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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企业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木知识资本和劳动知识资

本，即具体知识资本。 文章旨在以生产函数模型理论为基础，在重新阐述生产函数模型各

个变量的基础上，构建知识企业知识资本运营绩效评价模型，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企

业主导生产要素发生了根本变革的需要，力知识企业知识资本投入的有效组合分析提供

理论和方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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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企业的生产要素比起工业经济时代工

业企业的生产要素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知识资本已经替代了财务资本成为

制约知识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导性生产要素，知识资本成为知识企业生产及

其效率的决定性因素，知识资本在
“

收益递增
“

经济活动中表现出强烈的
“

互补

性°“ （汪丁丁，2001)。 面对知识资本这些显著的特征，其运营与管理已经提

上议事日程。

本文旨在以生产函数模型理论为基础，在重新阐述生产函数模型各个变

量的基础上，构建知识企业知识资本运营绩效评价模型，关注和研究制约知识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知识资本如何评价其有效组合，以判断知识企业的知识

资本效益是否达到优化，是否适用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企业生产要素发生了

根本性变革这一经济特征。 为知识企业知识资本运营绩效评价研究提供一种

新的思路，也为知识资本的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石。

一、基本理论介绍

为了更好地描述知识企业知识资本运营绩效评价模型，我们引入三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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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论，即
“

生产要素理论
”

、
“

生产函数理论
”

和
“

知识资本理论
”

。

（一）
“

生产要素
“

理论

生产要素是指生产某商品或劳务的必要投入物（财经大辞典，1990)。 在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一般指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家才能四要素。 四种生产

要素的报酬分别是地租、利息、工资和利润。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最初对于工业

经济时代生产要索的描述主要是指土地、资本、劳动三要素，到了现在所谓后

工业经济时代才将其描述为四要素，综观不同的经济时代其生产要素的构成

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主导生产要素。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巳经从其他生产要素

中分离出来并独立地制约着生产经营活动，因而，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生产要

素就是知识资本（刘国武，2004)。

（二）
“

生产函数
“

理论

生产函数是指表示必要的生产要索投入量的某种组合同它所能产生出来

的最大产量之间依存关系的数学方程式或方程组（财经大辞典，1990)。 生产

函数有一个假定的前提条件，一旦前提条件发生变化，生产函数模型的构成要

索也随之发生变化。 设Y代表某种产品的产量，a、b、c … n代表各种生产要

素的投入量，则生产函数的一般表达式是：Y=f(a、b、c … n)。 在工业经济时

代，西方经济学家一般把生产要素概括为劳动(L)、资本(K入自然资源(N)和

企业家(E)四种，由千工业经济时代的主导生产要索是财务资本，再加上N和

E 的作用难以计量性，所以常见的生产函数是：Y=f(L,K)。 为生产出 Y 所

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称为技术系数。 如果这种配合比例是不能变

动的，则称为固定技术系数，这时生产要素之间不能替代；反之，则称为可变技

术系数，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要索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三）
“

知识资本
“

理论

1．知识资本的概念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提出了知识资本的概念，美国经

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nth) 把知识资本定义为是一种知识性的活

动，是一种动态的资本，而不是固定的资本形式。 斯图尔特认为：知识资本是

企业、组织和一个国家最有价值的资产，虽然它们常常以潜在的形式存在，是

你无法触摸到的，但却是能够使你富有的东西。 埃德文森和沙利文则提出知

识资本是企业真正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距，是知识企业财务资本

与非财务资本的合成。 斯维比将知识资本定义为企业或组织的无形资产，而

不包括有形资产部分。

经济学家对知识资本的定义，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依据
”

概念

格@“理论的推论，我们在这里将知识资本定义为：知识资本是组织系统所拥

有的或者控制的，能给组织带来经济效益的知识资源（刘国武，2004)。

2. 知识资本的构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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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构成理论有各种各样的观点：K•E·斯维比(1996)站在知识企

业的角度，将知识资本分为三部分构成：雇员能力、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三部

分。 埃德文森和沙利文(1996)将知识企业的知识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源和结构

性资本两部分。 斯图尔特(19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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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明在《知识资本运营论》中(1998)认为知识资

本是指企业无形资产总和，包括市场资产、人力资产、知识产权和组织管理资

产四个部分。

依据
”

