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智力资本会计应用初探① 

朱学义 黄元元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221008) 

【摘要】本文借鉴国内外智力资本的研究成果，从智力资本的概念、分类、内容构成、核算体系的设计与现行会 

计制度的改革等方面对我国智力资本会计系统的建立和应用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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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瑞典卡尔 ·艾里克 ·斯维比在其 《知识型公司》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智力资本概念。 

199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第一次指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 

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是一种智力支撑型经济，即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 

分配和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1997年5月，瑞典第一大金融和保险公司——skandia发布世界上 

第一个公开的智力资本年度报表 (传统财务报表的补充)，标志着智力资本会计的诞生。虽然，会 

计界一些人士认为，美国密歇根大学企业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学家赫曼森 1964年创立的 “人力资 

源会计”是智力资本会计研究的起点 (Robin Roslender，2000)，但他们同时也认为，“在知识经济 

条件下”，“人力资源会计自然升华为智力资本会计”(谭劲松，王朝曦，1999)。1998年5月，我 

国在北京举办了 “智力资本与教育观念的转变”研讨会，拉开了我国智力资本研究的序幕。几年 

来，国内外智力资本会计的研究和应用仍在总结、提炼、探索之中。本文借鉴国内外智力资本研究 

的一些成果，谈谈我国智力资本在会计上的应用设想。 

一

、 智力资本的定义和分类 

(一)智力资本的定义 

我国引用国外智力资本概念时有三种描述：一是指技能、诀窍、经验及创新能力的知识资源型资本 

(郝丽萍，黄福广，1999)；二是指智商高、专业知识深、创新能力强的智力人才型的价值表现 (李玲， 

2000)；三是突出高科技特征且具有独占性的全新型 (新理念、诀窍、管理技术、专利技术和新成果、新 

产品等)、扩张型的价值资本 (李忠斌，2000)。国外定义智力资本侧重于智力带来的竞争优势和财富。 

英国 《管理会计》(伦敦)2000年3月刊登 “智力资本会计——当代管理会计之新观点”一文时引用的 

是Edvinsson对智力资本下的定义：智力资本是对拥有知识、实践经验、组织能力、．客户关系和专业技能， 

使公司拥有竞争优势，给公司带来巨大财富的人所确定的价值 (Robin Roslender，2000)。综合有关智力 

资本的定义，笔者认为，智力资本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以智能和开拓创新为特征的，给单位带来竞争优势 

和巨大财富的资本。如果从会计学角度定义智力资本，它就是以人的智力作为产权要素确认和反映的资 

本。 

① 本文为江苏省财政厅立项课题 [苏财企 (2003)l7号]和中国矿业大学立项课题 (OJ2337)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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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力资本的分类 

到目前为止，对智力资本的分类有三种情况：一是将智力资本分为 “人力资本、组织结构资本 

和客户资本”三部分 (郝丽萍，黄福广，1999)；二是将智力资本分为 “知本、智本和人本”三个 

方面 (郑晗，2000)；三是将智力资本的资产形态分为 “市场资产、知识产权、人力资产和组织管 

理资产”四部分 (刘文忠，2000)。英国Robin Roslennder(2000)将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结构 

性资本两部分，结构性资本包括客户资本、创新资本和知识产权。笔者认为，智力资本的分类既要 

反映它的本质内涵，概括它的全部内容，又要有利于会计的确认和计量，还要体现概念的逻辑递进 

层次，避免 “种属关系”的交叉，因此，应用智力资本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时，应将其分为知识资 

本、智能资本和拓创资本三大类。 

二、智力资本的内容及构成 

(一)知识资本的内容及构成 

知识资本是将人的知识作为产权要素确认和反映的资本。从投资的角度看，它是用于提高人的 

知识技术能力和素质水平而发生的用于教育方面的各项开支，是人力资本价值形成的原有投资，也 

是人力资本价值确认的基础。从国内外情况看，用于教育方面的各项开支包括：① 中央和地方各级 

政府以及学校支付的教育费用；② 学生或学生家庭支付的教育费用；③ 学生就学而放弃的劳动收 

入；④ 学校固定资产折旧；⑤ 教育部门享有的免税的价值；⑥ 学校放弃的出租资产而获得的租金。 

在这六大项目中，我国较注重第①②⑤项，第①②两项是教育的直接成本，也称教育实支成本，是 

货币的耗费，第⑤项是间接性教育投资。我国尚未考虑第③⑥项教育机会成本，也未考虑第④项资 

本性支出的转移价值。知识资本由教育投资形成。从教育实支成本的侧重点看，教育投资来自于国 

家社会的投资和家庭教育支出两个方面。 

1．国家社会用于学校的教育投资。这部分投资有三个概念要加以区别：一是国家预算内教育经 

费，反映国家财政预算拨款；二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由国家预算内教育经费、城乡教育费附加、 

