进一步强调技术因素对经济增

长关键作用的,以美国经济学家索洛 ( R. S o low )为

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 都因其强调了经济增长过

程中“人”的因素而更具有现实生命力, 被认为是经

济增长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的革命。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舒尔茨补充和发展了新古

典经济增长理论, 但舒尔茨的理论也并不完善 ,他的

人力资本概念过于一般化,也没有提出一个以人力

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 对此, 1995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 卢卡斯 ( R·

E· Lucas)提出了一套将人力资本因素真正内生化

的经济增长理论 :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

长理论。卢卡斯认为 ,人力资本的积累通常通过两种

方式进行: 一是通过脱产的正规、非正规学校教育,

使生产者的智力和技能得以提升,从而提高劳动生

产率; 二是通过生产中边干边学 ( L ea rning-by-

do ing )积累经验, 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中前者产生内

在效应, 后者产生外在效应。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不

同的是, 该理论认为只有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的积累, 才是产出增长的真正源泉。 此外, 卢卡斯还

认为, 除了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

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外, 在开发经济条件下, 各国间人

力资本禀赋的差异, 通过国际贸易会得到强化,并形

成各国间的专业化生产分工, 从而更有利于人力资

本禀赋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 这也是人们常常看到

的, 而传统经济学理论却难以解释的, 造成剩余资本

反而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资本倒流问题”

的主要原因。 因此, 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大力吸

引外资, 赶超发达国家的重要途径之一, 就是积极增

加教育与培训的投资, 加速本国专业化人力资本的

积累。

在国民核算领域, 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意味着

这样一个事实: 即 SNA 必须改变过去只将教育投资

中用于校舍等固定资产的部分作为投资,而将用在

教师工资、购买图书等方面的开支当作消费处理的

传统做法, 将有关教育领域的非固定资产投入 (教育

经常费 )计为人力资本投资。 此外, 人们用于健康等

方面的支出, 也应计为人力资本投资。 当然, 在有关

经济增长因素的核算与分析中, 人力资本的作用与

贡献, 也应成为未来国民核算领域有待进一步加强

的新内容。

　　二、对人力资源进行资本化价值核算的现实可

行性

　　当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得到确认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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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其进行统计核算的必要性问题解决以后, 有关

人力资源作为资本核算的可行性问题, 也就成为一

个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加以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不仅在存在方式、作

用表现形式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因此, 许多人

对于人力资源能否作资本化的统计核算, 一直心存

疑虑。 对此, 我们认为,尽管人力资本确实在许多方

面不同于实物资本, 但仍然可以满足 SNA对“资产”

的定义。 93SNA对资产的界定为: ①机构单位个别

地或集体地对其行使所有权; ②其所有者由于在一

段时间内持有它们或使用它们而可以从中获得经济

利益。当然, “资产核算”本身隐含着核算对象可以进

行货币化计量的前提条件。那么,人力资源是否符合

上述标准呢? 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 虽然人力资本的载体是具有人身自由的

生产者,有权选择自己的职业和单位,但是, 对企业

来说, 生产者一经受聘,其人力资源在合同期间即被

企业所控制和拥有。显然, 这种情形与实物资产实际

上并无二致。

第二, 根据前述现代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

资本在企业运用过程中所发挥的价值创造能力显然

是不言而语的。 特别是在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

代的今天,拥有或投资于优质人力资本能够带来高

额回报, 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三,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无形资产, 尽管在统计

估算上具有比有形资产更加困难的地方, 但是要对

其进行价值计量仍然是可能的。 这不仅体现在有关

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 (如教育、培训、招聘、保险、工

资与福利等 )是完全可以客观计量的,而且, 日益完

善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也为人们客观估算

人力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贡献提供了技术支持。

因此, 我们认为,对人力资源进行资本化的价值

核算完全是可行的。

　　三、人力资本核算的估算方法

国际人最早对人力资本进行大规模实际测算的

是世界银行。 尽管世界银行在公布其核算结果与核

算方法时, 一再声称它是“非常试验性的”、并“正在

改进之中”,但其所提出的估算方法还是被认为是最

具代表性的。

世行的方案至今已有两个版本,即 1995年版和

1996年版。 下面, 我们分别对其作一些概述:

(一 ) 95年版的估算方法

从整体上来说,世行采用的估算方法属于剩余

法。 其主要步骤如下:

1、估算核算时点社会人口的平均生存剩余年

限。

设平均生存剩余年限为 n年,则

n= [( 0- 14岁男性人口的平均生存剩余年限 )

* ( 0- 14岁男性人口数 )

+ ( 0- 14岁女性人口的平均生存剩余年

限 )* ( 0- 14岁女性人口数 )

+ ( 15- 64岁男性人口的平均生存剩余年

限 )* ( 15- 64岁男性人口数 )

+ ( 15- 64岁女性人口的平均生存剩余年

限 )* ( 15- 64岁女性人口数 )

+ ( 65及以上男性人口的平均生存剩余年

限 )* ( 65及以上男性人口数 )

+ ( 65及以上女性人口的平均生存剩余年

限 )* ( 65及以上女性人口数 ) ]

÷ 社会人口总数

= [(男性预期寿命 - 7)* ( 0- 14岁男性人口

数 )

+ (女性预期寿命 - 7)* ( 0- 14岁女性人口

数 )