概念格
”

理论的推论，我们认为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企业的生产

要素的知识资本其基本构成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具体知识资本，第二部分

是非具体知识资本。 具体知识资本又可以划分为具体的技术知识资本和具体

的劳动知识资本（刘国武，2003)。

(1)具体劳动知识资本。 具体的劳动知识资本是指知识企业或经济组织

中雇员及雇主所拥有的各种技能知识、创新能力、思维意识的总和。 对人而

言，具体劳动知识资本是指个人所拥有的技能、创新能力、思维意识的总和；对

于一个组织或地区而言，则是指该组织或地区所有成员所拥有的技能、创新能

力、思维意识的总和。

(2)具体的技术知识资本。 具体的技术知识资本是一种权利资本，即智力

成果所有者对创造性智力活动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及其实现、运动与使用所

带来的知识积累、增值与无限期使用。 具体的技术知识资本又可细分为版权

资本和工业产权资本。 具体的技术知识资本是一种私有财产权利资本，是智

力劳动成果的价值实现，又是一种特殊商品资本。

(3)非具体知识资本。 一个知识企业最初投入的是具体劳动知识资本和

具体技术知识资本，通过其运动即具体劳动知识资本与具体技术知识资本有

效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知识资本，即非具体知识资本，通常包括市场资本、

管理资本和顾客资本等社会资本。 非具体知识资本被认为是知识企业
”

不期

而获型
”

的知识资本，是伴随特定的知识企业特定的具体知识资本而产生并发

展的，汪丁丁教授把它称作社会资本（汪丁丁，2001)。 不过，知识企业对具体

知识资本运作水平如何，对这个非具体知识资本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知识资本运营绩效评价模型构成要素量化分析

我们首先对生产函数模型涉及到的一些主要变量进行界定，因为它们是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评价模型的主导要素。

（一）具体技术知识资本存量

我们假设一个知识企业，这个知识企业是一个集团公司（经济组织），且该

集团公司有m个分公司，使用各种类型的具体技术知识资本，在不同时期为

不同的目的生产多种或一种产品，把这些不同的具体技术知识资本编为1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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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号码；那么第1个分公司的具体技术知识资本就可以列表如下：
[k11, k12, k13, ···, k1n] 0) 

其中灿代表分公司1所用第1类具体技术知识资本的量；如代表分公
司1所用第2类具体技术知识资本的量，其余以此类推。

应当注意，公司所用的具体技术知识资本表列或矢量，除了最简单的知识
企业外都是很长的。 现在假设该集团公司有m个分公司，每个分公司都有它
自己的表列或矢量，那么这个知识企业的具体技术知识资本存量就能够用数
量组成的长方形列阵来表示：

[K]mn (2) 

这里的kmn代表分公司m所使用的第n类具体技术知识资本量。 如果某
一分公司不使用每一项具体技术知识资本，则矩阵中相应的项目就为零。

更简略的办法是把每一类型中的各技术知识资本相加在一起，即把那些
技术上相同的知识资本相加，以产生出整个集团公司中的单一具体技术知识
资本矢量：

[ k1,kz, … ,k"] (3) 

这里面的K， 是全部m个分公司所使用的第I类具体技术知识资本总量，
而i=l,2, …， n。

如果我们承认各类型的具体技术知识资本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是相同的
话，则具体技术知识资本矢量(3) 就可以承认是列阵 (2)的一种简化，但我们仍
然面临某种意义上的绝境。n个异质具体技术知识资本中的每一个个体基本
上都各不相同。 一般说来，它们对于旨在完成的任务而言总是特定的。 通常
估价具体技术知识资本的办法是计算有关每一项具体技术知识资本存量预期
所能得到收益的现值。

若知识企业中的一切具体技术资本都用这个方法估价，即用列阵(2)中的
一切项目，则各项具体技术知识资本的现值加总在一起，即产生一个用价值测
度的单一具体技术知识资本存量指数。

具体技术知识资本是知识企业主导生产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后面利用生
产函数模型理论对知识资本进行分析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 本文提及到的具
体技术知识资本全部都是使用符号k表示。

