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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四国承接服务外包竞争力研究


———基于钻石模型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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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分工日益深化，越来越多的公司采取服务外包这一新兴商业
模式。金砖四国作为新兴经济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在承接服务外包上大有作为。目前，金砖四

国中，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实力最强，中国其次，俄罗斯和巴西稍弱，四国都应该针对各自在服务外包承接

上的劣势采取一定的措施，大力培养从事外包产业的专业人才，并建立起促进外包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对中国来讲，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商业环境；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供应结构；有重点地开

拓国际服务发包国的市场；并加快科研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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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球制造业大转移之后，新
一轮以离岸服务外包为主的产业转移已经成为不

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目前，９０％的全球财富 １０００
强企业已经制定了业务外包计划，预计到２０２０年，
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将达到１．６５万亿 ～１．８万
亿美元。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金砖四国（中国、印

度、巴西、俄罗斯）作为目前较有竞争力的服务外包

承接国，如何增强竞争力，吸引更多的服务外包业

务，成为各自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虽然许多学者以及咨询公司都对实施服务外

包的动因及承接要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但关于服

务外包承接竞争力的界定并未统一。美国著名管

理咨询公司 Ａ．Ｔ．Ｋｅａｒｎｅｙ（２００４）认为，影响服务外
包承接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是财务吸引力，其次是

人力资源和技能以及东道国的整体商务环境等，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球服务外包目的地指数

（ＧＳＬＩ）。Ｇａｒｔｎｅｒ公司提出了包括政府部门的支持、
基础设施、劳动力的素质、创建新业务的成本以及

文化相容性五项关键因素的评价体系，并据此对各

国进行了打分和评估。卢锋（２００７）则认为影响一
国参与国际服务外包的竞争力的因素大体分为三

类：一是发展服务外包需要的基础设施条件，二是

人力资源条件，三是政策因素以及整体经济发展

路径。

相应的，有关国别层面服务外包竞争力的比

较研究不断涌现。Ｓｈａｉｌｅｙ（２００６）运用 ＨＯ模型对
发达国家美国等发包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印度、中

国等接包国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析，认为比较优势

在于劳动力资本的整体规模，而不是劳动力的相

对比重；于峰（２００６）考察了世界软件外包强国，如
印度、爱尔兰、以色列以及菲律宾的发展模式，认

为我国发展软件外包不能简单照搬一种模式，必

须根据国情扬长避短；谭力文（２００６）考察了世界
主要发包国（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的外包政策和一

些接包国（印度、菲律宾和捷克）的发展经验；唐宜

红等（２００７）则考察了印度、墨西哥和东欧几国承接
外包的国别环境，指出相关支持产业的发展状况、

一国的政策环境和人力资源影响着接包国的竞争

力；宋永辉等（２００７）对中国和印度两国承接服务外
包的政府政策环境进行了对比，分别讨论了两国政

府的基本政策、人才机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认为

中国在以上三个方面与印度相比都具有不同程度

的差距。

综上所述，有关服务外包竞争力的相关文献具

有片面性，国内大部分的文献都是以中国最大竞争

对手印度为比较对象，而在新兴市场———金砖四国

的层面上，有关其承接服务外包的总体水平、结构

及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研究尚不深入。鉴于金砖四

国的崛起对于２１世纪世界经济的重要影响以及中
国在金砖四国中的重要地位，本文选取金砖四国作

为研究对象，基于钻石模型比较四国承接服务外包

的竞争力水平，进而识别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真实

水平及存在的差距，以期能为我国外包产业的发展

提供政策导向和决策依据。

二、金砖四国承接服务外包的整体规模

在ＩＴＯ离岸外包出口额方面，截止到２００８年中
国计算机与信息出口额约为６３亿美元，而印度的出
口额约为４９４亿美元，约为中国的８倍；俄罗斯、巴
西显得稍低，分别只有１６．４３亿美元和 １．８８亿美
元。从市场占有率来看（见图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金
砖四国的服务外包国际市场占有率均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印度更是一枝独秀，表现突出，增长幅度最

