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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量评价人力资源的效益
郭昀

解读

人效是指人创造的产出效益，指数是反映

现象总体数量变动的相对数。人效指数就是反

映人力资源创造效益的计量指标，不仅是度量

人力资源管理成效的核心指标，而且是反映企

业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反映企业价值的基础性

指标。

（一）理论基础

人效指数的理论基础是劳动生产率论和现

代企业效益理论。

1、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到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率理论体系逐步建立

并日臻完善起来。由于研究者研究问题的角度

不同，对生产率认识的层次不一，研究方法的多

样，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以劳动价

值论为基础和以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为基

础的生产率质的研究；二是劳动生产率的计量

经济模型等领域，并且推及到全员劳动生产率。

从计量来说，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一

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

耗量的比值，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

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

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也可以用生

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产单

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

越高。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根据产品的价值量指

标计算的平均每一个从业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

产品生产量，反映从业人员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的劳动效率，也是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经营管理

水平、职工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积极性的综合

表现。一般以平均每个职工在一定时期内完成

的总产值(量)表示。计算公式是：期内完成的总

产值（量）/期内平均职工人数

2、现代企业业绩理论

产值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企业在一定时

期内生产的工业最终产品或提供工业性劳务活

动的总价值量，包括已经卖出的和没有卖出的

部分。它表明企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水平，反映

的是生产总成果，但不能反映市场的接受程度，

不是准确的产出指标。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

产品是按统一的计划生产和销售的，售价也是

相对固定和统一的，产值基本上等于销售收

入。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用产值衡量产出的

状况是准确和真实的。企业作为商品的生产者

和经营者，如果生产的产品很多，但销售的很

少，不能实现尽产尽销，甚至根本销不出去，就

很难实现增收。在市场经济时代，只有把生产

的产品提供给社会，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出去，才

能加速资金的周转，获得市场的承认。因此，用

产值不能准确和有效的反应产出状况，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用产值为核心的劳

动生产率指标检验人力资源的效益有一定的局

限性。现代企业发展使得企业的效益指标不仅

有产值，而且有营业收入、利润以及经济增加值

等指标。

（1）收入

收入是指已经卖出去的产品的价值，是以

可以实现的货币来计量的。收入是企业运行的

初步结果，即企业向市场提供商品、劳务及其他

服务而获得的资金流入。企业收入的取得，是

企业流动资金一次循环的终点，也是进行下一

次循环的起点，也是计算企业的纯收入，全面反

映企业经济效益的依据。企业只有从销售自己

的产品或劳务中取得销售收入，其资金才可能

正常周转，也才能实现企业的收益，促使资产增

值。但收入不能反映企业获利，收入是没有扣

除成本费用的资金表现。如果收入多，但成本

费用过高，利润率很低，甚至会亏本销售，也不

能实现创利，甚至造成亏损。因此，人均创收率

（营业收入/平均人数）可以反映一定程度的人

效，但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人效。

（2）利润

利润是按会计准则扣除一定成本的收益指

