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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论述人力资源会计性质 、 人力资源成本资本化 、 人力资源成本价值及计量模式和人

力资源会计与人才培养会计等有关问题基础上 , 对林业企业人力资源会计应用问题作了探

讨。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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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会计是会计学科中一个正在发展的新分支 , 主要研究组织中人力资源成本和价值的计量

和报告问题 , 为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信息 。目前 , 我国正处于向国内介绍和引进阶段 , 会计界对人力资

源会计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该文就人力资源会计在林业中的应用问题略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

1　对人力资源会计应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1.1　人力资源会计是财务会计的一部分

人力资源会计的创始人之一弗兰姆霍尔茨认为 , 人力资源会计是为取得 、 开发和重置作为组织资

源的人的成本的计量和报告。目的是便于把人作为组织的资源进行管理 , 是管理会计的一个分支 , 包

括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 2个子系统 , 改变了传统财务会计把人力资源视为当期费用

处理的做法 , 而将其支出资本化 , 同时也要求对人力资源会计可能创造的现在和未来收益进行反

映
[ 1]
。笔者认为 , 人力资源会计属于传统会计的范畴 。理由有二:第一 , 虽然人力资源会计有自己的

立法体系 , 但仍没有脱离传统财务会计 , 在会计核算中广泛运用了传统财务会计的一系列方法。从生

产要素核算的角度看 , 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 , 从其自身的投资形成 , 成本摊销和价值转

移过程中看 , 与传统的财务会计一脉相承
[ 2]
。第二 , 从实践上看 , 企业内部管理者 、 外部投资者和债

权人都十分注重人力资源信息 , 他们既要了解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技术领域 , 又要了解企业职工人数 、

人员素质和技术人员数量等。事实上 , 国内外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 , 都是在现行财务会计基础上进行

的 , 目标是把传统会计中没有被确认的人力资源信息单独提示出来 , 在财务报告中予以揭示 。

1.2　人力资源可视为会计 “资产” 的一部分

是否把人力资源看作一项资产 , 是人力资源会计能否成立的关键。人力资源不同于会计上 “资

产” , 带有很大不确定性 , 难以用货币计量 。主张建立人力资源会计的学者认为 , 人本身不是资产 ,

但提供服务的人其预期的服务构成了企业组织的资产 。因此 , 实质问题是:人力资源上的投资应否作

为会计资产处理 ?笔者认为 , 这个问题应从资产的性质和人力投资是否符合资产标准着手研究。

历史上 , 往往把资产定义为能获得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利 , 而弗兰姆霍尔茨认为资产是有 3个衡量



标准:它应该是会计主体可以控制的。我国 《企业会计准则》 对资产的衡量标准与弗兰姆霍尔茨的标

准基本一致。资产必须是能够用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 。至于第三条标准 , 人力资源虽然不为组织所法

律拥有 , 却受其 “控制” , 当一个企业聘用或借用一个劳动者时向劳动者支付了工资等费用 , 意味着

取得或控制了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权 。从这个角度讲 , 人力资源是会计主体的资产 , 更确切地说 , 是企

业组织中的无形资产 。

1.3　人力资源成本的资本化

传统财务会计将人力投资成本费用化 , 不反映在企业组织的对外报告中 , 无法为企业管理当局提

供人力资源方面的信息 , 也给投资者决策带来了困难 , 因此 , 人力资源成本付出即将人力资源当作资

产 , 把用于招募 、选拔 、 雇用 、培训开发和重置人力资源发生的支出予以资本化 。需解决 2个问题:

一是人力资源成本是仅指取得和开发人力资源所发生的人事管理职能成本 , 还是必须包括人力资源本

身的成本 ?二是人力资源成本在预计的服务期限内摊销 , 摊销期如何确定 ?

首先 , 从理论上看 , 人力资源成本只是人力资源本身成本和人事管理职能成本的合计 , 两者缺一

不可 。人力资源本身的成本即人才教育成本 。严格地说 , 应分摊于整个个体工作周期内 。但考虑到期

内人员流动因素 , 只能由第一个工作单位负担。在实际工作中 , 企业取得人力资源 , 并不一定支付其

本身的成本 , 只是借助于工资形式给予补偿 , 工资已在传统财务会计中作为费用处理 , 不可能在人力

资源会计中再进行资本化处理 。企业实际支付的仅是人事管理职能成本 , 即招聘 、 选拔 、雇用 、 继续

培训和开发等方面的支出
[ 2～ 4]

。因此 , 人力资源成本应该资本化多少 , 还有待于探讨。如果能实行有

偿使用人才制度 , 由用人单位向教育部门或人才流出单位支付人力资源本身的成本 , 则为解决问题提

供了基础 。其次 , 对人力资源预计使用期限的确定 , 可以按不同阶层人员 , 分别估计出他们的服务期

限 , 然后用不同的摊效率摊销 。如果中途发生人员离职或残废 , 那么未满期的摊销额作为损失处理。

至于估计服务期限的方法 , 可以用平均期限的方法 , 也可以用人才流动率方法 。总之 , 人力资源成本

可以资本化。

1.4　人力资源成本价值及其计量模式

人力资源会计的第一项基本假设便是:人是有价值的组织资源 , 承认人力资源具有价值是人力资

源价值会计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石。人力资源价值是人力资源在组织中的预期服务期间内所能提供未来

