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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四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力比较研究

苏 娜

渊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合作学院 南京 210015冤

【摘要】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作为新兴经济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

羊，外包产业开展得有声有色，国际市场占有率和 RCA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四国的外包承接优势主要来源于人力

资源和技能，不具可持续性，本文认为更多应从商业环境和财务吸引力方面着手改善，以进一步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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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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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半数以上的欧美公司以服务外包的方式把业

务转移到海外。而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未来 5 耀 10年国际

服务外包市场将以 30%耀40%的速度递增。面对巨大的市场需

求，如何吸引外包业务，增强吸引力和竞争力，则成为各服务

外包承接地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为代表的“金砖四国”，作为

新兴经济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经济前景极好。本文

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解读金砖四国

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力水平及问题之所在，正确认识我国作

为外包承接方的真实水平。本文的定性分析选用著名管理咨

询公司科尔尼定期所发布的 GSLI指数中的各个单项指标，

定量分析选用国际市场占有率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一、“金砖四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现状

由于“金砖四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时间、基础设施、人力资

源配套、政府政策支持等基本条件有所差异，导致它们在外包

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异。

1. 印度：服务外包的领军者。印度是目前发展最为成熟

的服务外包接包市场，被誉为全球外包金字塔顶端的国家，目

前其 ITO和 BPO额分别占全球 ITO和 BPO市场 40%以上

的份额。2005 耀 2009年，印度服务外包年均增速 28%。印度承

接外包服务的含金量也大大提升，正逐渐向服务外包价值链

领域高端的 BPO、KPO业务过渡，外包企业不断提升产品质

量，推进服务升级，外包已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2. 中国：外包承接的快速发展者。2006年，商务部联合几

部委共同实施了推动服务外包发展的服务外包“千百十工

程”，收效突出，中国已初步形成以服务外包重点城市为依托

的区域分布格局。从当前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中国服务外包

产业将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根据麦肯锡的预测，中国外包产业

的增速为 30%，截至 2010年，外包产业可为中国贡献 7%的

GDP增长和 10%的服务业 GDP增长，到 2015年将实现收入

560亿美元。

3. 俄罗斯：世界软件外包出口的佼佼者。2007年，俄罗斯

IT外包市场达到了 10亿美元，成为印度和中国之后世界排

名第三的软件出口国。服务外包基地建设是俄罗斯承接服务

外包又一抓手，在新西伯利亚，俄罗斯已经建成了蜚声海外的

一流科技城，聚集了大量的科学家和私人技术公司，吸引了

IBM、英特尔、摩托罗拉等大跨国公司的投资。美国《财富》杂

志也已经预言：新西伯利亚的科技城将成为下一个硅谷。

4. 巴西：地理优势明显的崛起者。巴西是“金砖四国”中

服务外包业务发展最早的国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禁

止商用电脑进口反而刺激了本国的计算机制造业。而为应对

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巴西的大银行不得不开发复杂的计算

机软件系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推动了 IT业的发展。比

起印度和中国，巴西最大的“卖点”也许是其时区及文化都更

加接近美国。巴西主要大城市所在的时区仅比纽约早 1 耀 3个

小时。正是得益于巴西与北美市场在地理位置上毗邻的优势

和文化的紧密融合，有机构预测 2012年巴西的 IT服务产值

有可能增加 2倍。

二、“金砖四国”承接服务外包竞争力的定性研究

1. 国际接包方竞争力的定性评价体系。著名管理咨询公

司科尔尼和业界专门研究外包的咨询公司 NeoIT等机构对

此做了大量相关研究，认为实际上吸引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

较多，最主要的因素是财务方面吸引力，其次是对人力资源和

技能的考虑，还有东道国整体商务环境的好坏等。在此基础

上，科尔尼公司提出了全球服务外包目的地指数（GSLI），该指数

通过分析全球前 50大提供大多数常见服务外包的地区（包括

IT服务和支持、联络中心以及后台支持），对其进行排名，其

中综合了财务方面吸引力（0 耀 4分）、人力资源和技能（0 耀 3

分）以及商业环境（0 耀 3分）。自 2004年科尔尼公司推出 GSLI

评比后，相关数据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认知，在全世界获得公

认。本文也是基于此指标项展开“金砖四国”承接服务外包竞

争力的定性分析。

2.“金砖四国”承接服务外包竞争力的总体概况。具体排

名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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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尔尼公司的研究分析来看，由于金融危机的全球性