标，其基本公式为：利润=收入-成本费用，利润

为正，表明企业盈利；利润为负，表明亏损。利

润反映企业在一定期间的运营成效，但不能真

实地反映收益的实有性，其主观性、随意性极

强，比如，待摊费用及预提费用成了人为调节利

润的蓄水池；以何种方法折旧，是用定额法或定

率法，会极大地左右企业利润。其次，利润忽略

了资金占用的机会成本，虽然扣除了所有的债

务资本成本，但并没有剔除股权资本成本，不是

真实的、净值性的收益。因此，人均创利率（利

润/平均人数）只能反映不含资本成本的人效，

不能完整地、精确地反映人效。

（3）经济增加值

经济增加值（EVA）是在会计利润的基础

上，反映企业经济运行真实状况的效益指标。

它按照收益的经营性、实在性、实有性等原则调

整了被会计计算扭曲了数据，使得计算更科学、

更真实。其计算公式为：经济增加值（EVA）=利

润-资本成本

一般而言，利润是扣除了运营成本和债权

资本成本，承担了经营管理风险和部分财务风

险的财富报酬。但是，它没有扣除占用股权资

本的成本费用，忽略了占用股权资本的最低风

险。经济增加值（EVA）是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

进一步扣除了股权资本的机会成本，体现的是

股东的底线收益；是减去包括债务成本和股东

股本所包含的机会成本后的所得，是承担了所

有风险的净值性收益，是反映企业效益最真实、

最全面的指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产出效益是一个多

层次、多元化的指标体系，以此相关的人效指标

也应该包含着多层次、多元化的要素，因此我们

认为人效指数应该包括人力资源创造收入、创造

利润、创造经济增加值的多层次的效益。

（二）计量方法

现代业绩理论说明单纯用一个产出指标无

法反映企业效益的全面性，因此从企业外部来

看，我们认为人效指数是包含着人均收入、人均

利润、人均经济增加值等多层次的指标体系。

1、评价指标

(1)人均创收率。反映企业员工创造市场收

入的效率，但没有扣除成本，其计算公式为：营

业收入/平均职工人数。

(2)人均创利率。反映企业员工创造运营利

润的效率，但没有扣除资本成本，其计算公式

为：运营利润/平均职工人数。

(3)人均创值率。反映企业员工创造经济增

加值的效率，扣除了资本成本，其计算公式为：

经济增加值/平均职工人数。

但是，人均创收率、人均创利率、人均创值

率都蕴含着财力资源（资本）的作用，因此还应

该剔除财力资源（资本）的影响，即剔除了人均

投入资本率，形成剔除资本影响后的人均创收

率、剔除资本影响后的人均创利率、剔除资本影

响后的人均创值率。

2、指标权重

由于人效指数构成的三大指标在其中的重

要程度不一，因此应该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

我们采用倍数加权法确定权重。倍数加权法首

先选择出最次要的评价指标，以此为1；然后将

其他评价指标的重要性与该评价指标相比较，

得出重要性的倍数，然后再进行统一处理。首

先，我们按重要、很重要、最重要定性人均创收

率、人均创利率、人均创值率的重要程度，然后

将人均创收率确定为 0.1，人均创利率确定为

0.4，人均创值率确定为0.5，最后归一化处理。

3、评价方法

人均创收率、人均创利率、人均创值率三者

相对独立，又密切相关，因此我们采用加权线性

合成法整合，以求解各指标评价值的算术平均

数。

人效指数的基本公式为：

人效指数X=w1 x1 + w2 x2+ w3 x3

其中:w1为剔除资本影响后的人均创收率

权重，x1为剔除资本影响后的人均创收率分值；

w2为剔除资本影响后的人均创利率权重，x2为

剔除资本影响后的人均创利率分值；w3为剔除

资本影响后的人均创值率权重，x3为剔除资本

影响后的人均创值率分值。

4、人效指数的特点

人效指数计算不仅简单易懂，且有四大特

点：

( l )综合性，三效合一。不仅可以独立反

映出人效的三大方面，而且可以综合反映人效，

定量地计量人效。

（2）拆分性，延伸分析。可以独立拆分分

析，发现重要的影响因子。

（3）加权性，强调重点。根据人均创收率重

要、人均创利率很重要、人均创值率最重要的界

定，由专家打分法，赋予三大指标不同法人权

重，强调重点，引导企业重视价值创造。

（4）可比性，剔除了资本的影响。由于人力

资源与财力资源既相互联系，又有一定的独立

性，剔除财力资源（资本）影响，具有行业间、企

业间的可比性。 （下转第十五版）

现代企业发展，钱

（财力资源）重要

还是人（人力资源）重

要？

对这一问题的回

答，85%以上企业家都

会说人重要，但 85%以

上的企业家又都会用

财力资源指标评价企

业的效益。这是为什

么呢？我们认为，虽然

企业家普遍意识到人

的重要性，但是从定量

来说，缺乏有效的定量

的评价指标评价人力

资源的效率。

本文试图用经济

指标与人力指标相结

合，定量化的评价人力

资源的效率（人效），形

成评价企业的竞争力

和价值的人效指数。

什么是人效指数？

曾创下“一年四召回”记录的宜家，对危机

公关的处理也算是个“老江湖”了，但这次小聪

明玩过了头。

事情缘起宜家在北美热销的家具“马尔姆

MALM”系列橱柜，因压倒并致死6名儿童，6月

29日被宜家召回。宜家从北美召回的抽屉柜，

在中国也有销售，但宜家明确表示不会从中国

召回类似产品。至于原因，宜家中国回复称：

在中国销售的抽屉柜符合中国国家标准，还

称，这对中国不存在歧视。

宜家的霸气一直扛着，直到7月7日下午，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宜家才遮遮掩掩地表

