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探析 

文/李 静 曾琼芳 

   一、 人力资源参与收益分配探索 
   人力资本如何参与企业的收益分配，需要不断实践并加以完善。包括收益分配的具体方式、
企业各项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比例安排，以及各要素对企业风险的分担等问题。现有的人力资本参
与收益分配的方式有职工股、效益工资、劳力股及人力资源权益股等。人力资源权益股是劳动者按
其投入企业的人力资源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在企业中所拥有的股份，是在劳动者进入企业时就确认其
所拥有的人力资源投入企业时就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计量确定其价值，并以此确定其应享有的利益
分配权。将劳动者投入企业的人力资源视为对企业的投资形成人力资本，劳动者作为人力资源的所
有者享有由人力资本产生的剩余索取权。笔者认为这种方式是合理的且是可行的。 
   企业收益在进行分配时，比例确定实质上是受各方关系作用均衡的过程。劳动者要选择能使
自身价值得到有效实现、能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的地方投入其拥有的劳动力。投资者要选择能获得
更大的投资收益率的方向进行投资。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和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一样，都拥有资本的所
有权、补偿权和收益权。投资者将物质资产投入企业后，企业取得了投资者投入资产的自主处分
权，因此资金的利用率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劳动者。劳动者的补偿权通过获得工资报酬来体现，而投
资者的补偿权应当体现为企业收益中无风险收益率以下的收益，即企业低于无风险报酬率时的收益
应当全部作为投资者的补偿权归投资者所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取得了自己的补偿权以后，再
按照他们贡献的大小对企业超过无风险收益率以上的收益进行分配。按照人力资本投入企业时相关
机构或者人员对其价值的确认及物质资本的实际价值的确认数额，确定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分别在
企业资本中所占的比重来对两者应当享受的企业收益进行分配。首先，以行业的平均收益率为均衡
点，当企业收益正好达到行业平均收益率时，企业收益超过无风险报酬率以上的收益，按照原来确
定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所占的比例来进行分配，这时，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搭配使两者的作用
正常发挥，它们的结合正好使企业的收益率达到了行业的平均收益率。其次,当企业的收益率低于
行业平均收益率但高于无风险收益率时，企业收益在无风险报酬率和行业平均收益率之间的部分，
应该按低于人力资本总额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来向劳动者分配收益，而向物资资本投资者多分配
收益。这是企业劳动者的努力没有达到行业的平均水平，因此要按调低的比率来向劳动者进行收益
分配。最后，当企业收益高于行业平均收益率时，对于无风险报酬率至行业平均收益率之间的部
分，仍然按照人力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进行分配。对于超过行业平均收益率的部分，应按照高于
人力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比例的比率进行分配，多向劳动者分配。因为这时企业劳动者的努力超过
了行业的平均水平，人力资本的贡献大，应调高比率进行分配。 
   二、人力资本对企业风险的承担 
   传统的收益分配理论认为，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应该享有剩余资产权，因为物质资本与其所有
者在自然形态上可以分离，物质资本一旦投入企业，就不容易退出企业。因此，物质资本是企业风
险的必然承担者。而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与其自然形态具有不可分离性，劳动者可以随意退出企业，
逃避风险。因此，劳动者只能拿工资。在当代，虽然人力资本与所有者具有不可分离性，但其知
识、能力、权力、地位、荣誉、机会、人际关系、心理平衡状态等，都是特定经历和特定环境的结
果，一旦离开这个企业，这些人力资本要素不可能完全随身带到另一个企业去，这会使原有的人力
资本贬值，在新的企业中，还需要进行新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累。同时由于当代生产经营的复杂程
度越来越高，人力资本所有者必须共同协作形成的集体的合作力，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使
其人力资源的价值得以实现。因此人力资本也是企业风险的必然承担者，而且具有承担风险的自觉
性和主动性。 
   人力资本既是剩余收益的享有者，当然也是风险的承担者。当企业发生亏损时，劳动者应对
此承担主要责任，因为亏损不是投入企业的资金有问题，而是全体劳动者的责任。即如果劳动者提
供的劳动没有创造出新的价值，则其应对物资资本投资者损失的投资部分和本应得到的收益做出补
偿。因此在企业有收益的年度进行分配时，从应当由人力资本享有的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形成人力
资本公积金，在企业发生亏损的年度，首先以这一部分公积金进行弥补，不足的部分再由物质资本
的盈余公积进行补偿，仍然不足的，在以后年度的收益进行补偿，补偿完后的收益再在人力资本和
物质资本之间进行分配。当企业破产清算时，企业的人力资源对于企业来说已彻底贬值，它的分配
顺序应在物质资本的投资者之后，实质上也是人力资本承担破产风险的体现。  
   总之，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探索新的分配模式具有理论和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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