（二）具体劳动知识资本
同具体技术知识资本一样，在”概念格”上的主导生产要素推论中，存在多

种极不相同质的具体劳动知识资本，它们的技术、内在能力和经验是各不相同
的。 假定同一种具体劳动知识资本，以劳动者的数量来测度劳动知识资本的
存量，以任一时刻来测度劳动知识资本的流量，再者，劳动知识资本存量一般
都假定和知识企业劳动者总量成固定的比例，即L=aP，此处L等于劳动知识
资本存量，p等于劳动者总量，a是一个常数。 这个假定是：在一个正在增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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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情况下，具体劳动知识资本L同劳动者数量的增长率以相同的速度增

长。 本文提及到的具体劳动知识资本，全部都是使用符号L表示。

（三）产出量或产值
一个知识企业的产出量是指某时期内该企业所生产的各种物品或劳动。

因为无法将知识企业不同质的产出相加在一起，所以常常是将一个企业中各

个异质的产出用价值来一一计算后求出其总量，即合计在一起。 各个产业的

产值是用适当的价格乘以产出量，这个价格常常是货物或劳务的市场价格。

本文中涉及到的产出量或产值，一般使用符号Y代表。

三、知识资本运营绩效评价模型

（一）一般生产函数模型介绍

很显然，任何一个知识企业，它的产出量都要受到现有具体技术知识资本

和具体劳动知识资本供给的限制，这种联系经常概括为一个生产函数：

Y=F(K,L) (4) 

也就是说，在知识企业中总产量Y是具体技术知识资本K和具体劳动知

识资本L数量的函数。 生产函数(4)常常解释为在巳知的具体技术知识资本

和具体劳动知识资本的数量下对于最大的产出流量的表示。 K 和L有时解

释为存量，而有时又分别解释为技术知识资本和劳动知识资本的流量。 为了

明白究竟哪种解释是已知的所采用的，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分析。 一般生产

函数(4)有两种形式：固定系数形式和连续形式。

(1)固定系数形式。 这个生产函数的简单形式中的产量Y与技术知识资

本和劳动知识资本成正比。 因此，Y=K/v或 Y=L/u，此处的v和u 是常数。

其基本的解释是：在已知任何特定技术知识资本存量的条件下，能产生并只能

产生一个产出流星；在已知任何劳动知识资本存量的条件下也是一样。 实际

的生产函数采用以下的形式：

Y=min飞�} (5) 

其中 min 表示最小量。 这里的含义是公式(5)中允许技术知识资本或劳

动知识资本保持不变，技术知识资本和劳动知识资本在生产产品中完全不能

相互替代。 给以一定数量的K，就只有一种Y的流量可以生产出来，这种形

式的总体生产函数可描绘成图1的形式。

图1中的Y表示在生产已知数量产品Y中所使用的K和L的惟一结

合。 所得产量的多寡只看沿着OZ射线的径向扩张或收缩而定。 在这个射线

上，技术知识资本和劳动知识资本保持严格的比例气

(2)连续生产函数。 这个形式的生产函数允许在生产产品时以技术知识

资本替代劳动知识资本。 因此，任何已知的产出流量Y可以用技术知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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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产品数量Y与所使用
K和L的惟— 结合

图2 技术知识资本K 与劳动

知识资本L不同的组合

和劳动知识资本的不同组合来生产。 在连续替代的情况下，这种形式可以以

图2 表示。

图2 的AB曲线，我们通常认为它是一条等产量曲线，它表示在生产一定

产出流量Y的总体技术知识资本和劳动知识资本可能的不同组合气

（二）连续生产函数模型的性质

1．技术知识资本和劳动知识资本的边际产量

用连续形式的生产函数就可能讨论技术知识资本或劳动知识资本的边际

增加对产出总撮的效应。 劳动知识资本的边际产量一般定义为在技术知识资

本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劳动知识资本的增加而多生产的产量。 严格

地说，劳动知识资本的边际产量就是产出Y相对于劳动知识资本L 的改变的

变化率，可写作oY戊L，即是产出对劳动知识资本的偏导数。 技术知识资本

的边际产品aY厄K的定义也完全一样，即劳动知识资本存量不变时产出相

对于K的变动的变化率。

了解了边际产量的定义，我们就可用下面的各种假定© 进 一步确定这种

连续的生产函数形式：

假定1，正的边际产量，技术知识资本和劳动知识资本的边际产量都是正

数，即：

aY 
3K 

>O,
aY 
aL 

>O

这自然意味着无论增加技术知识资本，还是增加劳动知识资本，都会增加

产出的流量。 初级微观经济学常常假定当一种生产要素（如技术知识资本或

劳动知识资本）越来越多地增加时，边际产量最后可能成为负数。 而我们的假

定1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假定2，边际生产率递减，虽然技术知识资本或劳动知识资本的每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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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都会增加产出的流量，但技术知识资本或劳动知识资本继续不断的增加会