大，处于领先地位，其所占份额在 ２００５年超过了
２０％，２００７年更是超过３０％。中国服务外包的国际
市场占有率一直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所占份额从

２００１年的０．９１％上升至２００８年的４．５％，增长了５
倍。而俄罗斯和巴西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

一直处于缓慢上升，俄罗斯从２００１年的０．２５％上
升至２００８年 １．２％，巴西则从 ０．０５％缓慢上升至
０．１４％。可见，虽然四国开始承接服务外包的时间
有所不同，但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行业内

的地位不断提升。今后，印度应着重考虑的是如何

保持住强劲的优势地位，而中国、俄罗斯和巴西则

需要继续优化改善，努力缩小与印度的差距。

三、金砖四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力比较

迈克尔·波特在反思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

础上，提出了一国产业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模型。

他认为一国的产业或企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

力，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

又是由四组因素决定的：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

支持性产业以及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对手；但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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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这四个因素还不足以完全描述一个国家的竞争

环境，政府和机会对以上四个因素的影响也是至关

重要的；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加强，共同构造了

一个动态的激励创新的竞争环境。

由于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为一国（产业或企

业）竞争力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加上很

多学者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该理论具有的合理性，钻

石模型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认同。本文也正是基

于此模型展开对金砖四国承接服务外包竞争力的

比较研究。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金砖四国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额及其市场占有率／亿美元，％
　注：市场占有率＝各国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额／世界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总额
　资料来源：根据ＵＮＣＴＡＤ相关数据计算

１．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包括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

是指一国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等要素，

高级要素是指通过投资和培育而创造出来的要素，

如高科技、熟练劳动者等，对一国承接服务外包竞

争力而言，其高级要素比基本要素更为重要。结合

服务外包的特点，本文在生产要素方面主要考察人

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状况。

（１）人力资源
随着对教育、培训重视程度的上升，金砖四国

为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积累了大量优秀的相关人才，

因而在人力资源方面，四国均有较强的优势。从科

尔尼公司２０１１年公布的ＧＳＬＩ中人力资源和技能指
标来看（见表１），金砖四国表现不俗，优势明显，除
俄罗斯排在第１１名以外，印度、中国、巴西均进入前
１０位，总体排名较靠前，但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四
国之间的差距。

印度的人力资源优势是比较突出的，其在国内

推行的全民软件策略颇有成效，并已形成印度理工

学院居最顶端、各大学居中间、印度国家信息技术

学院ＮＩＩＴ居底层的金字塔式人才培养模式，不仅为
承接服务外包储备了丰富的人才，也已形成较合理

的梯度人力资源结构。俄罗斯的员工由于普遍受

过高水平的数学和科学训练，在解决疑难问题时显

现出很高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因而在承接欧美国家

的中高端服务外包业务时具有较大的优势。相比

之下，中国和巴西的人力资源水平还有待提升。麦

肯锡的报告就指出，中国只有１０％的毕业生拥有在
外企工作的技能，大多数的英语皆为哑巴英语，缺

乏流畅沟通的能力，在承接欧美外包业务时存在一

定的障碍。而在巴西，一些跨国公司就认为只有

８％～１３％的巴西大学毕业生适合被雇佣，具备国际
化经验、掌握国际化管理理念的综合性人才非常

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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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１年ＧＳＬＩ的单项指标的具体排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备注

财务吸引力 越南 印尼 塞内加尔 巴基斯坦 加纳 斯里兰卡 菲律宾 印度 埃及 突尼斯

中国２１
巴西３７
俄罗斯２５

人力资源和技能 美国 印度 中国 英国 德国 加拿大 法国 巴西 西班牙 澳大利亚 俄罗斯１１

商务环境 新加坡 德国 加拿大 爱沙尼亚 英国 澳大利亚 法国 爱尔兰 阿联酋 捷克

印度４３
中国３５
巴西３０
俄罗斯４７

　注：带星号的国家指代的是该国二级城市的指标水平。
　资料来源：Ａ．Ｔ．Ｋｅａｒｎｅｙ：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２０１１

