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国家开

发银行作为投资主体，将有

关商业银行的原有不良信贷

资产转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对企业的股权。这就实现了

将原来商业银行与企业部分

不良债权债务关系，转化为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国家开

发银行与实施债转股的企业

之间持股与被持股、控股与

被控股的关系，由原来的还

本付息转变为按股分红。
目前，债转股已经进入

试运行阶段。今年4月，中国信

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从

中国建设银行开始试点剥离

不良贷款。近日，国务院又批

准建立了华融、长城、东方三

家资产管理公司，相应地剥离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

行的现有不良资产。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国

家开发银行实施债权转股权

后，实际上成为企业阶段性

的持股股东，依法行使股东

权力，参与公司重大事务的

决策，但不干预企业的日常

经营活动。这种持股在一段

时间后，将视企业经营状

况，通过上市、转让或企业

回购，收回资金。
从商业银行角度来说，

所拥有的国有企业不良债

权，其市场价值要低于账面

价值，债转股必然有一定的

折扣率，有可能损失部分国

有经济利益，但是国家无需

追加投入资金，重组代价最

低。同时，国有企业摆脱债务

压力与公司化改造可以同步

进行，能使企业在短期内脱

胎换骨。我们期待着债转股

的成功运作。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

学会计学院）

责任编辑  王教育

工作研究

技术创新中的

人力 资源成本
王又庄  徐秀艺

一、技术创新的过程

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将不再完全依赖资源和资金等要素来获得发展，而是

主要依靠技术创新。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新的产业调整阶段，带动了世界

性的产业大调整。高新技术产业正逐步取代传统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形成了知识经济时代更加剧烈的国际竞争。
技术创新不只是单纯的技术开发和发明创造，而是知识和经济的综合体。

它包括产品的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市场开拓方面等创新内

容。技术创新的过程包括：（1）确定科学研究项目；（2）技术开发或引进先进技术；（3）
中间试验或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国产化；（4）试制鉴定，小批生产；（5）批量生产；（6）
新技术成果销售，开拓市场、进入国际网络销售；（7）售后服务或改进。根据高新技术

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和特点核算人力资源成本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科研活动与人力资源成本

科研活动是指对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试制和应

用过程，其活动本身和成本处理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科研活动是一种探索性劳动，最终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难以事先估

计，因而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往往与事先规划不尽相同。
第二、科研活动是一项长远性、连续性活动，因而科研周期不易确定。
第三、科研活动是一项知识性、创造性劳动，各科研项目之间不具有可比性。
第四、科研活动及其成果是一项复杂的脑力劳动，是知识性产品，是智慧的

结晶。一般不易以社会必要劳动价值为基础定价。衡量科研人员的贡献，制定考

评与奖励办法，要注意智力性与个体性。因而人力资源成本中劳动报酬可按课题

项目的收益提成办法计入其项目成本。高新技术企业设有研究机构的，其有关科

研人员工资、补助工资、福利费、奖金等均应计入有关项目的人力资源成本。
第五、科研成果与发明专利的所有权具有无形资产的性质。这一部分人力资

源成本可以实行资本化管理，可以出售转让、入股或出口，并要评估单项转让的

无形资产价值。这项无形资产与商誉、特许权、秘密配方、技术诀窍等一样，一般

分期摊销计入新产品开发成本。
第六、科研项目研究失败的，可在企业积累基金或技术风险基金下列支；科

研成果中人力资源成本形成固定资产的，可实行人力资源成本资本化管理，按提

取折旧的方法，分期计入受益项目的成本；形不成固定资产的，按“待摊费用”、
“递延费用”处理办法负担，实行人力资源成本费用化管理。科研成果直接出售或

专利转让的，一次直接计入项目成本。

三、新技术开发活动与人力资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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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

能源的开发活动包括技术开发、中间实验、引进技术、

消化吸收和国产化等。新技术开发的程序：调查研究→
产品构思→开发决策→新产品设计（或引进技术消化

吸收国产化）→选出最优设计方案→试制、鉴定→市场

开拓。因此，高新技术企业相应核算的成本形态及程序

为：产品寿命周期成本→用户成本→目标成本→进行

功能成本分析→优化后设计成本方案→新技术开发项

目成本或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及国产化成本。上述各项

成本形态中均包含相应的人力资源成本。
新技术开发从设计、试制到投产的各个阶段试制

费用中，人力资源成本占一定比重，应进行核算和监

督，每一新技术开发项目的成本均应单独核算。新技术

开发的最初成果，一般在样机试制、小批试制阶段，这

个阶段是保证新产品质量的关键阶段，是技术鉴定、正

式投产的前提。这一阶段必须实行目标成本控制，以保

证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国产

化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人力资源成本均应计入项目成

本，实行费用化管理。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承包、技术工程设计和承包、

技术出口等项目中实际发生的人力资源成本，一般也

应实行费用化管理。

四、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总成本的内容

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总成本由下列内容构成：
（1）人力资产摊销数：包括人力资源取得成本与开

发成本总额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受益原则，按一定标准

分期摊销数。
（2）人力资源使用成本：包括职工工资、奖金、津贴、

职工福利费、超额劳动报酬、质量奖、技术发明、革新

奖、文体费、疗养费等支出。
（3）人力资源保障成本：包括劳动事故保障成本、

职工健康保障成本、职工离退休养老保障成本、职工待

业保险费等。

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成本构成如下表所示：

（4）职工离岗成本：包括下岗分流生活费支出与再

就业培训支出，离退休职工生活费与补偿成本等。
（5）人力资源管理成本：包括人事管理部门的经费等。
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成本可按企业、企业集团总

部汇总核算，或根据国家主管部门宏观调控与企业经营

决策的需要，核算每一职工平均人力资源成本，或每万

元增加值应负担的人力资源成本指标。
（本文第一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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