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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服务外包与中国服务业发展”这套丛书，这里对选题背景、现实意义和丛
书特点做两点说明。
　　一、选题意义和研究宗旨　　总体上看，国内理论界对服务经济和服务业开放相关问题的研究相
对薄弱。
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研究领域本身有许多难题，包括服务范畴模糊、定义分歧和测度困难、服务贸易
和服务外包统计口径特殊和数据缺失等，制约着研究的“生产”和“供给”；另一方面，国内服务业
发展和服务业开放长期相对滞后，对理论研究的“需求”不足。
　　理论研究要与日益变化的现实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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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三篇，共十二章和一个附录。
　　第一篇面向世界，描述分析服务全球化和国际服务外包的态势及相应的理论研究概况，包括第一
章到第四章。
第一章揭示服务全球化发展趋势，包括进展、水平、特点、影响因素等，还讨论了传统分工理论对分
析服务全球化问题的适用性，以及中国如何用好服务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挑战。
第二章研究国际服务外包，包括服务外包发展的宏观环境和技术条件、服务外包产业结构、发包和接
包市场分布、外包业务特点等。
第三章是服务外包理论研究的一个综述，分别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和宏观国际经济的角度对现有理论研
究的主题、主要内容和所采用的模型进行了梳理。
第四章是作者提出的一个理论新角度，从人力资本合约关系变化与产业组织重构这个角度来分析服务
外包，认为服务外包的本质是人力资本市场合约和劳务活动企业合约的统一，是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
根本变化，将对全球产业组织形态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篇聚焦中国，描述分析我国承接服务外包总体状况，对若干典型外包行业进行研究，包括第
五章到第九章。
第五章是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概况和趋势，包括总体规模、发展水平、业务来源、产业分布、企业结
构等情况，对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有利和不利条件做了分析，预测了主要接包领域的发展趋势。
第六章到第九章，分别研究软件业、设计业、银行业和保险业服务外包情况，各章在结构上大体相同
，包括所研究行业国际服务外包发展概况，我国相应行业承接服务外包的概况和趋势，我国承接外包
的优势和不利因素，以及未来发展潜力等。
同时，这几章各自对一些重点问题做了深入分析。
其中，第六章软件业和第七章设计业的研究，都将技术外溢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定量分析了承接服务
外包产生技术外溢的渠道、范围和程度，评价了外包对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和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
第八章银行业研究，将服务发包方的离岸动机和我国接包的区位优势作为重点内容，并以此为线索，
研究我国银行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优劣势和发展空间。
第九章保险行业研究，将中国承接保险服务外包的企业结构作为重点，比较分析外资接包机构和本土
接包机构的不同特点和优势劣势，并提出提高我国本土接包企业服务能力的若干建议。
　　第三篇是国际比较研究，包括第十章到第十二章。
第十章是对印度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研究，回顾了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历程，分析了印度服务外
包得以迅速发展的因素，强调了政府经济政策对该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最后提出了对我国的借鉴意
义。
第十一章立足日本对华离岸外包，研究中国软件业承接国际外包业务的情况，包括人才流动，日资在
华接包企业的情况，对发包方和接包方的影响和效应等，还讨论了软件外包从沿海到内陆地区“雁行
发展”的可能性问题。
第十二章是对中国香港服务业外包的研究，研究显示，中国香港离岸服务外包颇具特色，既有定位于
承接内地高端市场的服务接包，也有定位于利用内地低成本优势的服务发包，以及定位于中转枢纽和
核心能力供给的服务转包，中国香港发展服务外包的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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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服务全球化和国际服务外包：现实进展和理论分析　　第一章　服务全球化：服务外包
的背景和基础　　一、全球化新进展：从全球制造到全球服务　　服务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题中应
有之义。
①本书做如下定义：服务全球化是指服务的生产、消费和相关生产要素的配置跨越国家边界，形成一
体化的国际网络，各国服务业相互渗透、融合和依存，国际化的服务供给和消费不断增加。
为了表达动态变化和进行定量分析，本书还使用“服务全球化的发展”这个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基
于国际分工的服务产出在世界服务总产出中比重的提高”。
　　研究服务全球化，首先需要对“服务”和服务业的特点有所理解。
“服务”通常是指没有实物形态产出的经济活动，因此“无形性”是基本特征。
服务的其他特征还有：同步性（生产过程需要消费者参与，服务供给和消费同时同地发生）、不可储
存性（服务是一个过程，“随生随灭”，生产和消费不能错期）、差异性（服务供给和需求的个体差
异很大）等。
从这些特征可以直接导出与本书主题相关的一个结论，即服务具有“不可贸易性”。
②用这些特征来宦义“服务”一直存在争议，特别是随着信息服务的发展，分歧还在扩大而不是收敛
。
但是其他定义的共识性更差，因此至今学术界仍然广泛使用这些特征来描述服务。
①也有一些研究者并不对服务业下严格定义，而是采取“排除法”，即不能定义为农业和工业的产业
就是服务业。
现实统计中使用最广泛的是联合国的《标准产业分类》（ISIC），明确定义哪些行业属于服务业。
②　　（一）服务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服务全球化不是一个新现象。
早在19世纪初期，随着造船、航海、通讯等技术发展，洲际贸易空前活跃，国际贸易成为经济全球化
的引导力量和主要载体，但从贸易对象看主要还是初级产品和制造业产品。
此后，商品贸易和初级产业、制造业领域的跨国投资，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
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服务贸易仅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10，服务业跨国投资仅占全球跨国投资总额
的1／4。
　　此后服务全球化快速推进，服务贸易和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增长速度快于全球贸易和投资总额的增
长。
1993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了20.9％，但此后又有所缓慢下降，目前约占18％。
2Q06年，世界服务出口总额达2.74万亿美元，进口总额达2.62万亿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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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总体上看，国内理论界对服务经济和服务业
开放相关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
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研究领域本身有许多难题，包括服务范畴模糊、定义分歧和测度困难、服务贸易
和服务外包统计口径特殊和数据缺失等，制约着研究的“生产”和“供给”；另一方面，国内服务业
发展和服务业开放长期相对滞后，对理论研究的“需求”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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