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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价值的保值与增殖与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密不可分。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特 

定的组织环境，并通过其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推动企业价值的实现。文章从系统的角度理论分析了人 

力资本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所形成的层级式价值链、并列式价值链和网络化价值关系，并根据环境的变 

化，其管理及其形式的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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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要发挥其作用、实现其价值，必须依赖于 
一 定的组织环境。在特定的组织环境中，根据其在组 

织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人 

力资本，这些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依据组织程序和制 

度安排，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并随 

着组织结构的不断调整而动态变化。专业分工导致了 

人力资本的分解，共同致力于企业利润目标的实现又 

导致了人力资本的整合，这正迎合了迈克尔 ·波特价 

值链思想的精髓(只不过波特的价值链是从企业系统 

的角度考虑的。他认为，将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很难识 

别企业的竞争优势，而将企业分解为由一系列价值活 

动构成的价值链则能做到这一点⋯)，并在价值创造 

过程中形成了各类价值链。作者以人力资本依附的企 

业组织结构为背景，将人力资本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 

相互作用规律分为层级式人力资本价值链、并列式人 

力资本价值链和网络化人力资本。 

1 层级式人力资本价值链 

组织结构就是企业正式的配置机制、程序机制、监 

督和治理机制及授权和决策过程 。无论是职能型 

组织结构还是事业部制结构，从纵向来看，都具有纵向 

分层的科层制组织的显著特征，而不同层次上隐含着 

不同的权力分配，即不同的权力层次上的行为主体拥 

有不同的企业资源控制权 。在 日常生产和经营活 

动中，企业价值创造行为主体正是依赖于这些资源控 

制权进行相应的价值创造活动，并在价值创造活动过 

程中形成一系列的相互牵制和约束力。正是因为组织 

结构纵向权力与资源控制权安排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各层级上的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活动中往往要听令于 

上级的安排与指挥，并可能受到纵向行为主体逐级的 

严格审视。这种由权力支配的活动安排体现了不同的 

人力资本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带有明显 

的等级色彩，因此称之为层级式人力资本价值链，并由 

图 1来简化他们之间在价值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作用与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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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层级式人力资本价值链模型及其活动过程 

层级式人力资本价值链中，企业核心资源控制权 

高度集中在高层管理者手中，对企业实行集中控制和 

统一指挥，保证了各项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同时，制 

度的安排保证了企业活动的通畅，即一系列人为设定 

的行为规则，约束、规范人们的相互行为，帮助他们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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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别人行为的预期 J。这种预期可以减少不确定 