企业办中学支出、校办产业减免税等项目组成；三是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它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学费和杂费、其他教育经费等项目 

组成。在这三个概念中，教育经费总支出代表国家社会用于学校的教育投资。1978年 ～1999年， 

国家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逐年上升。以普通高校为例，人均经费拨款由1978年的1844元上升到 

1999年的7021．24元②，平均每年递增6．27％。一个 1978年出生，1999年大学毕业的22岁的学 

生，国家对他的20年 (从 1980年2岁时进幼儿园开始起)的教育投资额是多少呢?如果将各年预 

算内教育经费拨款按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换算到 1999年的价值水平，国家预算内教育经费投资共3．1 

万元。如果考虑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办中学支出、校办产业减免税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 

按预算内教育经费投资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投资的比例反换算，则财政性教育经费投资现值为4．1 

万元。如果再考虑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学费和杂费、其他教 

育经费等教育经费总投资，按预算内教育经费投资占教育经费总投资的比例反换算，则教育经费总 

投资现值为5．7万元。 

2．家庭用于子女的教育投资。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2000年2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家庭培养一个孩 

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20年共需花费6．5万元，而这种花费还不包括生活消费。 

② 数据来源于 ‘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资料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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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教育投资可以看出，一个1999年大学毕业的22岁的学生，来自于国家社会的投资和家庭教育 

投资总额为12．2万元 (5．7万元+6．5万元)。 

(二)智能资本的内容 

智能资本是对拥有知识的人将知识变成智能，转化为 “第一生产力”进行确认和反映的资本。拥有 

“智能资本”的人能在机遇众多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知识经济 

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应成为现代企业人的根本素质和本质力量。当 

我们从人才市场招进来一个大学本科生，我们能否确定这个本科生的智能资本，要看他能否在企业成为人 

才，即他能否给企业带来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他有能力，对企业的贡献大，在企业的发展就会比一般 

人要快，这时，他在该企业就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企业的 “关键性人才”，我们就此应该确定他 

的智能资本。 

(三)拓创资本的内容 

拓创资本是对那些勇于开拓创新，拥有或掌握高新技术、尖端技术，并获得法律上认可或其他 

认可的某种发明、创造、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能给单位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人所体现的价值进行 

确认和反映的资本。一个本科生来到企业干得不错，当了处长，在给他确认了 “知识资本”和 “智 

能资本”后，能否再给他确定 “拓创资本”，要看他有没有发明创造，有没有推动企业更快发展， 

并有可能占领国际市场的专利等知识产权。因此，“拓创资本”，通俗地讲，就是 “杰出人才资本”。 

英国专家在分析当代智力资本会计新观点后提出，智力资本就是 “人的创造力及其给企业带来的竞 

争优势”(Robin Roslender，2000)。 

三、智力资本会计系统的设计与现行财务会计制度的改革 

智力资本的实质内容已经体现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将它系统化、规范化，还需要我们作极大的努力。 

笔者认为，智力资本会计体系应从资产和权益及其分配体系等方面进行设计。 

1．分离现行会计体系中无形资产内容。智力资本确认后，它容纳了 “无形资产”的部分内容。在无 

形资产中，有一部分知识性资产，如专利权、专有技术、商标权、商誉等，已经纳入智力资本的范畴，则 

无形资产的概念要作重新界定。现行会计准则中，无形资产内容中的土地使用权、专营权、版权、著作权 

等，其实质是 “法权资产”，即法律上规定的给企业带来权益的资产，因而 “无形资产”的内涵应被重新 

定义为：企业长期使用而没有实物形态的能给企业带来收益的法权资产。 

2．设计智力资本会计的资产形式。智力资本的资产形式是智力资产。在资产类下设置 “智力资产” 