和延续性，全球服务外包产业也受到了很大冲击，但“金砖四

国”的总体发展水平尚可。在 2011年最新公布的 GSLI排名

中，“金砖四国”总体靠前，均进入了前 20位，其中印度、中国

和巴西较 2009年相比位次并未发生变化，依旧排在第 1、第 2

和第 12的位置，保持了较强的优势地位，而俄罗斯上升速度

较迅猛，前进 13个名次位列第 20名。由此可见“金砖四国”近

些年来在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力上已有很大提升，成为众多

发包国家首选的接包方。

3. GSLI各单项指标分析。从表 2细分的三大指标来看，

四国呈现不均衡的态势。人力资源和技能方面，四国总体排名

较靠前，是接包的主要优势来源，但财务吸引力和商务环境排

名较靠后，仍有很大的调整上升空间，这也是未来四国所需着

重完善改良的领域。

（1）财务吸引力。从此项指标排名来看，排在前十位的国

家主要来自于亚非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希望靠低工资和充足

的劳动力来从中获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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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因素

仍是发包国家在选择承接方时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但种种

迹象已表明，“金砖四国”的成本优势在逐渐丧失。

在税收和监管成本方面，印度政府对从事 IT行业的企业

实施了所得税 5年减免 5年减半的优惠措施，随后又推出“零

赋税”，大大吸引了众多发包商，这也是印度财务吸引力指标

排名较靠前的原因之一；而中国也在 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了

直接对技术先进型外包企业收入免征营业税；俄罗斯和巴西

则税赋较高，相关的财政和税收等优惠配套政策没有跟上。

（2）人力资源和技能。从表 2中可以看出，此项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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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均进入前十位。尽管成本是衡量一个国家服务外包

承接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但合格人才的重要性已经凸显出来。

印度在发展中国家中拥有最大规模的掌握英语技能的人

才储备。同时，印度一直对软件产业非常重视，目前印度的软

件公司拥有超过 65万名工程师，其雇员总数仅次于美国，印

度全国的 160所大学和 500所学院均设立有软件方面的专

业，每年从大学毕业的软件技术人员约为 17.8万人，而每年

通过培训获得微软公司认证的工程师就高达 10万人。

随着高校扩招和相关培训的发展，中国的外包人才供应

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据统计，目前中国仅 IT行业大约有 75

万的各种中高级技术人才，40万的软件工程师，每年还有 4

万 耀 5万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应届毕业生加入这一队伍。另外，

海外华人和出国留学人员为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智力支撑，这些人中有很大比例在国外学习理工科专业，计

算机专业更是热门选择。

俄罗斯每年有大约 25万受过 IT专业高等教育的人才进

入市场，这些毕业生中的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88豫拥有受 5

年教育的专科学位，66豫拥有受 6年教育的研究生学位。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调查报告称俄罗斯的高校毕业

生 50豫与科学专业相关，这个比例在软件出口国家中最高。

巴西的 IT产业有着近 50年的发展历史，产业员工多达

200万人，且拥有大批技术工人和专家。2004年巴西政府科技

部提出将软件与软件服务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领域之一，并

承诺自 2006 年起全国每年培养的博士生要达到 1万人。同

时，巴西科学技术委员会制定巴西科技人才统一的电子履历

表，由全世界 55万多名科研人才自己进入系统登记注册，并

动态更新最新科研成就，形成巴西最大的科技人才资源库。

（3）商务环境。在这项指标排名中，前十名均为新型工业

化国家和发达国家，占据优势地位，而“金砖四国”排名总体靠

后，均在 30名以后，这也是四国今后需着重努力改善的方向，

否则会影响承接服务外包后续竞争力的延展。尽管四国在政

策导向上都已经确立了承接服务外包的重要性，但商业环境

中的很多配套仍然没有跟上。排名靠前的新加坡、新西兰、加

拿大以及爱尔兰则拥有优秀的基础设施、教育系统、高度的国

际化、良好的商业环境和较低的商业风险。虽然这些地区成本

较高，但仍将继续保持作为海外业务的目标地的吸引力。

印度的主要问题在于基础设施滞后。印度服务外包园区

内外基础设施的供给状况严重失衡，广大乡村的基础设施仍

十分薄弱，一些大城市断水断电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公路、机

场条件更是落后。印度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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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印度的外包产业