降低产出流量的增加量。 该假定可写为：
守Y 守Y
职<0和孔三0

也就是说，产出相对于技术知识资本或劳动知识资本变动的变化率是负

的。 这个假定相当千一 种生产要素保持不变，另 一 种生产要素报酬递减的情

况，但报酬递减通常不是假定即刻就会开始的。 假定2则意味着产出的整个

范围中全是这样。

2．线性齐次或规模报酬不变

一个生产函数被称为线性齐次的，也就是说它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

起作用，如果技术知识资本和劳动知识资本同乘 一 个正数则意味着所生产的

产量亦乘以同样的数目的话：
F(AK，入L) ＝入F(K,L) ＝入Y 入＞0 (6) 

即如果我们把知识企业中的技术知识资本量和劳动知识资本量加倍，则

产品的流量也同样加倍，连续生产函数通常假定为这种形式。

假定3，规模报酬不变，生产函数是线性齐次的。

在这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3 同假定2并不矛盾。 报酬递减规模指的

是在所用的这种生产要素的数量增量而其他生产要索数量保持不变时，要素

的边际生产率减少的情况。 而规模报酬不变则定义为一切要素都以同样的比

例增加的情况。

规模报酬不变假定允许简化生产函数，因为它能够使每一知识劳动者的

形式为集约的形式。 已知一 个不变报酬的生产函数 Y=F(K, L)，我们就对

k 和 L 乘以某数 入，其结果等于对 Y 也乘以同一数。 设炉＝ 1/L，并将其同乘

各项就得到：
Y K 

t =F厂｝ （7) 

方程式(7)只是说明每一知识劳动者的产出，Y/L 取决于每一知识劳动

者所用的技术知识资本或技术知识资本／劳动知识资本比率，K/L。 方程式
(7)可简化为：

y= f(k) (8) 

这里 y=Y/L,k=K/L 和 f(k) =F(k, 1) ，而 f(k) =F(K, 1) 是总体生产

函数中反映每一知识劳动者的函数形式。

假定4，无投入就无产出，如果没有使用任何技术知识资本或劳动知识资

本，则不能产出任何产品，即已知 y= f(k) ，如果 k= O 则 y=O。

在已知假定1到假定4的情况下，生产函数可用图3来说明。

在图 3 中，曲线 f(k)的每一点都表示每一知识劳动者使用相应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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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投入所生产的产品数量。如果劳动知识资本保持不变，并采用适当选
出的单位使之等于1，则图3可以认为是说明总产量和所用总体技术知识资
本之间的关系。假定4保证这条曲线由原点开始，假定1意味着它向上倾斜，
而假定2就是把它“展平”的证明。正如我们所希望的，知识企业中的模型对
生产可能性或技术知识资本能够予以简单的图解。

y= － 

Y 
L 

Y 

Y=f(k) Y
二

`＇，C

YY F
(K)

y•

。

Y-
L

l

k
 0 k* k' K 

图3 生产函数与投入的关系 图4 产出与技术知识资本投入

3．边际生产力的分配理论
在竞争的情况下，劳动知识资本的实际工资率从整体上看将等于这类劳

动知识资本的边际产量，同时，每单位技术知识资本的实际租用费等千这类技
术知识资本的边际产量。

如果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则：
技术知识资本量X技术知识资本的边际产量十劳动知识资本量X劳动知

识资本的边际产量＝总产出量
或以数学的形式表达：

aY aY 
k职＋Laf=Y (9) 

如果边际生产力的分配理论被人们接受，则技术知识资本的价格，即实际
利润率，就等于技术知识资本的边际产量，而劳动知识资本的价格，即实际工
资率，就等于劳动知识资本的边际产量。技术知识资本和劳动知识资本之间
的收入分配可以用图3说明。