　　（２）基础设施
当代服务外包建立在ＩＴ技术基础上，对相关基

础设施建设条件依赖性较强，包括电信发展程度、

互联网环境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是服务外包能够

实现离岸开发的必备条件。从世界经济论坛所发

布的《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中有关基础设施的排名来看（见表 ２），金砖四国
总体排名不高。相比之下中国稍好一些，但有所

退步，排名第 ５０名；巴西、俄罗斯则进步明显，巴
西前进１２位排到第６２名，俄罗斯前进２４位排到
第４７名，这与两国政府大力投入资金改善基础设
施是分不开的；印度的基础设施较为落后，排名第

８６位，除了一线城市外，其他地方基础设施比较薄
弱，恶劣的基础设施环境无疑已成为制约印度外

包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从影响基础设施

水平的具体指标亦可以看出（见表 ３），印度除在
拥有的电话主线方面有明显优势外，国际互联网

用户、移动电话数和宽带用户均劣势明显，大大低

于中、巴、俄的水平。总体来看，各国在基础设施

方面的表现与近些年来各国不同的重视程度是分

不开的。

表２　“金砖四国”基础设施排名变化

中国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４６ ７６ ７４ ７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５０ ８６ ６２ ４７

　数据来源：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表３　金砖四国基础设施对比

国际互联网用户

（个／千人，２００８）
拥有的电话主线

（条，２００９）
移动电话

（个／千人，２００８）
宽带用户

（个／千人，２００８）

中国 ２２５ ２２１（２０１０） ４７８．３ ６２．８９

印度 ４５．４ ３７０ ３０４．３ ４．６３

巴西 ３７５．２ ３１０ ７８４．７ ５２．６

俄罗斯 １８０．３（２００６） ３２０ １３２２．３ ２８．１５（２００７）

世界平均 — — ５９７．６ ７８．４７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

２．需求条件
需求条件包括国内需求和国际需求波特强调

了国内需求的不可替代性，认为无论国际需求如

何大，也不能弥补萎缩的国内需求，没有高涨的国

内需求，该国的产业很难有竞争优势。但是，随着

当下离岸外包在全球服务外包中的地位日益增

强，国际需求显示出越来越强的主导地位，因此本

文主要分析的是国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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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口目的地市场份额来看，金砖四国国依

