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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招聘一名会计 , 收到应聘信 56 封 , 其中有

财经大学刚毕业的张三 , 本科学历做了 3 年

会 计 工 作 、月 薪 1 700 元 的 李 四 , 中 专 学 历

工作 15 年、具有会计师职称、月薪 3 000 元

的王五。根据上述情况列出表 3。

从 表 3 中 张 三 、李 四 、王 五 的“总 分 值 ”

看 , 王五总得分为 5, 超过了 4 分的合格值 ,

评 价 的 结 论 是 : 王 五 是 人 才 , 李 四 和 张 三 目

前算不上人才。如果仅用学历和职称两个指

标 来 评 价 , 很 难 断 定 王 五 是 否 是 人 才 , 录 用

与否很多情况下取决于招聘者的主观感觉 ,

而 李 四 和 张 三 有 可 能 就 会 被 当

作人才 , 而事实上在完成岗位工

作时李四和张三是不如王五的。

当然用本体系评定后 , 还需进一

步 地 考 察 王 五 的 其 它 非 专 业 素

质方能确定取舍。另外 , 虽然同

是 本 科 毕 业 的 张 三 和 李 四 暂 时 都 算 不 上 人

才 , 但 将 张 三 和 李 四 进 行 比 较 , 显 然 李 四 的

价 值 高 于 张 三 , 同 样 , 如 果 仅 用 学 历 和 职 称

两个指标来评定 , 是无法说明张三和李四谁

更具有价值的。

通 过 上 述 两 个 事 例 我 们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本人才评定体系的优点 , 它反映了社会对

人才的要求以及人才的相对价值 , 这些将对

组织配置、开发与更新人力资源给予方向性

的指导。此外 , 运用本体系需要注意的是 : ①

岗位转换指标的取值。如果所学专业与工作

岗位的专业要求对口 ( 或基本对口 ) , 不论其

是否工作过都取 1, 如果不对口则要看转换

后的工作岗位是不是管理岗位 , 是则取 2 不

是则取 0, 如果首次工作岗位与所学专业不

对口则取 0。②确定被评定人。被评定人起点

是具有专业技术或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 而

非仅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员。

由 于 本 文 提 出 的 人 才 评 定 体 系 是 根 植

于 大 量 的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实 践 且 通 过 理 论 研

究得出的 , 因此它解决了仅用学历与职称判

断 出 的 人 才 与 实 际 需 要 的 人 才 存 在 差 距 的

问题 , 使得人才概念动态化并与社会实践紧

密结合。当然这一人才评定体系还需要不断

完善 , 笔者在此抛砖引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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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家是经济生活中最为稀缺的人力资本资源。企业家人力资本既不同于非人力资本资源 , 也不同于一般

的人力资本资源 , 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借助于西方人力资

本理论和产权经济学理论 , 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内涵、结构与功能 , 得出关于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

的 3 个重要结论。

关键词 : 企业家; 人力资本; 产权

中图分类号: F27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7348( 2006) 08- 0183- 02

侯 锡 林

( 鞍山科技大学, 辽宁 鞍山 114044)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内涵、结构与功能

0 前言

企 业 家 人 力 资 本 产 权 的 理 论 研 究 和 社

会实践 , 在我国曾长期被视为学术禁区和实

践禁果 , 而国有企业经过 25 年的改革虽然

在很多方面都有重大进展 , 但改革的实践却

一再向世人宣告 , 我国的国有企业问题主要

是出在企业制度上。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产权

制度 , 财产权利的界定和自由交易是市场经

济 最 基 本 的 竞 赛 规 则 。 在 国 有 企 业 改 革 的

“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现代企业

制 度 ”等 各 阶 段 上 , 都 是 围 绕 着 物 质 资 本 的

产权展开的 , 从而回避了人力资本产权 , 特

别 是 企 业 家 人 力 资 本 产 权 的 明 确 界 定 和 合

理安排。

1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内涵

企 业 是 一 种 以 契 约 方 式 把 各 个 合 作 者

的资源集中起来的组织。提高了生产力的这

些来源各异的资源称之为“协作”的生产力 ,

企 业 的 产 出 已 经 不 是 这 些 合 作 者 贡 献 的 投

入而形成的各自产出的总和 , 而是由这些合

作 者 组 成 的“团 队 生 产 ”所 生 产 的 难 以 归 因

于个别合作者的价值。换句话说 , 人们已经

无 法 指 出 其 中 每 一 种 资 源 单 独 的 最 终 产 出

价值是多少。为此 , 明确界定作为不同产权

主体的各个合作者的权利边界 , 是合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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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不确定的最大化利益”或称企业“团队