图4与图3似乎一样，但应该注意到我们假定劳动知识资本固定在一个
单位上，这样产出能够用垂直轴衡量，总技术知识资本存量（而不是每一知识
劳动者所用的技术知识资本）能够用横轴衡量。如果这个知识企业中的技术
知识资本存量是K*，那么按已知的生产函数，产出为Y*。技术知识资本存
量的增量凶K就产生了一个产量的增量Ay，那么t:,.Y/t:,.K是生产函数AB线
上点的斜率，当技术知识资本的增量变得小而又小时，边际产量仍然是以AB
线的斜率来衡量，但B点变得越来越靠近千点A。如果k的增量变得无穷
小，那么A 点上的技术知识资本的边际产星用这一点上的生产函数的斜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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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 A点上切线的斜率可以衡擢该点上技术知识资本的边际产量aY闷K,

如果边际生产力理论被接受，则同样的切线可衡量由给定了技术知识资本量

伈的竞争性条件所产生的利润率或技术知识资本租金率。 图4中曲线Y=F
(K) 的斜率继续下倾反映边际生产力递减的假定。

Y-
L

＿＿
 
y

 
A，
 

y-
W
 

y=f(k) 
c

 

`
｀
I
l
I
I
I
I
I
I
I
I
I
'

 

l
r'

 

B
 

A
 

k＝压
O D L 

图5 技术知识资本—劳动知识资本 图6 Y/w与技术知识资本—劳动知识

之比K与产出y
补

的关系 资本之比k的关系

图5说明已知技术知识资本—劳动知识资本之比K*，则一个知识劳动者

所生产的产品为y*。 若按图4推论，用 A点的切线斜率衡量该点上技术知

识资本边际产量，且边际生产力的分配理论被人们接受，那么，这一斜率就等
于利润率兀为切线CA的斜率为：

B 0 k
* 

Kl
L

 

_＿k

切线CA的斜率＝Y＝ — 
CD 
DA 

但DA等于OE，是与切线CA有关的技术知识资本—劳动知识资本之比
k* ，结果是：

CD CD 
Y ＝

而产F 或 CD＝欢 （10) 

Y忙是利润率乘以每一知识劳动者所使用的技术知识资本量。 因此，距

离CD是衡量每一知识劳动者的利润量。 由于CD是衡量每一知识劳动者的

产出总量，并假定规模报酬不变（按欧拉定理），这意味着产品被分配无余，则

每一知识劳动者的工资为：
每一知识劳动者的工资 ＝O D—CD=OC (11) 

在一个点上的集约生产函数的斜率经常用 f'Ck*）来表示。 因此，已知技

术知识资本—劳动知识资本之比忙后，则利润率经常写作：
'Y= f'Ck 升 ） （12) 

所以每一知识劳动者的利润等于K勹'(K勹，每一知识劳动者的工资用符

号w表示就是：

w ＝每一知识劳动者的产出—每一知识劳动者的利润
=f(k 长 ） —k*f'Ck*) 03) 

值得注意的是切线CA的斜率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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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的斜率＝Y=
一 —
oc 

OB 
我们已经表 明OC是衡量工资w的，因此：

w wY=
－ = — 

OB ，或OB Y (14) 

这样， 我们就能够把那些与图5中每一知识劳动者的连续生产函数和边
际生产力理论的假定有关的结论总结如下：

(1)每一知识劳动者的平均利润用距离CD来衡量；
(2)每一知识劳动者的平均工资用距离0C来衡量；
(3)每一知识劳动者的平均工资w与利润率Y的比率以距离OB来衡量。
4．替代弹性
替代弹性可定义为技术知识资本与劳动知识资本之比的变动 相对于技术知

识资本与劳动知识资本价值之比的变动的比率。 每一知识劳动者的工资（工资率）
与利润率之比w/Y是由图5中OB来衡量。 改变距离OB并同时保持AB线与f
(k) 曲线相切，则较高的 K 伴随着较高的w/Y比值。 很明显， K 是w门的函数。

k=F（学） （15) 

或把w/Y颠倒一下：

k=F(�) (16) 

我们前面的讨论已证明，当Y/w增加（和w/Y减少）时k减少。 这种关系
如图6所示。

替代弹性经常用 6 来表示，它被定义为曲线 AA的弹性—一类似于需求
Y 曲线弹性的一般观念。 如果我们写作P=－，则替代弹性可定义为：w 

k 的比例变动6=－ 
P的比例变动

AK．華即：6=
— - 或a=

且 心K
k p k ·环 (17)