服务的估计现值 , 是企业组织对人力资源投资产生的效益 。如果把人力资源成本看作是人力资源的投

入价值 , 人力资源价值便是产出价值。人力资源投入值和产出值互为因果 。没有投入值 , 产出值难以

维持 , 甚至下降 , 而产出值的提高会诱导和促使投入值增加 , 以达到更大的产出值 。从这个意义上来

看 ,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紧密相联 , 不可分割。人力资源价值会计是人力资源会计

的核心
[ 2 ～ 5]

。

由于人力资源是企业组织中特殊的 “人性” 资源 , 具备资源的基本属性:主动性 、 活力易变性和

适应性 , 因此 , 和企业组织中其他资源相比 , 难以量化。在计量人力资源价值时 , 除计量人力资源的

货币价值外 , 还应用一定的方法计量人力资源的非货币性价值 。因此人力资源价值会计出现了 2种计

量模式 , 货币性价值计量模式和非货币性价值计量模式
[ 6]
。

1.5　人力资源会计与人才培养成本会计

人力资源会计与人才培养成本会计是 2门具有联系但基本不同的会计学科 。两者主要区别:第

一 , 应用范围不同。人才培养成本会计主要核算国家和其他投资主体对教育单位培养人才的投资 , 它

可以在一个单位的范围内进行 , 也可以在一个地区 , 甚至全国范围内进行 , 属于教育经济学范畴 。而

人力资源会计属于财务会计范畴。第二 , 核算内容不同。从计算人才培养成本的角度来考虑教育投资

的效益。人力资源会计既要核算取得和开发人力资源的成本 , 又要计算和评价人力资源的价值 , 从产

出值与投入值的比较中考察人力资源投资的效用 。两者又有一定的联系:人才培养成本会计为人力资

源成本会计提供必要的资料;且两者又都强调有偿使用人才。因此 , 在进行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和实

践时 , 必须注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 尤其要理清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与人才培养成本会计的关

系
[ 5 ,6]

。

318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　　　　　　　　　　　　　　　2002 年 9月



2　人力资源会计与林业

2.1　人力资源管理成为林业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

林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 是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不但是森林

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 更重要的是林业科技管理人才的可持续发展。林业经济的发展依靠科技依靠人才

的因素越来越大 , 林业企业中人力资源的投资也将越来越大 , 人力资源管理将成为林业经济管理的重

要组成内容。

2.2　人力资源会计成为林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

林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 , 除了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外 , 关键在于林业企业的人才战略 、人力资

源投入 、 开发和利用好企业的人力资源 。要充分开发和利用林业的人才资源必须加强管理 , 有效利用

人力资源会计的工具对人力资源进行科学的确认计量 , 准确计量人力资源成本 , 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

提高人力资源经济效益 , 提高林业企业经济效率 。人力资源会计是林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 , 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途。

3　人力资源会计在林业中的应用前景

3.1　林业产业化方式的转变 , 为实施人力资源会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进入新世纪 , 林业在生态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受到空间关注。国务院的

六大林业重点工程标志着林业定位已从以产业为主转向以公益事业为主。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发生了

重要变化 , 以资源利用为主转向生态效益为主 , 生产方式的转变 , 带来企业管理重点的转移 。国家政

策导向加大对林业企业的投入 , 势必带来产业结构的变革 , 生态林业更注重可持续发展 , 更注重管

理 , 更重视人的因素 , 为林业中应用人力资源会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用武之地。

3.2　林业企业实施人力资源会计的基础

3.2.1　做好试点推广工作　借鉴西方人力资源会计中较为成熟的做法 , 选择管理基础好企业规模较

大的林业企业进行试点 , 从试点中积累经验 , 为全面实施人力资源会计 , 提供人力资源信息 , 建立适

合我国林业企业的人力资源会计打下基础。

3.2.2　加强培训　加强对林业会计人员的培训 , 对他们进行后续教育 , 积极培养专业人才 。

3.2.3　正确处理林业会计与人力资源会计的关系　在现行的林业会计基础上 , 采用 “两轨制” 的核

算体制 , 进行人力资源核算 , 编制人力资源报告 , 披露人力资源信息。对人力资源的占有与使用情况

可以借助货币计量单位通过 “人力资产” “劳动资源” 在林业财务报表中予以披露 , 至于需要借助非

货币计量单位披露的信息 , 诸如各职能部门人数 、平均年龄 、 知识水平分布 、 工作年限 、工作业绩和

健康状况等 , 可于会计期末单独汇编成各类报表 , 如人力资源投资报告和人力资源变动报告等 , 也可

以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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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 resource accounting in the forestry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 of human resource accounting.It studiesthe capitalization the price and metrological model of human

resource cost.It also looks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esource accounting and the talents in education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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