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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l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cept and basic contents of human 

resources and human resources accounting,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causes of 

imperfect human resource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that human 

resources accounting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accounting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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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首先阐述了人力资源及人力资源会计概念及基本内容，分析了人

力资源理论研究不完善的的问题和原因，提出了在现今人力资源会计已成为知

识经济时代不容忽视的会计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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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 科技越发展，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越大。

当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各种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和学科也蓬勃发展， 

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的研究也有了长足进展。 人们迫切需要企业提供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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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有着密切关系人力资源信息。于是，人力资源会计的出现成为历史必然。

现实呼唤人力资源会计。

1  人力资源及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诠释

第一，人力资源是指劳动生产过程中，可以直接投入的体力、 智力和心力

的总和。包括知识、技能、经验、品性与态度等身心素质。 人力资源具有活动性、

可控性、时效性、能动性、变化性与不稳定性、再生性、开发的

持续性、个体的独立性、内耗性等特点。

第二，人力资源会计是把人作为有价值的组织资源，对它的价值进行计量

和报告的程序。人力资源会计的基本内容包括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

值会计两个方面。人力资源投资形成人力资源成本。人力资源成本是为了获取

企业的人力资源而发生的招聘、录用、教育、培训、医疗、保险、福利、使用、

管理等的费用和支出，它单独计量人力资源方面的实际支出（投资），按受益

转作费用，符合配比原则，并使管理当局及其他报表使用者全面考核投资回报率，

避免把人力资源上的支出仅看作一种耗费， 能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人力资源

价值会计主要研究人力资源对企业的经济价值如何计量以及人力资源经济价值

的决定因素问题，目的在于用人力资源的创利能力来反映组织现有人力资源的

质量状况，为管理当局和外部利害关系集团提供完整的决策信息。

2  人力资源理论研究存在局限性，学科体系法制
不完善的原因

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早就有之，但至今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并在

很长时期内停留于 “纸上谈兵”， 无法付诸实践。 究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从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内涵看，对“人力资产”的归集和分配，只

是原有会计核算程序的改革，并未突破传统会计的范围。

第二，由于人力资源的确认与计量不是以实际成本为基础，其中涉及到许

多主观因素和假定条件，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模型大相径庭且过于繁琐。 

因此，至今未与传统财务会计融合，只能作为管理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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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第三，劳动者的权益未能明确界定。企业因取得、开发和使用人力资源付

出一些代价，特别是将人力资源上的支出资本化为一项单独的资产，从投资者

立场看似应属于企业所有者，但人力资产上的那部分支出恐怕并不足以说明所

有权的归属。

3  人力资源会计理当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会计
主流

3.1  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知识及知识创新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知识阶层将成为社会主体，

作为知识创新载体的人力资源已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首要资源，作为对人力资

源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人力资源会计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会计主流

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3.2  人力资源投资将是知识经济时代投资的主流形式

人力资源投资从宏观角度看就是一个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就微观而言是企

业对在职职工的培训和知识更新。尽管人力资源投资是一项收益期长、效益不

直观的投资，但可以预计在知识经挤时代，由于知识及知识创新成为知识型企

业生存与发展的首要条件，人力资源投资将会越来越受青睐， 并将成为最富成

效的主流形式，知识经济通过智力资源开发，逐步替代工业经济时代依为命脉的、

业已短缺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土地等而成为最主要的资源，从而获得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可见对人力资源的占有比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将更为重要，人们通过

对人力资源投资获得的收益将大大超过对自然资源投资获取的收益。

3.3  人力资源管理将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

工业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重点是生产经营，而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的重

点将是知识创新，一个企业有没有知识创新能力将成为判断其管理水平高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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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标志，人力资源——知识创新载体的管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的核

心内容也是知识经济向企业管理领域渗透的逻辑结果。 人力资源价值会计将在

知识经济时代里有着广阔的运用舞台。 面对即将来临的知识经济时代， 面对知

识经济对人力资源的呼唤，我们将改变用人机制，从制度设计中体现重视知识、 

尊重人才的实质性内容。我们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和改进人力资源会计理论，

并将其尽快付诸实施。第一，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资源，应当在会

计信息中加以反映， 否则就会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 著名经济学家布鲁墨特曾

经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们的全体职工是公司最重要和最宝贵的资产。第二，鼓

励企业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力度， 提高企业员工素质。 第三，完善用人机制，

降低企业因人才流失而造成的损失， 保障企业人力资源投资收益。 第四，明确

劳动者权益，人力资产与物力资产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亦应共同分享剩余利润。

第五，人力资源会计核算应避繁就简，账户设置不易过多过细，人力资源价值

的计量也不必罗列繁琐的公式，可比照工资标准确定一个基数，然后由劳动力

市场的经济杠杆自动调节。

总之，我们坚信，人力资源会计尤其是劳动者权益会计模式的推行， 将会

促使人们从单纯的人事关系组织， 转为全方位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 从仅重视

单个有特殊才能的人才， 到重视所有的各个层次的人才；从只考虑教育的经济

价值，到把人力作为组织的一项重要经济资源、 视同一项最重要的特殊资产进

行价值核算与控制。 一句话，其理论，是会计的一种创新：其实行，必将带来

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只要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已见，必定会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从而推动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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