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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资本从存在形式上看具有潜在性、隐形性；从其价值实现方式来看，具有整体性、动态性 ；从其量化技 

术来看，具有难以测度性。这些决策变量的非确定性，增加 了知识资本积累、传输和利用的复杂性和管理技术难度，从而 

产生了知识资本风险。知识资本风险管理，应以建立知识资本管理系统为基础；以开发人力资源，增进人力资本积 累为 

中心；以培固结构资本为支持；以知识产权资本的合同保护、制度保护和法律保护为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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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初现端倪 ，知识资本已成为企 

业资本的核心动力要素，其作用和地位 日显 

突出。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使知识资 

本经营风险加大，知识资本风险管理应运而 

生。知识资本风险管理 ，是企业针对知识资 

本营运过程中产生的风险而制定 的管理制 

度和管理方式，其目的就是运用管理体系保 

护、激励企业的知识创新 ，防止知识资本流 

失和被非法侵 占，使其风险系数趋向最小 

化，保持知识资本的最大活力 ，实现最佳的 

知识资源效率与效益。 

l 知识资本及其特征 

知识资本概念是西方学者首先提 出来 

的，最早提出知识资本概念的加尔布雷思认 

为 ：知识资本是一种知识性活动 ，是一种动 

态资本 ，而非固定的资本形式。斯图尔特认 

为知识资本是企业组织和国家最有价值的 

资产，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体现在员工的技 

能和知识、顾客忠诚及企业的组织 、文化 、制 

度和动作所包含的集体知识中。 

关于知识资本的构成 ，斯图尔特指出， 

知识资本的价值体现在人力资本、结构性资 

本和顾客资本三者之中，人力资本是企业员 

工所具有的各种技能和知识；结构性资本是 

企业的组织结构、制度规范、组织文化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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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资本则指市场营销渠道 、顾客忠诚 、企业 

信誉等经营性资产。这三种资本交互作用， 

共同推动知识资本持续增值。 

分析以上学者关于知识资本及其构成 

的阐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 

(1)知识资本是一种以知识和能力为基 

础的隐形资本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显形物 

质资本概念 ，隐含在人力资源、组织结构(含 

制度 、文化)、企业外部市场资源和企业无形 

资 产之 中。 

(2)知识资本是一种知识性的活动 ，呈 

现出明显的动态性。以组织或个人的知识与 

能力、组织结构、制度和文化 、组织的关系资 

源或形象资产等形式存在的知识性资源，只 

有与其他生产经营要素动态地结合在一起 ， 

形成一种知识性的活动，才能释放出其资本 

效力，实现不断增值。 

(3)知识资本是一种以人力资本为核心 

的有机整体。知识资本由人力资本 、结构性 

资本和市场经营性资本构成。人力资本是最 

重要的知识资本，是知识资本实现价值递增 

的驱动力量，是企业创新之源。世界银行提 

出的“国民财富标准”认为 ，在 自然资源 、生 

产资产和人力资本三者之中，人力资本占全 

球国民财富总值的64％。结构性资本是知识 

资本运用的程序和软件 ，优 良的结构性资本 

确保知识资本运行安全有序并决定企业各 

种资源的合理配比。市场经营性资本则是知 

识资本的市场价值体现，并通过企业形象 、 

信誉的积累，培养员工和顾客的认同感、忠 

诚感 ，疏通市场渠道 ，实现知识资本向市场 

价值转化。人力资本 、结构性资本和市场经 

营性资本三者有机结合 、互相作用 ，作为一 

个有机整体成为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知识资本的测度具有不确定性。知 

识资本作为一种无形资本 ，以潜在的方式动 

态存在 ，不仅其资本存量难以精确计算 ，而 

且，在知识资本的使用过程中，人力资本 、结 

构性资本和市场经营性资本相互整合 ，因此 

难以准确量度三者各 自的资本用量及收益。 

人力资本 的客观存量还会因员工的学习积 

极性和创造热情的高涨或 回落而动态地递 

增或递减，其增量和减量也难以确切测量； 

组织结构重组 、重大制度变迁、人事更迭、企 

业文化的塑造等因素也会引起结构性资本 

的不断变化 ；市场经营性资本更因市场因素 

的复杂和多变而激烈动荡。这些不确定性都 

增加了知识资本测度的技术难度。 

2 知识资本风险来源及其表现 

所谓风险，是指经济主体的信息虽然不 

充分，却足以为其备选方案的每一个可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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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结果指定一个概率值。现实经济生活中 

