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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会计学上的“资本”通常是指业主或股东投入企业生产经营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资产，而经济学
上的资本是指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资产。
①在西方经济学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资本一直限定为物质资本，劳动则被当做同质性的生产要素，
资本雇佣劳动被当做理论前提。
20世纪中叶，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经济学界已就资本分类达成共识，人力资本成为与物质资本
相对应的资本形态②，但是人力资本主体仍然没有获得完整的企业产权，本书的研究目的是论述当今
人力资本主体获得企业产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倡导建立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同分享企业产权的企
业制度。
　　在漫长的企业发展史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企业产权自然统一到由物质资本主体单方垄断，经
历了一个由合到分的曲折过程。
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建立人力资本企业产权缺乏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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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论证当今时代建立人力资本企业产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人力资本产权分为个人产权和企业产权,企业产权是人力资本主体依靠自身人力资本在企业中获得的一
定数量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建立人力资本的企业产权,将促进企业组织兼顾公平与效率,趋于理想标准。
     在论证人力资本及企业产权的基础理论以及这种资本主体要求企业产权的根源问题的过程中，本书
主要采取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论证建立人力资本企业产权的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实证
分析。
本书还采用了历史分析方法，通过分析企业制度演进历史，发掘影响企业制度发展进程的关键因素及
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探索人力资本要求企业产权的根源。
在具体论证过程中，主要采用了比较和归纳演绎的分析方法，力求使每一个结论和推理过程建立在较
充分和严谨的立论基础上。
从研究视野来看，本书总体上属于对于企业产权结构微观层次的研究，同时兼顾对经济环境和时代背
景的宏观分析，以求在更深层次上探讨人力资本建立企业产权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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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企业产权综合分析　　四、人力资本的分类　　人力资本的分类也尚
未形成统一标准。
有的学者依照人力资本形成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教育资本、技术与知识资本、健康资本、迁移和流
动资本4类（李建民2001，P5～P49）。
另一种方法则将人力资本分为初级人力资本与高级人力资本两类，前者是指健康人的体力、经验、生
产知识和技能，后者则是指人的天赋、才能和不断被发掘出来的潜能的集中体现，即智慧（周坤1997
）。
部分学者将人力资本分为特质型人力资本和同质型人力资本两种类型，在动态经济中，能够实现边际
报酬递增生产力的人力资本即为特质型人力资本，相应地，生产力形态转化为边际报酬递减的人力资
本即为同质型人力资本。
还有学者按照复杂程度，将人力资本分为生产能力和经营能力，再将经营能力区分为管理能力和决策
能力。
生产能力是指企业一般的非专用性人力资本，经营能力则是指企业的特质性和专用性人力资本（陈宝
敏2000）。
另外，还有按投资形式和投资途径将人力资本分为教育资本和非教育资本，二是按社会角色和作用分
为一般型人力资本、专业技术型人力资本、管理型人力资本、研究开发型人力资本和决策型人力资本
等分类方法。
卢卡斯（1967）把劳动分为纯体力原始劳动和专业化人力资本，在其设计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将人力
资本限定为经过专门培训的专业化能力，排除了体力劳动成分，认为专业化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
罗默也认为，专业化的知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我国学者中也有人持相似观点。
对于这种分类，笔者认为值得商榷，从人力资本的含义来看，体力劳动能力应当属于人力资本，尽管
这种资本的价值创造力相对较低。
　　本书中，笔者将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分为特质型人力资本和同质型人力资本。
特质型人力资本是指价值创造力相对较高，基于个人禀赋和优秀素质形成的，其内在价值相对难测的
人力资本，这种资本又具体分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经理人力资本、专家人力资本（包括产品技术专家
、产品鉴定专家、营销专家、客户服务专家等）。
同质型人力资本又称为普通人力资本，是指价值创造力相对较低的，基于人的普通素质培养而形成的
，价值相对易测的人力资本。
这两类人力资本都具有边际生产力递增的特点，只是递增的幅度和速度不同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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