生产”产生的利润在内的价值的前提。事实

上 , 为企业提供资源的合作者可以划分为 3

类 : 一 类 是 异 质 型 ( 具 有 边 际 报 酬 递 增 的 生

产 力 属 性 ) 人 力 资 本 资 源 的 所 有 者 , 即 企 业

家 ; 另 一 类 是 同 质 型 ( 具 有 边 际 报 酬 递 减 的

生 产 力 属 性 ) 人 力 资 本 资 源 的 所 有 者 , 即 普

通雇员 ; 第三类是物质资本资源的所有者。

本文的讨论仅限于异质型人力资本产权。

企 业 家 人 力 资 本 产 权 是 企 业 家 作 为 异

质 型 人 力 资 本 的 所 有 者 享 有 的 一 种 特 殊 产

权 , 它是在一定的委托―代理契约和国家的

法 律 、法 规 的 约 束 下 , 由 于 其 拥 有 的 异 质 型

人力资本而引起的受益或受损的权利 , 体现

的 是 企 业 家 在 规 定 的 权 利 界 限 内 一 组 行 为

性权利 , 或者说是一个“权利束”。企业家人

力资本产权的内涵中包括以下 6 层含义:

第一 ,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既不同于同

质型人力资本产权 , 也区别于物质资本的产

权 , 这是因为企业家所拥有和使用的异质型

人力资本是一种更为稀缺的经济资源。异质

型 人 力 资 本 所 附 着 的 权 利 数 量 和 稀 缺 强 度

是其经济价值大小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 ,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不是有形的

东西或物品 , 而是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 , 是

人 与 人 之 间 由 于 稀 缺 的 异 质 性 人 力 资 本 的

存在而引起的、与其使用相关的关系。

第三 ,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是一种行为

权利 , 是界定企业家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

正 如 德 姆 塞 茨 在 揭 示 产 权 起 源 时 指 出 的 那

样 :“在 鲁 宾 逊 的 世 界 里 , 产 权 是 不 起 作 用

的。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 , 其重要性就在于

事 实 上 它 们 能 帮 助 一 个 人 形 成 与 其 他 人 进

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 , 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

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产权的所有者

拥 有 他 的 同 事 同 意 他 以 特 定 的 方 式 行 事 的

权利。”这里“要注意很重要的一点是 , 产权

包 括 了 一 个 人 或 其 他 人 受 益 或 受 损 的 权 利

[1]。”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规定了企业家可以

做什么 , 不可以做什么。如果企业家在与其

他 人 相 互 作 用 的 过 程 中 严 格 遵 守 了 这 些 规

定 , 就会受益( 例如 , 分享和配置企业剩余控

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 反之 , 如果企业家做了

这种产权规定不该做的事情 , 就会受损 , 即

必 须 承 担 不 遵 守 产 权 规 定 所 引 起 的 惩 罚 成

本( 例如 , 承担违约责任) 。

第四 ,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是可以分解

的一束权利。如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可

以横向分解为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 ,

也可以纵向分解为出资权、经营权和管理权

等 , 分解后的每一种权利还可以进行更细致

的分解。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分解过程 ,

也是权利界定的过程 , 权利界定是否合理直

接关系到交易费用的高低。因此 , 企业家人

力资本产权是一个复数的概念。这种产权分

解的必要性 , 取决于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

矛盾运动的规律。从发展的趋势看 , 随着生

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 ,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