信息不可能是完全充分的，决策变量的非确 

定性使决策者难以为每一个备选方案计算 

出一个确定无误的结果值 ，其选择就面临着 

非最优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会产生风险。 

知识资本从存在形式上看 ，具有潜在 

性、隐形性 ；从其价值实现方式来看，具有整 

体性 、动态性；从其量化技术来看 ，具有难以 

测度性。这些决策变量的非确定性都增加了 

知识资本积累、传输和利用的复杂性和管理 

技术难度，从而产生知识资本风险，其主要 

表现为 ： 

(1)人力资本流失严重。人力资本的流 

失主要是由掌握知识和技术的人才流动和 

流失造成的。人才的合理流动是社会资源配 

置的客观要求，人才的流失则是管理不善造 

成的恶果。人力资本是依附于其承载者个人 

的，以潜含的，未编码的形式存在 ，人才的流 

动和流失都将带走未编码的知识和技术 ，使 

企业失去最宝贵的知识资本，更为严重的 

是，流失的知识资本有可能成为对立的竞争 

性资本对企业造成直接的或潜在的威胁。 

此外，人力资本的流失还表现为人力资 

本主体的“热情”流失。许多亏损严重和濒临 

倒闭企业失败的关键原因是长期不重视培 

养企业精神，没有健康的强势企业文化 ，员 

工凝聚力差 ，缺乏责任心，学习和创新的动 

力不足 ，不愿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释放“热 

情”。陈惠湘在《中国企业批判》中明确指出： 

“人才是企业利润最高的产品，又是企业风 

险最大的投资。” 

(2)企业结构调整 、资产重组 、企业制度 

变迁 、领导人更迭 、企业文化重塑造成结构 

性资本激剧振荡。如果说人力资本最富活力 

和创造性，结构性资本则 以其稳定性的功能 

发挥为知识资本运动提供体制保证 和制度 

支持。质量优良的结构性资本以其稳定性、 

坚强性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而质量低劣的 

结构性资本则因其动荡性 、脆弱性造成资本 

经营的巨大风险。近年来 ，为了尽快与国际 

市场接轨，我国企业纷纷进行公 司化改造 、 

资产重组、制度翻新和企业文化的重新塑 

造，改革的阵痛无疑会波及到企业的各个层 

面 ，从而加大知识资本运行成本和经营风 

险 。 

(3)国外企业对专利 、商标等知识产权 

资本的疯狂抢占和抢注。知识产权资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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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技术原理 、商业秘密 、版权 、专利权 、商 

标、服务标识 以及一些设计的专有权，是一 

种权利资本 ，这些经过编码的知，识资本很容 

易被模仿或侵占，这一潜在危险并没有引起 

我国企业的足够重视。某大型集团公司“九 

五”以来取得科技成果6 000多项，获得国家 

省部级成果奖550多项，但是获得专利的只 

占9％，在同一技术领域 ，该公司拥有专利 

30o多种 ，而国外公司则拥有专利3 30o多 

种 ，市场竞争力和生存发展空间差距明显。 

我国企业发明专利年申请量 (1999年3 490 

件 ，2000年8 316件 )还赶不上 日、美一家企 

业的年申请量，在未来全球市场竞争中，我 

国企业乃至中国将会赢得多少份额? 