托各自的优势，均对某一区域有着很强的依赖性，

在市场得到保证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隐忧（见

表４）。
印度目前９０％以上的接包业务均来自欧美国

家，对美国的离岸外包业务更是处于垄断地位。美

国经济的变动直接影响到印度的ＩＴ业，占据印度ＩＴ
业前５位的企业，其收入约有５８％来自美国，但在
金融危机中过度依赖美国市场也让印度外包收入

遭受重创，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为降低本国失业率

而提出的减少外包业务策略更是使其雪上加霜。

目前印度已将目光转向欧洲和日本市场。

中国服务外包业务承接最先是从日本业务开

始的，地缘优势、文化相近带来许多便利性。近几

年，随着中国对欧美市场的日益重视以及从业人员

英语水平的提高，欧美客户对我国外包收入的贡献

也在逐年提高。２００８年中国 ＩＴＯ—ＢＰＯ出口目的
地市场份额中，日本占４９．１１％，欧美占４３．６５％。

俄罗斯借助于众多在数学和物理领域有着深

厚功底的人才，使其在外包市场上与印度争夺欧美

高端编程业务时极具竞争力。在俄罗斯 ２００８年
ＩＴＯ—ＢＰＯ出口目的地市场份额中，北美占４１％，欧
洲占４８％。

巴西的服务外包对象集中在美国市场，由于其

时区及文化都更加接近美国，使得巴西外包人员能

及时与客户进行业务沟通。２００８年，美国对巴西的
ＩＴＯ—ＢＰＯ发包规模占到巴西外包市场的８０．５％，
遥遥领先于其他市场。

表４　２００８年金砖四国ＩＴＯ—ＢＰＯ出口目的地市场份额

印度 中国 俄罗斯 巴西

１ 美国６０％ 日本４９．１１％ 北美４１％ 美国８０．５％

２ 欧洲３１％ 欧美４３．６５％ 欧洲其他２９％ 拉美８．５％

３ 其余９％ 其余７．２５％ 德国１９％ 欧洲７．８％

４ — — 东南亚６％ 其余３．２％

　　　　　　数据来源：中国服务外包行业协会；Ｎａｓｓｃｏｍ；Ｒｕｓｓｏｆｔ；Ｂｒａｓｓｃｏｍ．

３．相关产业支撑
钻石理论认为：一国的某一产业要想在国际上

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需要具有竞争力的相关产业

的支持。支撑一个产业的上下游产业以及相关产

业的密集高速发展，有助于实现产业内高度分工协

作，提高产业效率。具体到服务外包产业，与其联

系最为密切的上游产业即为服务业，成熟的服务业

是一国服务外包业高速发展的必备条件。一国服

务业的大力发展，为承接服务外包创造了良好的环

境和基础，为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了条件，在降低

成本的同时提升了该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力。

（１）服务业
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来看，金砖四国在经

历一系列改革调整后，服务业所占比重均有了不同

程度的提升（见表５）。印度、巴西、俄罗斯三国的服
务业比重均超过了 ５０％，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其
中，巴西最高（６６．２％），与世界水平和发达国家水
平接近，其服务业的优势，使得外包所需的服务部

门和服务结构非常成熟，从而对美洲国家极具吸引

力。相比之下，虽然我国的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化，

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但受长

期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影响，服务业比重仍然偏低。

服务业的相对落后，导致我国服务外包业也相对滞

后，离岸外包的质量和数量与印度等服务外包业发

展较快的国家相比都存在差距，从而影响了我国承

接服务外包竞争力的提升。

（２）技术发展水平
拥有了技术便拥有了核心竞争力。技术发展

水平是另一影响一国外包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成

为各国关注的重点。这里主要从专利申请数量、研

发人员数量及研发支出占 ＧＤＰ比重三个方面衡量
（见表６）。从专利申请数量看，中国的居民专业数
比较突出，２００７年时达到１５３０６０件，分别是印度的
３３倍、巴西的３９倍、俄罗斯的６倍；而印度、巴西在
非居民专利数量上优势明显，２００５年时分别达到
１９９８４件和１６１００件。从研发支出占 ＧＤＰ的比重
来看，２００７年，中国最高为 １．４９％，俄罗斯为
１．１２％，巴西为 ０．９４％（２０００年），印度最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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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而从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量来看，俄罗斯
最多，达到３３０４．７人，众多的高素质人才，为俄罗
斯承接欧美的中高端服务外包项目打下良好基础。

正如在俄罗斯的美国商业雇主 ＩＴＴ委员会指出：俄
罗斯的工程师、科学家和程序员具备２０～４０年的严
格遵循技术规律开发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的经验。

表５　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

农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 工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 服务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

中国 １５．１ １０．４ ４５．９ ４６．３ ３９．０ ４３．４

印度 ２３．４ １７．１ ２６．２ ２８．３ ５０．５ ５４．６

巴西 ５．６ ６．６ ２７．７ ２７．２ ６６．７ ６６．２

俄罗斯 ６．４ ５．０ ３８．０ ３７．２ ５５．６ ５７．８

世界 ３．６ ２．９ ２９．１ ２７．５ ６７．２ ６９．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
表６　２００７年金砖四国技术发展状况比较

项目 居民专业数／件 非居民专利数／件 研发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 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量／人