由于AA曲线是向下倾斜，所以(17)的替代弹性自然是负号。 按惯例，符
号通常被反过来，使 6为正，即：

6= —-J2-. 坐
k 却 (18) 

因此，替代弹性是衡量K对Y/w的反应。 如果替代弹性等于零，K对Y/w
的变动完全没有反应，即没有 技术知识资本替代劳动知识资本的可能性。 如
果替代弹性等于1，则Y/w比率的很少降落就会使K产生等比例增加。

5. 增长率
变数的增长率很显然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概念。 劳动知识资本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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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L，如果劳动知识资本增加一个绝对显AL，则我们规定劳动知识资本增长

的比率为凶L/L。 因此，规定变星增长率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把它定义为变量

的增加量与原有水平之比。 在这个意义上f::,.Y/Y就是知识企业的收入增长

的比率 ，而凶K/K就是技术知识资本 存量增长的比率。 要明白我们的简单定

义没有指定用以衡量有关变量增加的时期，就是说，如果AL/L是5%，我们

并不知道这个5％指的是10年、1年、1月或 是1天。 图7说明一 个知识企业

中劳动知识资本L随着时间t而进行的增长。

L

 
k

 

L 
it) 

。
L

图 7 劳动知识资本随时间 t的增长 图 8 等产量曲线

如果时间的增量!::,.t是一年，则t:,.L所衡量的就是该年中的劳动知识资本

增量心L/L即是劳动知识资本在这一 年中的增长比率。 如果我们把增长率

t:,.L 1 
定义为—-· —，即将每个时期的增加量除以劳动知识资本的原有水平所得的t:,.t L 

结果，那么t:,.L/t:,.t是以图7中的AB的斜率来衡量。 如果使时间的增量!::,.t

变得小而又小，就是使得它相应于劳动知识资本每半年、每季、每月或每天的

增量，则很明显，对于时间上无限小的增量，我们就能够把L的这一瞬间的改

变定义为曲线L(t)上点A的斜率。 这一做法的含义是我们定义劳动知识资

本的增长率为t/L，此处变量L上面的点意味着我们是指与时间t的无穷小

量增加有关联的那种劳动知识资本的瞬间变化率。 因此，下面的符号就是有

关变量的瞬间增长比率的精确定义。

L 
Y 一＝知识企业产出的增长比率

k 

K 一＝技术知识资本存量的增长比率

一般的情况则是：

x 

X —＝变量X的增长率

四、基于生产函数模型的知识资本运营绩效分析

在知识企业，知识产品产量和生产该产品所需要投入的知识资本数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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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如果生产某一种知识产品所需要投入的知识资本不只 一

种，那么该知识产品的产量就与各种知识资本投入之间一定的比例组合有关。

生产函数表示的就是知识资本的某种组合 同它可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

系，见式(4)。

在知识企业里，技术知识资本和劳动知识资本两个要素投入之后，根据利

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企业最佳经济效益也就决定了。 如果投入的知识资本

组合有变化，那么相应的经济效益也就有变化。 若知识资本之间的组合是固

定的，那么投入知识资本之间组合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反之，若两种知识资本

之间可以替换，那么企业就存在一个如何最佳组合两个知识资本的问题，从而

获取企业最佳经济效益。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这两个要素之间可以替换的

情况下，如何以最佳的组合获得数值为 Y的知识产品产量。 这实际上是从最

佳结合的角度分析知识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 投入的两种知识资本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代替，说明对于同一产量水平，两种投入要素的配合可以有许多种，