一 级会计科目，并在该科目下设置 “知识资产”“智力资产”和 “拓创资产”三个明细科目。智力资产 

的计量，除了借鉴国外的 “价值基础法”“斯坎迪亚法”和 “智力资本指数法” (前两种方法的共同点 

是，将企业的市场价值，如股票市价与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净资产的差额作为 “智力资本”价值，第三种 

方法是对各种不同的智力资产计量方法进行重要性加权后提供汇总指数而确认智力资产的计量方法)外， 

可采用 “才能评定认定法”，即充分考虑有关人才已有的成就、效绩及其未来潜在发展而确认智力资产价 

值的方法。它和目前一些高等学校 (如北京大学等)改革分配体制而推行的 “九级岗”设岗方法相近 

(岗的级别和工资直接挂钩，岗的序数越大，工资越低)。在智力资本会计得到充分肯定的前提下，资产 

将被分为物力资产 (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长期投资、递延资产等)、智力资产和无形资产三大类。智力 

资产是一项长期资产，属于非流动资产范畴，应以智力耗费的形式分期转入成本费用。在知识经济条件 

下，物力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会不断降低，智力资产占资产的比例会不断上升。尤其是在高科技发展为主 

体的企业，智力资产连同无形资产一起最高可占到总资产的60％。其中，智力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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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达 50％。 

3．设计智力资本会计的权益形式。在权益类下设置 “智力资本”一级会计科目，在该科目下设置 

“知识资本”“智力资本”和 “拓创资本”三个二级科目，再在二级科目下按有关人员设置明细科目。现 

行会计体系中 “实收资本”科目要改成 “物力资本”科目，相应的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类下的 “实 

收资本”项目要被 “物力资本”“智力资本”“法权资本”三个项目所代替。 

4．设计智力资本会计的分配形式。在智力资本会计账内核算体系尚未建立之前，智力资本的回报， 

通常以协议方式获得相应酬金——智力资本报酬。当智力资本会计账内核算体系建立之后，应采用 “按 

知分配”的形式，确认智力资本，同现行 “物力资本”一样以 “资本金”形式参与利润的分配。智力资 

本回报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按知识资本计算投资回报。即计算教育投资取得的回报，包括对国家社会投资的回报和对家庭 

投资的回报两个方面。前者通过受教育者就业后以 “社会劳动”价值 (剩余价值)的形式提供，后者以 

“必要劳动”(劳动工资)的形式获取。目前，我国人才市场对各种学历的人进行就业标价，就是建立在 

人的教育投资成本的基础之上。它是不同年限、不同层次人才成本的市场价值体现。但内在价值仍然以投 

资报酬率公式为依据。以大学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 1900元 (年工资22800元)为例，如果他毕业后想收 

回他的家庭教育投资75000元，同时得到 10％的年投资报酬率，则需要4年67天。计算公式为：(1+ 

10％)一=1—75000÷22800×10％，公式中n代表收回家庭教育投资的年限，计算结果，n=4．18536308 

(年)一4．2年。 

同理，如果本科毕业后想收回国家、社会、家庭全部教育投资 122000元，同时得到 10％的年 

投资报酬率，则需要8年13天。如果本科毕业后想在6年内收回家庭教育投资75000元，则他得到 

的年投资报酬率为20．44％。计算公式为：22800× {[1一 (1+i)一6]／i}=75000， 代表年投 

资报酬率。 

(2)按智能资本或拓创资本确认回报。目前，智能资本回报突出表现在 “关键性人才”取得高薪上。 

例如，2000年，江苏省经营者最高年薪47．3万元。北京外资企业中，总监月薪收入在8000元 一25000元 

左右，经理月薪收入在5500元 一15000元左右，主管、主任、督导月薪收入在4000元 一10000元左右， 

一 般专员月薪收入在2500元 一6000元左右。经营者等领导干部或专业技术人员取得高薪在于他们在企业 

所起的作用。事实表明，一个企业的领导班子强，技术先进，经济效益就好，反之，就差。在同样的技术 

装备条件下，有的亏损单位换了领导，就扭亏为盈。所以，现代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的才能就是利润。 

智能资本取得较高回报正是由 “才能利润”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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