中国 １５３０６０ ９２１０１ １．４９ １０７０．９

印度 ４５２１（２００５） １９９８４（２００５） ０．８ １３６．９（２００５）

巴西 ３９０５（２００５） １６１００（２００５） ０．９４（２０００） ５８８（２００５）

俄罗斯 ２７５０５ １１９３４ １．１２ ３３０４．７

　　数据来源：金砖四国联合统计手册

４．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
企业是构成产业的个体，产业的发展以企业为

基础，产业内企业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产业竞争力的

强弱。因此，一个产业要想建立竞争优势，必须提

高产业内企业的素质。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对一

国或地区的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又可以从两方面来

判断：企业成本和企业能力。

（１）企业成本
在外包的成本中，人力资源成本占到 ７０％ ～

８０％，大部分发包企业最初发展外包的动因就是降
低成本，因而人力成本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

业接包情况。成本因素仍是发包国家在选择承接

方时考虑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但种种迹象表明，金

砖四国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地丧失。从科尔尼

２０１１年ＧＳＬＩ中财务吸引力指数来看（见表１），排
在前１０位的国家主要来自于亚非的发展中国家，他
们希望依靠低工资和充足的劳动力获利；而金砖四

国中，印度、中国和巴西的排名都有不同程度的退

步，只有俄罗斯的名次稍有上升。同时，除了印度

进入前１０位（位列第８位）以外，其余三国均位于
２０名以外，中国第 ２１名、巴西第 ３７名、俄罗斯第
２５名。

仅从薪酬成本来看，从ＩＴＯ和 ＢＰＯ相关工作人
员的月平均工资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见表７），金
砖四国的平均工资与财务吸引力排名第一的越南

相比高出不少，基本已无人力成本优势可言。以

ＩＴＯ的平均月工资为例，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
分别是越南的１．６４倍、１．６１倍、３．４２倍、２．６０倍。
因此，相对来讲金砖四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像以

前那样低廉了。

表７　２００５年平均工资对比／美元／月

越南 中国 印度 俄罗斯 巴西

ＩＴＯ ６１３１ １００９５ ９８９６ ２１０１８ １５９３５

ＢＰＯ ５１８８ ７６３４ ７７７９ １６３１３ １３１６３

　资料来源：ｗｗｗ．ｎｅｏＩＴ．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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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企业能力
企业的规模和财务能力是一个企业在国际市

场中形成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规模大、有强

大资金支持的企业一般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比规模

小的企业要强得多。根据 ＩＡＯＰ（外包专业人士国
际协会）２０１１年公布的世界１００强离岸服务外包
企业分布情况来看（见表８），印度有１５家，虽较金
融危机前有所下降，但仍超过中国；中国有１１家，
比２００６年有较大提升；巴西有 ２家；而俄罗斯仅

有１家。从入选的企业数来看，印度仅次于美国，
接包企业拥有较强竞争力和规模，排名靠前的ＴＣＳ
和ＩＮＦＯＳＹＳ员工都在万人以上，且出口实力较强，
这两家企业的出口实力就超过我国的总和。而中

国服务外包企业总体规模较小，尚未出现一家达到

相当规模（服务外包收入超过１０亿美元）的内地企
业，整个行业呈高度分散格局，单个项目的合同金

额普遍较小。

表８　世界１００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分布情况

年份 美国 印度 中国 英国 俄罗斯 巴西 法国 其他

２００６ ４８ ２６ ４ ２ ２ ２ ２ １４

２０１１ ４７ １５ １１ ６ １ ２ ２ １６

　　　　　　　资料来源：ＩＡＯＰ

５．政府与机会
钻石模型认为，在国际竞争中，政府起到重要

的辅助作用，它的基本职责是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

的外部条件，与其他因素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金砖四国服务外包的发展，离不开各国政府的大力

扶持，包括科技园区的建立、税收优惠减免政策、人

才培养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等。其中，问题仍比较

突出的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金砖四国中，巴西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知识

产权法律制度建设，相继出台了《工业产权法典》

《版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保护

和激励知识创新；同时，放松商标注册的条件，扩

大商标权的保护范围。印度的专利制度比较灵

活，注重产业升级，如：印度政府规定，对于食品、

药品、农用化学品等大类只授予方法专利，而不授

予产品专利，这为印度大型企业快速完成产业升

级创造了条件；同时，完善且不断更新的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也为印度成为首屈一指的承接服务外包