因此，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组合的轨迹定义为等产量曲线，如图8所示。

从图8分析，位置不同的曲线表示不 同的产出水平，Y2所代表的产出水

平高于Y1所代表的产出水平，依此推理，Y3又高于Y2所代表的产出水平。

曲线凸向原点表明两种知识资本组合中所占比例的变化轨迹。

知识企业的经济效益由K和L这两个知识资本要素决定，两个要素的最

佳组合是企业追求的目标。 技术知识资本要素投入之后，其运行的好坏主要

由劳动知识资本决定，两者的结合程度，决定企业的经济效益。 这个结合过程

的本身又构成了一种新的知识资本。 如果我们把劳动知识资本和技术知识资

本称为具体知识资本的话，那么，这种新的知识资本就叫做非具体知识资本。

这是因为： 一方面是投入的知识资本在发挥效能；另一方面投入技术知识资本

发挥效能过程是由劳动知识资本运作的，知识劳动者水平的高低，决定投入知

识资本发挥效能的好坏。 高水平的知识劳动者，完美地结合投入的知识资本，

在运作投入的这些知识资本过程中本身又形成了新的知识资本，即非具体知

识资本气刘国武，2003)。

如果将投入的具体的技术知识资本与具体的劳动知识资本的组合构成的

新知识资本（即非具体知识资本）概括为生产函数中的t，如果可以这样表述

的话，不妨把式 (4) 改写为：

Y=F(K,L;t) (19) 

式中K,L代表的涵义同式(4);t 代表时间。 非具体知识资本就是论证Y

这个函数中t 的过程。 另一种更明确的解释是：非具体知识资本就是用经济

信息来描述经济活动中投入的具体化的技术知识资本与具体化的劳动知识资

本结合关系与结合程度的。

非具体化的知识资本被认为是知识企业
”

不期而获
＂

的。 不过知识企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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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知识资本运作水平如何，对这个
“

不期而获
“

型知识资本具有决定性的作

用。 这是因为技术知识资本与劳动知识资本结合的方式有无数种，连接成一

条曲线，在这条曲线上哪一点对企业来讲最佳，值得知识企业去探讨。

具体化的知识资本则是指投资于技术研究、新技术购买、职工培养、或重

新训练劳动者而获得的能为企业获取超额创新利润的知识资源。 非具体化的

知识资本的形成既有无意识的成分因素，又有有意识成分因素，而具体化的知

识资本则是有意识的，主要包括技术知识资本和劳动知识资本。

注释：

CD经济学家研究
”

互补性
”

主要受到
“ 收益递增“ 现象的刺激。 以斯坦福大学的米尔格罗母

(P. Milgrom)的系列文章为主导，一批来自应用数学的运筹学领域的经济学家(Kreps,

Milgrom, Roberts, Wilson)，发动了可以称为
“互补性

”革命的经济学运动。 参见汪丁丁

《风的颜色》，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218页。

@
”

概念格”其实也正是人类思维的模式之一 ，康德称之为 ”
概念化”一一理性为自然立法。

直到1970年以后，康德的一位“ 老乡 ＂ ，数学家维利CR. Wille)才把这一思维过程表达出

来，成为一种代数结构，叫做
”

概念格”。参见汪丁丁《海的寓言》，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第130~136页。

＠对生产函数固定系数形式的论述借鉴了艾伦(Allen. R. G. D.）关于宏观经济理论中的有
关论述， 参 见Allen. R. G.D. Macro - Economic Theory: A Mathematical Treatment 

Mac血Ian,London, 1968. 

＠对连续生产函数形式的论述借鉴了海韦尔. G·琼斯(Hywel. G. Jones)关于经济增长

理论中的有关论述，参见Hywel. G. Jones著，郭家麟等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商

务印书馆1999年版。

＠下面用的几个假定参阅了Sen. A. K. Growth Economics Penguin, Harmondsworth, 
1970. 

＠可参见刘国武：“
知识资本的来源、结构及其积累与补偿＂，《中国经济评论》2003年第8

期，第9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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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Operating Achievement 

Valuation Model for Intellectual Capital 

LIU Guo-wu1 ,CHEN Shao-hua1 , JIA Yin-fang2

(1. The Center Jar Accounting Studies of Xiamen Univers ity,Xiamen 361005,China; 

2. The Schuul u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Hubei University

Economics, WuHang 430079, China) 

Abstract: At the era of intellectual economy, the dominant factor of pro

duction for intellectual firms is concrete intellectual capital which is com

posed of the technologic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labor intellectual capita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the paper restates each 

variable in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and then establishes an operating a

chievement valuation model to assess the capital operating achievement in in

tellectual firms. The model is develop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llec

tual economy, in which the dominant production factor has changed essen

tially. I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the eff ec

tive portfolio analysis on 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input in intellectual firms. 

Key words: intellectual capital; operating achievement; val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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