由 合 一 到 分 解 是 社 会 分 工 的 发 展 在 这 种 产

权权能行使方面的具体表现。

第五 ,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是可以交易

的权利。产权的排他性是产权交易的前提 ,

特定的产权主体是唯一的和垄断的 , 特定的

产权是有边界的和可以计量的 , 否则就不能

把 特 定 产 权 从 其 它 产 权 中 分 离 出 来 用 于 交

易 , 也不能在交易过程中对产权进行有效计

量 , 只 有 排 他 的 、界 定 清 晰 的 产 权 才 具 有 可

交易性。

第六 ,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并不是一种

不受限制的权利 , 它不但受到委托—代理契

约的约束 , 还要受到法律明确规定的限制的

约 束 , 无 论 这 种 约 束 合 理 与 否 , 其 结 果 是 缩

小 了 异 质 型 人 力 资 本 的 所 有 者 可 以 做 什 么

的选择集合。

2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结构

产 权 的 结 构 是 通 过 产 权 的 界 定 来 加 以

划分的。产权的界定就是把特定产权的行为

“权利束”通过分解界定给产权的主体。界定

的 方 法 的 两 种 : 一 是 法 律 机 制 ; 二 是 私 下 交

易与商定。目前 , 理论界对企业家人力资本

产权结构的分析框架的认识是不统一的 , 有

些 学 者 将 企 业 家 人 力 资 本 产 权 结 构 主 要 划

分 为 权 利 、权 能 、权 益 和 权 责 4 个 基 本 组 成

部分[2, 3]; 也有的学者是从剩余索取权的角度 ,

对 企 业 家 人 力 资 本 产 权 结 构 进 行 了 卓 有 成

效的考查[4]。

笔者认为 , 在考可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

结构时 , 不能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对产权结构的影响 , 也

不 能 忽 视 异 质 型 人 力 资 本 与 同 质 性 人 力 资

本的区别及其相互转化。因为一定的制度安

排 决 定 了 谁 拥 有 人 力 资 本 产 权 以 及 人 力 资

本产权与其载体的分离程度。换句话说 , 人

力资本载体并不天然拥有人力资本所有权 ,

人 力 资 本 载 体 并 非 天 然 是 人 力 资 本 产 权 主

体 。 这 个 结 论 可 以 通 过 考 察 制 度 变 迁 来 获

得。同时 , 资本同质性的假设是资本理论的

灾难 , 而既有人力资本理论并没有能够明确

界定人力资本非同质性的存在[5]。

在既定制度安排的约束下 , 一个完整的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

转让权 , 其中每一种权利又可以细分。例如 ,

某 企 业 家 既 可 借 助 自 己 拥 有 的 异 质 型 人 力

资本和物质资本创办自己的企业 , 并且亲自

经营管理 ; 也可以契约的形式受雇于别的企

业。这样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就可以由

企业家本人行使 , 也可以全部转让或部分转

让给别人。转让权又可分解为两种不同的权

利 : 当 使 用 权 全 部 归 企 业 家 本 人 时 , 异 质 型

人力资本的收益由他独享 ; 而当使用权非永

久性转让时 , 收益则在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所

有者和使用权购买者之间分享。这里又体现

了收益权的分解。需要指出的是 , 笔者并非

把产权视为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简单

加总 , 而是企图深入分析产权可转让条件下

产 权 的 全 部 权 利 在 空 间 和 时 间 上 的 分 布 形

态 , 以及产权内部各种权利之间的边界和相

互制约的关系 , 可归纳为如下 4 点:

第一 ,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中的使用权

和转让权源于占有权和支配权 , 而占有权和

支配权是由所有权衍生出来的权利。

第二 ,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中的收益权

是 由 企 业 家 对 其 拥 有 的 异 质 型 人 力 资 本 使

用权的行使 , 或者是使用权与转让权行使而

引起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如上例所

述 , 如果企业家放弃异质型人力资本的转让

权 , 则他享有相对完整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

索取权。然而 ,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 由于企业

家个人拥有的物质资本可能是匮乏的 , 为了

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 通常借助于完善的

经 理 市 场 来 行 使 自 己 拥 有 的 异 质 型 人 力 资

本的转让权。此时 , 他只拥有部分剩余控制

权和剩余索取权。

第三 , 剩余控制权是指那种事先没有也

不能在契约中明确界定如何使用的权利。剩

余控制权之所以存在 , 原因在于企业契约在

本质上是不完备的。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的

是占有权、支配权以及使用权、转让权。剩余

索取权是相对于契约收益权而言的 , 是未在

契约中事先规定 , 而是在企业总收入中支付

契约费用后的余留收益权。剩余索取权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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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Proper ty
Rights on Human Capital of Entrepreneur

Abstract:The entrepreneurship was one of the scarcest human capital in economic life.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differed from not only material capital but also general human capital. An entrepreneur gave full play to

his prominent function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progress. With the aid of the western hu-

man capital theory and th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this paper profoundly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trying to answer the focus problems from theoretical levels.