强国增加了砝码。相比之下，中国和俄罗斯在专

利制度方面起步较晚，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还在
某些涉及非法利用专利的案例中付出沉重的代

价，在吸取了以前失败的经验之后，两国开始逐步

重视专利申请和保护的重要性。Ａ．Ｔ．Ｋｅａｒｎｅｙ在
２００８年对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８个发展中国家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了评分，中国排在最后一位。

目前，许多跨国公司对中国存在的专利外泄问题

还有担忧，这对中国发展成为服务外包承接大国十

分不利。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服务外包市场造成

了一定的危害，但外包领域受的冲击相对其他领域

较小。一方面，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反对服务全

球化之声不绝于耳，发达国家势必采取更多措施防

止更多的岗位流失。但另一方面，这也进一步加大

了企业经营的成本压力，为改善生存条件，企业的

外包意向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着手将非核心业务

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因此，总体上看服

务外包将呈现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为新兴经

济体的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四、结论及启示

金砖四国承接服务外包尽管发展迅速，受到世

界的关注，但综合竞争力仍有待提升。通过比较可

以发现，金砖四国中印度承接服务外包的实力最

强，中国其次，俄罗斯和巴西稍弱。印度目前已经

成为最为成熟的接包国，在人力资源、企业能力、政

府政策支持方面均有优势，知识产权保护也较为严

格；但印度的基础设施亟待提高，其贫困人口占很

大比重、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现状，使得发

包方缺乏安全感，同时过度依赖欧美市场和不断上

升的人力成本也给其服务外包的进一步发展带来

隐忧，回旋余地较小。中国在基础设施、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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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技术发展水平方面都有优势，但人才的综合

素质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待提高，需要尽快实现

人才培养模式与外包产业之间的无缝对接。俄罗

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构

成了其发展中高端外包业务的软实力，但政府的支

持力度还有待提升：该国一直着眼于重工业和资源

的开发，对服务外包这种新型的商务模式仍无足够

的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许多管制异常

严厉，腐败严重。巴西在技术发展、需求及人力资

源方面有一定优势，当地软件业及ＩＴ服务业的不断
发展将吸引新的服务外包业务，但综合性的外包项

目人才缺乏，当务之急是改善其整体教育水平和语

言能力。总体看来，四国都应该针对各自在承接服

务外包上的劣势采取一定的措施，大力培养从事外

包产业的专业人才，并建立起能有效促进外包产业

发展的制度环境。

上述研究表明，尽管我国承接服务外包已具备

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与印度、俄罗斯、巴西三国

在很多方面仍有差距。目前，应努力做好以下几方

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商业环境。

印度吸引欧美发包商的重要优势之一就在于其严

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我国应加快信息安全的

立法工作，完善司法体系，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的

惩罚力度，为服务外包提供良好的商业环境。

第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供应结构。

近年来，高校扩招和职业教育的发展虽使我国服务

外包人才数量缺口有所缓解，但人才结构不合理问

题却日益突出，项目化的高端人才极其匮乏。应引

入先进的培训模式和国外知名培训机构，提高人才

培养的针对性，建立大规模、多形式的人才培训体

系，实施全球化人才培养战略，优化人力资源供应

结构。

第三，要有重点地开拓国际服务发包国的市

场。充分发挥与日本及韩国在地理上邻近、文化上

相通的优势，积极承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外包

业务；同时还可以和印度进行互相外包，充分发挥

各自在服务外包领域的优势；鼓励有条件的中国服

务型企业走出国门，积极开拓国际服务外包市场；

加强自主创新，提高技术水平，提升国际竞争力。

第四，完善官、产、学、研合作机制。积极鼓励

推动高校、研究机构与外包企业的创新合作，简化

技术和发明专利及许可证申请的审批程序，加快科

研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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