因素的产生，并能给企业带来资源的节约。 

但是，由于其活动程序是通过指挥链完成的，具有 

较强的刚性，下级的活动范围和价值加工方式受到极 

大限制，不利于下级能动性的发挥，特别是创新能力。 

再者，信息的传递渠道是通过“一对多式”的方式对下 

层管理者发号施令，而下层管理者则逐级向上层管理 

者请示报告。由于有效管理幅度的限制，在大企业中， 

这种信息的传递往往要经过长长的各级价值链节点方 

能到达终点，并且会存在人为因素的影响，造成一定程 

度的信息遗漏和失真现象，给决策和执行都带来很大 

的麻烦。随着企业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要求企业具 

有灵敏适应市场的能力，不断地进行创新活动。这就 

要求企业权力和资源的重心下移，让下层人员拥有更 

多的自主权和支配权，并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经验 

进行突破性创新。 

2 并列式人力资本价值链 

如果说层级式人力资本价值链分析的视角是从企 

业组织结构的纵向来看的话，那么并列式人力资本价 

值链则要从企业组织结构的横向来分析。由于劳动分 

工，组织的主要职能活动被分成研发、生产、销售、市 

场、财务和行政等，设置相应的部门，并配置相应的人 

力资本，赋予其企业相应的资源控制权。由于这些职 

能活动在价值创造、实现企业目标中具有同等重要的 

地位和作用，因此，其价值创造行为主体在企业组织中 

呈水平对等关系，而不再是纵向的主从关系。劳动的 

分工、职能部门的形成，并不是人为地隔离不同专业不 

同类型的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而是为了简化职能部 

门制定决策的过程，同时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在业务上 

具有明显的依赖关系，其行为主体之间表现为一种互 

补关系——为实现各业务单元的计划目标，具有业务 

联系的相关行为主体必须根据业务流程安排，采取一 

致行动共同完成预期的工作 J。正是因为这些人力 

资本在企业组织中处于水平的对等关系，并且在价值 

创造过程中形成的不是分离而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因 

此是一种并列式的人力资本价值链(如图2所示)。 

匡 岱 巨 ∞匝 圈 
图2 并列式人力资本价值链 

并列式人力资本价值链是以职能部门为基本单 

元，其优点也集中体现在职能分工上。企业把从事同 
一 活动性质的人员归属为同一部门，这样不仅有利于 

提高该部门的工作效率，简化职能部门制定决策的过 

程，同时也方便了知识共享和观点发展，并为员工提供 

了向更深的技巧发展和进一步积累经验的条件。 

并列式人力资本价值链的优点源于职能分工，同 

样，其缺点也出自职能分工。其突出点就是人为地把 

一 些联系紧密的活动有比较地区分开来，造成了许多 

接口，带来了接口处许多瓶颈问题，信息与指令在各个 

部门之间传递效率极低 J，特别是当市场需求变化加 

快，新技术不断涌现的今天，以职能分工为特点的组织 

结构阻碍了部门之间信息的有效沟通和相互协调，并 

可能使人力资本在横向上的联系处于中断状态。为克 

服上述缺点，加强横向联系，工作团队便运应而生。所 

谓工作团队，就是一些员工打破原有部门界限，撇开原 

来的中间管理层次后形成新的组合，直接面对顾客和 

向公司目标负责，这些员工以整体优势去完成一定的 

任务。。 。如一些企业试行“市场、科研和生产”三结合 

的管理中心来替代原来的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减少 

部门之间的接口，使信息更易于流通，协调更易完成， 

实际上集中了各种人力资本的优势，并强化他们之间 

的联系，是并列式人力资本价值链高度集中的一种 

特例。 

3 网络化人力资本 

事实上 ，由于企业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企业价 

值创造行为主体之间的活动不仅依靠权力纵向联系， 

也强调横向间的协调与配合 ，且常常以这两种方式纵 

横交错并贯穿于整个价值创造活动的始终，从而形成 

了网络状的人力资本。正如前面所分析，随着企业技 

术环境和需求环境的改变，企业组织结构、权力格局、 

管理机制都将作适当调整，以快速响应环境的变化和 

需求的转向。这样，在纵向上，结构层次应尽可能少， 

价值链长度应尽可能缩短，同时知识和专家将基本上 

集中在基层，从产品的开发设计到生产过程，以至产品 

的市场进人，都将由来自功能部门的专家组成的工作 

小组来完成。智力资源“存在”而不是“下放”到基层， 

并承担了直接面向市场的责任，因此，需突破原有的权 

力格局，授予基层更多的资源控制权和适当的决策权。 

在横向上，组织单元之间紧密的横向联系将成为新形 

势下的另一重要特征。由于各个相对自主的组织单元 

资源有限，只有通过与其他单元的广泛合作，才能有效 

地完成工作任务。这种主动的交往，为企业资源在内 

部的合理流动和企业中各个个别能力的科学整合提供 

了重要途径。 

网络化人力资本还表现在其对外的延伸上，并随 

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将成为企业人力资本价值链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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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态势。企业间的业务合作是外网络化人力资本的 

主要桥梁。技术条件的变化、市场环境的不稳定，越来 

越多的企业开始打破“独立”的闭关状态，寻求与外部 

企业的合作，并通过参与企业各自优势的发挥，共同开 

发和生产，把产品迅速推向市场。这样，企业的价值链 

已延伸到了企业外部，弱化了企业边界，并整合了整个 

系统的资源。企业的联合、资源的共享，常常采用交叉 

持股和交叉任职来实现，这些纽带形成了复杂的网络 

关系。首先是控制权的网络化，通常是通过成员间的 

交叉持股或拥有资产所有权来实现。其次，管理层的 

交叉任职推动了成员关系的网络化。最后，价值网络 

成员角色的多重性(成员加入各个价值网络)导致组 

织关系网络化⋯。而这些变化 的实质就是企业 不断 

地将外部人力资本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弥补自身资 

源的不足，实现内网络化人力资本向外网络化人力资 

本状态的转变。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这种转化将变 

得越来越频繁并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内网络化人力资本由于其作用环境固定在某一企 

业内部，并受限于特定的组织框架和制定安排，因此， 

相比较而言，较易掌握其成员之间的作用规律并易于 

管理。而外网络化人力资本，由于企业成员间的关系 

是建立上市场需求的基础之上，具有松散性和动态性， 

因而难以把握其活动规律 并且不同人力资本的归属 

不同，不便于统一管理 J。 

4 结 语 

人力资本价值链的各种形态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出 

现在企业价值活动中的，而是各种形态的混合，只不过 

在不同的条件下某一价值链形态将更加凸显。随着知 

识经济、信息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将不断地 

突破原有的格局，特别是人才格局。在激活自身人力 

资源的基础上，将不断地与市场中的智力资本进行合 

作，这将使企业人力资本价值链更趋向于市场化发展。 

价值创造行为主体成份的多样化、联系的复杂化， 

给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管理就是控 

制，即企业经理的主要工作就是控制员工的行为，确保 

圆满地完成公司与经理为员工规定的工作任务。但这 
一 管理模式已不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因为在信息、 

知识时代，员工的知识、思维更新更活跃，管理者应从 

“控制”转为“指导与激励”，注重提供服务、规划总体、 

研究战略和创造员工必要的工作条件环境，在有必要 

的条件下，还应让员工参与企业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 

取权的分配，以真正激励员工为企业价值创造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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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intenance and gain of enterprise value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human capita1
． Hun1an caDital impels 

the realization of enterprise value through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 depending on given orgaJ1izati0n envimnment． This 

article systemically an alyses tier value chain，paratactic value chain and network value chain
， which are f．0珊 ed in the 

course of the creating value by human capital，then educes the adjustors of the management and f．0珊 s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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