Key words:entrepreneur; human capital; property rights

体应该是企业风险的承担者 , 因为剩余是不

确定的 , 没有保证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

取权共同构成了企业所有权。

第四 ,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中的收益权

隐含着受损的权利。这是因为如果企业家人

力资本产权的行使不受任何制度约束 , 那么

产 权 主 体 行 为 的 后 果 所 引 致 的 外 部 性 难 以

内部化 , 即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主体行为会

对其他经济个体造成损害 , 而且极端的自利

追 求 会 导 致 企 业 利 益 有 机 体 内 部 矛 盾 的 显

性化 , 从而影响企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6]。

因此 , 如果企业家做了产权规定不该做的事

情 , 就 会 受 损 , 即 必 须 承 担 不 遵 守 产 权 规 定

所引起的惩罚成本。

3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功能

在一个资源不稀缺的世界 , 或者是鲁宾

逊的世界里 , 产权是不起作用的。但是人类

社会面临的是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 , 每个人

的自利行为都要受到资源的约束。如果不对

人 们 获 取 资 源 的 竞 争 条 件 和 方 式 做 出 具 体

的 规 定 , 也 即 没 有 设 定 产 权 安 排 , 就 会 发 生

争夺稀缺资源的利益冲突 , 以产权界定为前

提的交易活动也就无法进行。因此 , 通过建

立 产 权 制 度 能 够 让 人 们 知 道 应 该 如 何 获 取

资源 , 以及在什么样的权利范围内可以选择

资源的使用。在产权规则能够得到有效实施

的前提下 , 每个交易当事人都将得到他应得

的 权 益 , 同 时 也 都 将 支 付 应 由 他 承 担 的 成

本。所以 , 德姆塞茨认为 , 产权的一个主要功

能就在于“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

在化的激励”。外部性或称外部效应是指平

等 的 所 有 权 主 体 之 间 在 直 接 或 间 接 的 交 易

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损益现象。

企 业 家 人 力 资 本 产 权 的 主 要 功 能 也 在

于引导企业家“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

的激励”。这种激励功能的发挥是借助于剩

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享来实现的。拥

有 异 质 型 人 力 资 本 的 企 业 家 作 为 平 等 的 产

权主体与同质型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物质资

本 的 所 有 者 以 契 约 的 形 式 共 同 分 享 了 企 业

的所有权。企业家所获得的部分剩余控制权

和 剩 余 索 取 权 , 从 本 质 上 看 , 是 企 业 家 人 力

资本产权衍生出来的权益回报。这种权益回

报 所 产 生 的 激 励 功 能 可 以 概 括 为 如 下 3 个

方面:

第一 ,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可以促使企

业 家 通 过 学 习 和 实 践 , 不 断 地 积 累 、开 发 和

再投资于他所拥有的异质型人力资本 , 以保

持边际报酬递增的生产力属性。从长期的角

度分析 , 任何个人通常都不愿投资于边际报

酬递减的项目。只有在产生边际报酬递增的

生产力条件下 , 才有长期投资的经济价值。

第二 ,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可以促使企

业 家 对 其 活 动 所 触 及 范 围 内 的 经 济 资 源 进

行最有效率的配置 , 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绩

效 , 从而证明其具有专用性的异质型人力资

本的价值存在 , 满足其异质型人力资本投资

的贴现需求。

第三 ,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可以促使企

业家减少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倾向。尽管异

质型人力资本可能比同质型人力资本、物质

资 本 具 有 更 多 的 道 德 风 险 倾 向 , 但 是 , 一 个

理 性 的 企 业 家 不 可 能 随 意 地 采 取 机 会 主 义

行为 , 因他清楚地知道机会主义行为本身存

在 着 风 险 成 本 和 机 会 成 本 , 而 且 最 重 要 的

是 , 机会主义行为可能使其拥有的异质型人

力资本的市场价值贬值 , 从而减少其拥有的

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份额 , 并使他在

企业的谈判地位大打折扣。

4 结语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得出关于企业家人

力资本产权的 3 个重要结论 : 一是异质型人

力资本产权是一组行为“权力束”, 它区别于

同质型人力资本产权和物质资本产权。二是

通 过 对 异 质 型 人 力 资 本 产 权 结 构 的 分 析 表

明 , 该“权 力 束 ”内 部 的 各 项 权 能 是 分 层 次 、

有 秩 序 、相 互 制 约 的 有 机 整 体 , 而 非 各 项 权

能的简单相加。异质型人力资本产权的衍生

顺序为 : 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

转 让 权→收 益 权 或 剩 余 控 制 权 与 剩 余 索 取

权。三是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具有内生的激

励 功 能 ,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功 能 是“实 现 将 外 部

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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