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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资本)管理审计，是审计理论和审计实践的最前沿问题。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时代和市场经济的工业社会时

代，土地和资本先后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因而成为社会经济配置的主导性资源，劳动力只是一般的生产要素之一。知识

经济的后工业社会时代，人力资本已成为各种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或者说是

形成竞争力的最基本要素。因而，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就成为管理乐章的重音符，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的悉尼声明

就特别强调人力资源管理和利用的审计问题，这也确实是当前中国审计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基本要求和首要选择。

人力资源(资本)管理审计的目标内容如何确定?现在的论文有的太简单有的太繁杂，我以为主要应从人力资源(资本)在其

企业或其他组织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人力资源(资本)管理的内部逻辑关系来确定其目标内容。 

第一、人力资源(资本)管理的内部控制审计 

人力资源(资本)内部控制，是保证人力资源各项方针政策得以贯彻的基本保证。审计主要是通过对人力资源(资本)的招

收、管理、培训、使用、激励一整套规章制度进行审查与评价。审查其有与无，完善与否，执行严格程度。评价其内控

制度的适当性。适当性的评价是对审计的很高要求。审查评价其是否与时俱进，即在相对稳定的原则下，能否随着环境

和条件的变化而调整本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控制政策。 

第二、人力资源(资本)的开发利用程度审计 

人力资源(资本)的开发利用，是人力资本运作的基本内容和方式。物质资本、货币资本运作不好，即出现亏损、破产，

但一般不主动消耗其他资本。而人力资源(资本)运作不好，自己不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即除具有一般资本的共同特

性——自我贬值，还要消耗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特别还是要抵消人力资源的其他个体价值和总体协作价值。所以，人

力资源(资本)的开发利用不但要使其个体不断保值增值，并要使其价值得到充分发挥。更重要的是由个体人力资源(资

本)协调聚合的群体价值。群体价值并不是个体价值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协调要聚合。不是加法，而是1+1>2的聚合或乘

法效应。人力资源(资本)的管理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对人力资本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因而对人力资源(资本)管理的审

计就是最有价值的审计。 

通过对招聘、培训、使用、增值、文化、协调聚合等的审计监督，使人力资源(资本)的开发既能适用于当前的现实需

要，又能考虑超前的，顾及到未来的发展后劲。促使其能建立起一个制度化、科学化的动态运行机制。特别是对人力资

本的增值培训的投资问题，要有妥当的计划安排。即人力资本培训的投资要有强制的措施，还应按销售收入或税后利润

的一定比例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培训，或按其岗位定期或不定期培训，使人力资本的增值有制度安排。 

第三、企业人力资本产权审计 

人力作为资本就必然有产权的存在，这里涉及到劳动法规契约中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者权益约定、人力资本的参与收益

分配、激励等诸多问题。当然，审计不能大包大揽。主要是劳动者权益在企业契约的规定是否受到尊重；人力资本的所

有权分配关系的落实程度；人力资本定价与激励方式的适当性，及其效果。 

通过对企业人力资本产权的审计监督，使企业在不与法规相冲突的前提下，建立起不侵犯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能够充

分有效地调动不同层级的人力资本载体者的积极创造性，既能使个体人力资本价值增值，又能有效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恰当机制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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