(4)品牌、商誉等企业形象资产被大量 

侵吞和损毁。企业品牌 、商誉作为维系顾客 

关系、培养顾客忠诚感的纽带和绿色通道 ， 

是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实现企业经营 目标 

的重要无形资产，经营成本非常高 ，是企业 

在人力、智力、资金等方面长期投入的结果。 

一 位法 国企业家说 ：“企业信誉决定企业生 

存与命运 ，信誉是无形资产，属于知识资本 

的重要内容。”而我国许多企业还没有把品 

牌保护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比如，改 

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饮料行业逐步形成八大 

品牌并驾齐驱，但 目前已有七家被可口可乐 

和百事可乐控股兼并而易帜，这种情况在各 

行业都普遍存在。此外，企业产品创新慢 ，大 

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在服务上不能兑现承 

诺，消费者投诉统计直线上升；在资信上，财 

务信息披露不能公开、公正 、公平，逃避银行 

债务。这些非道德行为与现代市场观念相去 

甚远，严重损毁了企业形象和商誉。 

3 知识资本风险管理 

随着知识经济和高新科技产业的迅猛 

发展，西方许多国家很早就提出了知识资本 

风险管理理念，并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知 

识资本风险管理制度。研究并借鉴其成熟的 

管理经验 ，逐步形成适应中国市场特点的 

“知本”风险管理制度和方式十分必要。 

3．1 建立知识资本蕾理系统 ．在组织机制 

上．为知识资本保护创造条件 

(1)为企业配备知识总监 ，使之成为专 

门的知识资本主管职位。 

(2)建立企业知识资本信息库 ，培植和 

壮大知识资本源 ，经过分类编 目，使用计算 

机和网络技术存储和积累起来 ，成为企业知 

识传输和共享的必备基础结构 ，并为知识资 

本的开发和利用提供支持。 

(3)建立知识资本量化评估指标体系。 

1995年5月 ，瑞典最大的金融保险公司斯堪 

的亚 (SKANDLA)公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知识 

资本年度报表，开创了企业知识资本量化评 

估和管理之先河。该评估体系分为5个一级 

指标和123个二级指标，涵盖了财务 、客户 、 

人力资本、创新 、业务运作等企业管理的诸 

多方面，展示了广泛的应用前景。 

突出重点，把开发人力资蠢，增进人力 

资本积曩作为知识资本蕾氇的中心工作 

(1)做好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规划 ，网络 

各方人才，不断壮大人力资本源。 

(2)在现有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中， 

根据整体优化原则 、能级对应原则、互补增 

值原则 ，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充分发 

挥人力资本存量的最大效益。 

(3)突出人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实 

施人本管理，体现对人力资本主体的人文关 

怀。人本管理的具体内容就是情感管理 、民 

主管理 、人才管理和文化管理，培养人力资 

本主体的工作积极性 、主动性、责任感和创 

造热情，从内在品质上优化人力资本。 

(4)建立人力资本的激励与约束相结合 

的管理机制。激励就是激发人力资本主体的 

工作积极性 、创造性 ，为人力资本主体提供 

精神动力支持。激励的基本原则是：目标与 

效率相结合，个体激励与群体激励相结合， 

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外激励与内激 

励相结合，正激励与负激励相结合。约束就 

是通过对人力资本主体行为的规范，尽量减 

少因其流动和流失造成的负面影响，约束机 

制分为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两个方面 ，内部 

约束 主要为公司章程约束 、合同约束 、偏好 

约束等，外部约束则为法律约束，道德约束、 

人力资本市场约束，行业组织约束。 

(5)建立学习型组织 ，培养 团队学习精 

神，营造企业学习氛围。彼德 ·圣吉提出了 

“学习型组织”这一概念 ，他认为，不会学习 

的企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 中将存在致命的 

危险，学习型组织是一个具有持续创新能 

力，能不断创造未来的组织。在学习型组织 

中，员工将学习提高看作是 自我实现的需 

要，并将 自我实现的价值取向与组织发展 目 

标融为一体。学习型组织是人力资本增加存 

镧 



量和不断增值的最佳平台。 

3．3 培固结构性资本 ，建立网络型组织结构 

(1)与时俱进 ，不断进行管理创新和制 

度创新，与世界管理科学的发展潮流接轨 ， 

优化结构性资本。 

(2)把建立和完善企业契约制度作为培 

固结构性资本的基础。契约制度是企业所有 

制度安排的基础性制度，是企业制度采取的 

最主要形式。企业制度契约化，是现代企业 

制度的重要特征。 

(3)组织结构网络化、扁平化 、柔性化。 

在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 ， 

组织环境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趋势，传统 

的“金字塔”型的科层式组织结构 ，越来越不 

适应信息社会要求 ，减少管理层次和管理职 

能部门 ，能减少企业 内部“摩擦力”，提高管 

理效率和市场反应灵敏度，使组织管理网络 

系统的每一个结点发挥最大效力。因此组织 

结构网络化 、扁平化和柔性化，是现代企业 

管理的显著特征和时代要求。 

(4)培植优秀的企业文化 ，充分发挥企 

业文化 的凝聚、导 向、激励 、协调和教育功 

能，有效整合企业各种资源 ，为知识资本效 

力发挥创造条件。 

3．4 增加风险防范意识，为知识资本向市场 

价值转化提供 安全保障 

(1)树立超前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明 

确人力资本产权归属。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以知识和 

技能表现的价值存量，人力资本产权归人力 

资本投资者所有，但因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 

多元性(国家 、企业 、家庭 、个人等)和投资行 

为的长期性 ，造成人力资本产权分割的困 

难 ，此外 ，人力资本除了存在一个投资主体 

意义上的所有者外，还存在一个承载主体意 

义上的所有者，这是人力资本的人身依附性 

所决定的。因此，人力资本产权明晰化是人 

力资本风险管理的前提。 

(2)知识资本 的合同保护 、制度保护和 

法律保护 

首先 ，在雇佣员工的工作合同中，要订 

立 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条款和商业秘密保 

护条款 ，与员工约定竞业避止条款(即对与 

企业相竞争业务的规避)或商业秘密保守义 

务。第二，建立以技术开发为核心的专利保 

护机制和商标注册制度 ，缩短知识编码流 

程。第三，将知识资本置于法律保护之下。对 

于市场竞争中的侵权行为，要利用《知识产 

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赋予的权利 ，以 

法律手段 维护 自己的权 益。 

(3)树 立 良好 的企业形 象 ，增 强企 业 的 

市场竞争能力。 

良好的企业形象建立在品牌和企业信 

誉的基础上，品牌和信誉的塑造过程实质上 

是企业与顾客心理契约的构建过程，品牌和 

信誉是企业与顾客的沟通桥梁和联系纽带。 

心理 契约一旦形 成 ，就会成 为深层次 的心理 

积淀 ，心理契约的无形规约使顾客在市场急 

剧变化的动态环境中保持对企业 的忠诚和 

持久的心理依赖 ，从而成为企业规避市场风 

险 的安全 防火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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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tative Analysis of the Risk Contro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Abstract：From the aspect of existing form intellectual capital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tentiality and 

latency；in the way of its value realization，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ity and mobility；From the 

aspect of measurement technique．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mcult measurability．The instability of the 

decision-making variab les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accumulation，transference and 

utilization and the difficulty of management technique，thus intellectual capital risks come into being．In— 

tellectual capital risk control should mak e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control system as its 

basis；the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labour power accumulation as its centre；the structural capital 

strengthening as its support；the contact protection，system protection and law protection of knowledge 

property right capital as its safeguard． 

Key words：Intellectual capital ；risks；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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