+ (男性预期寿命 - 39. 5)* ( 15- 64岁男性

人口数 )

+ (女性预期寿命 - 39. 5)* ( 15- 64岁女性

人口数 )

+ (男性预期寿命 - 65)* ( 65岁及以上男性

人口数 )

+ (女性预期寿命 - 65)* ( 65岁及以上女性

人口数 ) ]

÷ 社会人口总数 ①

其中, 65岁以下各人口组的平均生存剩余年

限, 按其预期寿命减去该组平均年龄计算, 显然 ,这

里隐含着各年龄组中人口分布为均匀分布的假定;

至于 6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生存剩余年限, 是按其

预期寿命减去 65岁来加以计算的。 之所以这样处

理, 世行认为是因为 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不是均匀分

布的, 而且主要集中在 65岁左右,因此才假定该年

龄组的平均年龄为 65岁。

2. 估算核算时点社会人口在其生存剩余年限

中所能赚取的未来收入贴现值。

设核算时点社会人口在其生存剩余年限中所能

赚取的未来收入值为 Y, IC表示国民生产净值 N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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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色指标 NNP’ (NNP’ 的计算方法为: NN P’ =

NNP- 以商业为目的的林木、金属和矿石的开采价

值 ), R为贴现率,则

Y= 
n

t= 1
IC /( 1+ R ) t ②

3. 估算人力资本的价值。

设核算时点人造资本价值的现值为 P,土地资

本价值的现值为 L, 则人力资本存量的价值= Y- P

- L ③

(二 ) 96年版估算方法

在保留 95年版本基本估算方法的基础上 ,世行

96年版进行了一些较大的修改:

其一, 假定 65岁以上人口不再工作, 从而对这

一部分人口的收入不再计算。因此,核算时点社会人

口的平均生存剩余年限估算公式修订为 :

n= { [M IN (男性预期寿命, 65) - 7]* ( 0- 14

岁男性人口数 )

+ [M IN (女性预期寿命, 65) - 7]* ( 0- 14

岁女性人口数 )

+ [M IN (男性预期寿命, 65) - 39. 5 ]* ( 15

- 64岁男性人口数 )

+ [M IN (女性预期寿命, 65) - 39. 5 ]* ( 15

- 64岁女性人口数 ) }

÷ 社会人口总数

其二, 由于在自然资本核算中已经考虑了地下

资源使用的价值, 为了避免重复核算, 将地下资源使

用量的经济租金从收入额中予以剔除;

其三, 由于农村土地资本与城市土地资本在经

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具有显著的差异,因此, 应该加

以分别对待。 世行估计 , 一般而言, “农业 GNP中

45%应归功于劳动”, 因此, 前述公式②中的 IC, 也

由 NNP’ 改为 IC’ = (农业 GN P* 45% + 非农业

GN P-地下资源用量的经济租金 )。 与此相适应,有

关人力资本存量的估算公式修改为:

人力资本存量的价值= Y - P- L (城市 )

其四,在进行国际对比换算时, 95年版本采用

的是汇率调整法, 96年改为购买力平价法。

　　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若干问题

毫无疑问, 人力资本核算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对

于进一步推动人力资本理认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

发展, 以及正确引导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更

加重视教育与培训投资, 切实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的。 然而, “物之

初生, 其形必丑”, 正如世行自己已经意识到的那样,

目前有关人力资本核算的理论与方法, 也还存在着

许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里,我们提出如下三

个主要问题, 并进行初步的探讨。

第一, 在现行的人力资本及其核算理论中,有关

人力资本的概念还有些过于宽泛。 按照世行现行的

估算方法, 其人力资本的价值实际上是预期收入扣

除土地与人造资本价值后的剩余值。 姑且不论这样

的处理将如何评价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

题, 即便以世行倡导的新国民财富核算思想而论,这

样的处理也未能剔除被世行称为第四种资本的社会

资本的价值 (社会资本的定义为:一种个体和组织相

联系的混合体, 它决定为何一个社会在给定一笔资

产转化成可持续的福利方面比另一个社会更为有

效 )。 这种过于宽泛的核算口径,不仅会造成有关新

国民财富核算理论的逻辑混乱, 显然也会高估人力

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及其自身的资本价值。

第二, 现行人力资本核算方法中, 有关预期收入

现值 Y 的估算基准指标的选择, 无论是 95年版本

中的国民生产净值 NNP的绿色指标 NNP’ ,还是 96

年版本中采用的 IC’ , 两者都离世行提倡进行新国

民财富核算的初衷——强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政策

导向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认为, 无论是 NN P’还是

IC’ ,都不如 EDP (经过环境调整的 NDP)指标来得

更为彻底。显然, 以 EDP为预期收入现值 Y的估算

基准指标, 应该是人力资本核算方法进一步发展的

方向。

第三, 尽管近年来有关企业人力资源会计理论

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但在统计核算层次上, 目前的人

力资本核算, 还局限于宏观层次上。 自然而然地,有

关的统计核算方法,也大多是从人力资本产出贡献

的角度, 根据剩余法的思想来设计的。对于如何从微

观 (企业 )层次进行与宏观一体的统计核算, 特别是

从人力资本投入成本角度进行核算, 则较少有人研

究。因此, 有关微观层次的人力资本统计核算理论与

方法的探讨, 将是人力资本核算领域未来发展的又

一方向。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计统系, 福建厦门,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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