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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力资本定价研究》主要是从人力资本的特征和产权属性、价格的构成和计量方法、定价
的本质和交易特性，以及社会信用管理等方面，对基本理论进行研究，从而构筑起人力资本定价研究
的理论平台。
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人力资本相对价值估计模型和以EVA为内核的产权分享模型；在理论研究的
指导下，综合两个模型的要素要求，就管理型人力资本定价、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和技术技能型人力
资本定价问题做了分类研究；最后利用0提出的定价模型对引入人力资本以后的公司治理进行重构和
验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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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用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特性。
学校、用人单位、一般信用系统应在政府人事部门的领导下整合个体人力资本的信用数据，构建公用
数据库，供给微利型的人力资本信用公司使用，为人力资本定价提供良好的应用基础。
同时，应建立面向国际社会开放的学术打假网络机制，兴建防止人力资本被“腐蚀”的清洁工程，提
高中华民族的知识创新水平。
　　对高价值人力资本的争夺成为区域和国际竞争的焦点。
如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出现而持续至今的“孔雀东南飞”的人才迁移现象，实际上是沿海与内地存在工
资差距和制度落差的必然结果。
现在加入WT0后，人才竞争更加呈现出“国际化”和“零距离”的特点，高端人才流人外企的数量增
多，比国有资产流失更难以控制的人才流失已日益严峻，我国人力资本市场的建设与管理问题已迫在
眉睫。
从作为资本的人才的特性来看，我国的人力资本市场应该是覆盖社会各行各业的，同时也应是面向国
际市场开放的，国内人力资本市场与国际人力资本市场之间存在速度不同的双向流动。
因此，应加快我国人力资本信息库的建设，为企业和社会的人力资本管理提供坚实的基础平台，促进
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7．1人力资本市场的信用管理综述　　中国大陆步入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深受企业“三角债”、商业
欺诈等信用缺失之疼，所以倡导建立信用经济的呼声不绝，但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企业信用问题，对个
人信用研究不够；对个人信用的研究仅侧重于消费信用，对日益重要的人力资本这一市场的道德与真
实能力信用特性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2000年4月3日，经央行批准，我国首家提供个人消费者信用调查资料的征信公司一上海资信公司正式
成立，个人信用联合征信制度在上海开始了试点。
于恒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与之配套的社会
信用体系，特别是个人信用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提出了尽快制定信用管理的法律法规、政府大力推动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用市场手段建立发达的征信
服务业、建立有效的惩罚机制等6个方面的建立个人信用管理体系的构想。
科学不端行为严重影响着我国以科研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为主体的人力资本群体的创新能力。
王锋认为如今在科学界有违科学道德的科学不端行为存在于科研全过程之中。
张翠芬认为中国信用的重建应从高流动性、高收益、自身有加盟愿望的人力资本开始，应通过建立个
体人力资本的评价体系，推进人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沈海军指出中国企业人力资本运营中存在的信用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制约着企业的
成长和发展，政府和企业应加强信用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人力资本运营中产生的信用风险。
　　虽然推进我国内生型的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但是相对于与信贷密切相关的企
业信用和个人信用而言，因为人力资本市场供求两个方面呈现分散化特点，所以对人力资本市场的信
用建设仍然处于萌芽阶段。
我们从人力资本信用生态链的角度，分析了个体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信用公司、中介单位、以企业为
主体的一般组织在生态链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阐述了媒体、政府等角色在人力资本信用建设中的博
弈机制。
7．2人力资本信用建设的供求分析　　与国外发达的消费信贷相比，我国个人消费信贷孕育的巨大商
机和潜藏的巨大风险，使各种商业银行成为个人信用建设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用户，但人力资本市场
信用信息的需求在哪里呢？
应该说需求者是各种各样的用人单位。
与一般信用的主要使用者银行相比，人力资本信用信息的使用者非常分散、对信息的使用频率不高；
人才的流动速度越快，招聘或选拔的个体人力资本的职位越高，对相应的人力资本信用信息的质量要
求与分析水平要求越高。
从供应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人力资本信用信息的供应者；在人才流动越来越快的现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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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每一个单位同样是上述信息的潜在供应者，任何社会单位都扮演着需求与供应者的双重角色；
人力资本是多方投资和教育的结果，因此总体来说受过的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的加工场——
高校，在就业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也非常有兴趣成批量地提供受教育者的在校信息。
人力资本信用建设和个人信用建设有交叉，但它完全可以而且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市场领域。
实际上各种各样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猎头公司、求职网站都是涉足人力资本信用市场的中介公司，
人力资本的信用建设对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7．2．1人力资本信用建设具有迫切性　　中国企业信用危机、个人坑蒙拐骗、假文凭、学术造假已经
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造成的恶果就是我国的信用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企业相互拖欠严重，应收账款巨大；银行由于自身和
外部的原因，呆坏账畸高，成了泥腿巨人；假文凭使有的人在官场上青云直上，也冲击了正常的大学
生就业市场；由于各种动机发生的学术造假，使我们的民族缺乏原创能力，我国国内科技创新乏力，
国际科研论文的质量和数量徘徊不前。
信用的缺乏使企业和个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自身权益的保障难以产生合理的预期（如典型的南方某
些私营企业家、甚至部分高官办有几个外国护照的现象），资本外逃现象严重。
巨额的外逃资本主要是中国信用混乱、市场经济水平低而呈现的外部成本；至于缺乏个人的信用分析
而导致的用人不当，致使腐败、渎职等行为高发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计。
　　由此可见，为了降低经济发展成本，营造诚信、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必
须尽快建立全国性的企业（组织）和个人信用系统，其中人力资本信用体系建设将突破传统的消费信
用领域，拓展到人力资本的基本信息、能力、品德、业绩等领域，对人力资本配置有重要意义。
7．2．2动态人力资本市场的形成　　人力资本是什么？
人力资本有何特性？
我们认为人力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能对组织和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的知识、技能、经验以及表现出来的
能力。
人力资本并非是由学历决定的终身制。
目前的学历、职称、职位仅是判断个体人力资本的基本信号，真正有价值的人力资本还需要经过市场
的洗礼，需要在工作实践或企业经营中证实与再证实。
　　人力资本市场是一个动态的人才群体。
它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企业家市场、科研人员市场、技能人才市场、高校专业教师市场、公务员市场等
。
对企业而言，有效的外部人力资本市场与企业内部选拔、培育、使用、考核、激励机制必须充分结合
。
组织的人力资本管理水平对建立高效的人力资本市场也是迫切需要的，因为个体人力资本首先是“组
织人”，然后才是“社会人”，离开人力资本在组织内的健全记录和合理评价，就会造成以后人力资
本的流动障碍和评价的困难。
我们不同意魏杰先生认为只有职业经理人和技术创新者才是人力资本的观点，而认为企业的人力资本
群体，既有高层经营者、技术创新者、中层技术骨干和业务骨干，还必须包括业绩突出的普通员工。
对人力资本管理而言，一方面应有全面提升人力资本数量、质量、绩效的机制，另一方面必须建立企
业和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激励与制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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