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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全球制造业大规模转移，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生产分散化主要以FDI为主。
但随着国际分工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在价值链上的所有
生产.环节都具有优势。
在企业专业化经营的趋势中，国际外包在企业经营战略方面所表现出的灵活性与成本优势，使其越来
越受到制造业企业的青睐。
20世纪80年代以后，“保留最好的，其余的外包”成了跨国公司保持或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原则。
由于许多服务的不可贸易性，这一时期的外包主要以制造业外包为主。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通讯成本的急剧下降，许多原来不可贸易服务
（Non－TradableServices）的跨国流动成为了可能。
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人们可以将服务产品的生产进行分解，服务的生产过程因而变得越来越精细
与国际化。
尽管某些商品的生产全过程仍然会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由一个国家单独完成，但更为普遍的现象是，
在全球化生产中制造复杂工业品或者提供知识密集型服务的生产链是由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点的
许多工序连接而成的。
因此，每个国家也将日益采取工序交换的方式而不是通过交换最终产品的方式参与到全球化的生产链
中。
于是，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大潮中，服务外包成为推动全球产业布局调整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
的国家和企业被纳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全球网络中，从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中国与印度既是邻国，又是人口大国，两国国情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然而，印度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尤其是软件外包领域遥遥领先于中国。
尽管中国优先发展制造业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但以服务外包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
整正在兴起的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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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力资本与国际服务外包:基于承接国视角的分析》的主要讲述了：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人们可
以将服务产品的生产进行分解，服务的生产过程因而变得越来越精细与国际化。
尽管某些商品的生产全过程仍然会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由一个国家单独完成，但更为普遍的现象是，
在全球化生产中制造复杂工业品或者提供知识密集型服务的生产链是由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点的
许多工序连接而成的。
因此，每个国家也将日益采取工序交换的方式而不是通过交换最终产品的方式参与到全球化的生产链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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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可以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与制造业相比，现代服务业需要更高技能的劳动者。
为了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中国的劳动者就必须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努力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水平。
同时，在国际服务外包的过程中，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及高层次的职位迁移都将为中国带来先进的知识
，进而促进中国的知识创造、扩散和传播，从而提高中国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
　　（四）增加中国劳动者的收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外包行业一般都是
高收入行业。
例如，Ashok Bardhan（2006）认为，即使在印度从事国际服务外包中收入最低的工作，例如呼叫中心
、客户服务人员的收入也排在前十位。
因此，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可以增加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劳动者的收入，而这些劳动者的收入增加，消
费能力就会随之增加，从而进一步带动国内其他部门的增长，增加其他部门劳动者的收入。
　　然而，尽管中国快速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巨大的制造业市场、优质低廉的劳动力、完备的基础
设施，尤其是日益普及的通信设施以及“人世”之后在服务领域不断加大的开放力度，使其日益成为
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重要目标国之一，但是其外包市场规模仍较小（2006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
场规模只占到全球软件服务市场规模的5％左右），而且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不强。
因此，要迎接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大潮，中国政府就应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鼓励企业承接国际服
务外包，尤其是位于价值链高端的服务外包。
　　第三节　结构安排与创新　　由于国际服务外包是国际分工扩展的一个新现象，学术界对国际服
务外包尚无系统的理论分析。
本书认为，国际服务外包从动因上来看，与制造业外包一样也是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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