示：愿意为中国消费者免费提供墙体连接配件

并免费上门安装；如果墙体不能满足固定要

求，宜家接受退货。

不过，宜家的傲慢引发了中国消费者的一

片唏嘘，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各大媒体，对

此也连发质疑。无论从情理上还是先例上，我

们都认为，产品被召回，根本问题是因为产品

存在质量瑕疵或安全漏洞。也就是说，宜家今

天给北美消费者造成的伤害，在中国同样存在

隐患。宜家拿“标准”做挡箭牌，显然是避重就

轻，唯利是图。

首先，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制定的质量标准

还有疏漏之处，即使是我们的“国标”，也还有

提升的空间，这一点从近期发生的“校园毒跑

道”、“吃人电梯”、“问题桶装水”等事件中找到

佐证。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闭目塞听的借

口，尤其是事关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质量问题

或管理漏洞，对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市场主体

来说，“闻者足戒”才是最该有的态度。

令人遗憾的是，宜家作为全球知名的家居

配套商，竟然以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回应了

中国消费者多年来的厚爱和信任。

宜家自 1998 年进入中国。到目前为止，

它在全球设立了16个贸易区域，其中有3个在

中国大陆，分别为华南区，华中区和华北区。

至2016年4月，宜家在中国内地的零售商场达

到19家，据说开店计划已经排到了2025年，所

需仓储容量也由10万立方米扩大到40万立方

米以上。销售方面，去年宜家在中国的销售额

比上一年增长将近 20%，总额突破 105 亿元。

这些数字意味着，中国已成为宜家业务增长最

重要的空间之一，在宜家的全球战略中，中国

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也许正是由于宜家在中国业务的快速增

长，才给了宜家的自信和傲慢，以至于宜家中

国区零售经理不久前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宜家不需要在中国改变的是品牌的形象。”

我们不必对这一句话做过度解读，但宜家

作为一个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一些做法

和态度，确实让人怀疑它秉持的商业逻辑。

还以宜家最熟悉的“产品召回”来说事。

且不说过去三年，有大约20种问题产品被宜家

宣布召回，最耐人寻回味的是，宜家曾经创下

“一年四召回”的记录，分别涉及儿童帐篷、咖

啡壶、衣柜玻璃镜门。有人说，宜家频繁发布

“召回令”，这是大企业认真负责的表现。对这

一说法，我们姑且不论有理与否，我们只想问

一句：谁能证明这不是它的一种自我宣传呢？

毕竟，那些被召回的都是小件物品，即使召回

了、压仓了，对它的销售业绩也是不痛不痒。

再进一步说，隔三差五就出个召回信息，恰恰

证明宜家中国的产品质量难以保证。以部分

网友的话说：宜家宜家，态度很好，质量很差。

问题还不止于此，有媒体报道，在国外，宜

家就是低端家具的代表，以低价实用闻名，进

入中国以后，这种特色尤为突出，货源主要依

赖全球低价采购或找代工生产，为保证低价和

利润，出现质量问题在所难免。看来，这是宜

家常有召回的原因所在。只不过，在宜家频发

的“召回令”中，以往宜家都承诺“绝不会降低

对产品安全的要求”，但这句话在后来就悄然

消失了。

安全，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最底线要求。生

命健康权，是消费者的最基本人权，在任何国

家、任何地区都应受到平等、无差别的保护。

我国为保护公民生命健康权，除了在宪法、刑

法、民法通则等基本法律上有规定外，还通过

《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专门法律予

以保护。像这次，对有明显安全瑕疵的商品，

宜家如果继续放任在中国市场上销售，虽然其

“符合国标”的抗辩貌似合理，但对照既有法

律，其“合法”性从何谈起？

我们认为，标准缺失是管理部门的问题，

而商家明知故犯，则是商家的经营道德和对法

制的态度出了问题。全球市场那么大，无论公

司大小，走到哪里都应该法治当先，如果轻视

一个国家的法律法规，漠视当地消费者的健康

权，往小里说是见利忘义，往大了说涉嫌国别

歧视。这一点，以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

授许浩明的话说：“宜家的表现，不仅涉嫌歧

视，更是违反了国际贸易对于发展中国家给予

特别、差别与优惠待遇的游戏规则！”

宜家何以用“国标”对抗“国法”？
江金骐

宜家从北美召回

问题抽屉柜，但拒

绝在中国召回类似产

品，理由是这一产品“符

合中国国家标准”。然

而，作为一款对消费者

健康安全存有重大隐患

的产品，中国的法律早

已作出保护性规定，为

何宜家只看到“国标”而

忽视了法律？无论是哪

个国家的消费者，生命

和健康权都同等重要，

为何宜家却有选择性地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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