还面临竞争加剧、企业诚信与数据安全问题、孟买等大城市安

全事件频发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其中，2009年印度第四大软

表 1 2011年“金砖四国”在GSLI中的排名

印度

中国

巴西

俄罗斯

财务吸引力

8（6）

21（20）

37（31）

25（26）

人力资源和技能

2（2）

3（3）

8（9）

11（15）

商务环境

43（40）

35（38）

30（39）

47（47）

总排名

1（1）

2（2）

12（12）

20（33）

资料来源 院A.T.Kearney, Global Services Location Index

2011渊下同冤遥

表 2 2011年GSLI单项指标具体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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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巴西37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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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中国35尧巴
西30尧俄罗斯47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

鄢

鄢

鄢

鄢

鄢

鄢

鄢

注院带鄢号的国家指代的是该国二级城市的指标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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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服务公司萨蒂扬的财务欺诈案折射出印度外包企业快速发

展中急功近利的一面，打击了外国投资者对印度外包企业的

投资信心。

中国突出的问题在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到目前为

止，我国知识产权法尚未对服务外包所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

进行明确清晰的界定。而我国居高不下的软件盗版率，政府监

管力度的不到位也让许多服务外包发包方颇有微词，科尔尼

公司在 2008年对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 8个发展中国家的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了评分，中国排在最后一位。由于

许多跨国公司对中国存在的专利外泄问题存在着极大的担

忧，这对中国发展成为服务外包承接大国构成了不小的障碍。

高素质的人才构成了俄罗斯发展软件外包的核心要素，

但该国政府的支持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政府援助对于扶

持 IT行业至关重要。相比之下，俄罗斯政府通常没有提供帮

助，反而构成了障碍。俄罗斯的软件出口商抱怨到：由于过时

的法律和碍事的官僚机构的原因，获得出口退税几乎不可能。

同时在俄罗斯和政府或官方机构打交道时往往会遇到拖延、

混乱、腐败等情况，这也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投入和压力。

尽管巴西的服务外包业务开展得有声有色，但国家环境、

稳定性有待提高。汇率的频繁波动、国内僵化的劳动法规以及

开办公司的繁琐手续使该国的整体经营环境有待改善。服务

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商业形式在该国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三、“金砖四国”承接服务外包竞争力的定量分析

本文通过对国际市场占有率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度

量展开对“金砖四国”承接服务外包竞争力的分析。

1. 国际市场占有率（MS）。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指一国某产

品或产业的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可反映一国某

产业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或竞争地位的变化。用公式表示为：

MSaj=Xaj/Xwj

上式中：MSaj表示 a国 j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Xaj表

示 a国 j产品的出口总额；Xwj表示世界 j产品的出口总额。

从发展趋势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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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处于领先地位，其所占份额更是在 2005年超过

了 20%，2007年超过 30%。从中国自身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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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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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态势，俄罗斯从 2001年的 0.25%上升至 2008年的 1.2%，巴西

则从 0.05%缓慢上升至 0.14%。这也印证了之前的分析，虽然

四国开始承接服务外包的时间有所不同，但都经历了快速发

展，在行业内的地位不断提升。之后各国所应着重考虑的是，

印度如何能保持住强劲的优势地位，而中国、俄罗斯和巴西如

何继续优化改善，缩小与印度之间的差距。

2.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RCA 是指一个国家某

种商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类商

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

RCAaj=（Xaj/Yj）/（Xwj/Yw）

式中：RCAaj表示 a国 j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aj

表示 a国 j产品的出口总额；Yj表示 a国全部商品的出口总

额；Xwj表示世界第 j种产品的出口总额；Yw表示世界全部

商品的出口总额。这个指标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

波动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该产品的相对竞争优势。按照日

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提出的标准，当 RCA数值大于 2.

50时该产业具有极强比较优势，RCA在 0.80 耀 1.25之间该

产业具有中等比较优势，RCA在 1.25 耀 2.5之间该产业具有

比较优势，0.8以下则处于比较劣势。据统计，“金砖四国”外包

产业的 RCA指数一直处于上升期，印度的表现可圈可点，其

2001 耀 2008年的服务外包 RCA指数均大大超过 2.5，平均值

为 11.51，承接服务外包竞争力较强，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而

中国、俄罗斯和巴西三国的 RCA指数却总体低于 2.5，其中

中国和俄罗斯稍好一些，在 2007年时两国均超过 0.8，中国超

过 1，表明两国具有中等比较优势，巴西的 RCA指数稍低一

些，平均值只有 0.12，产业竞争力较弱，不具备比较优势。印度

的竞争优势明显，这与印度多年来承接服务外包综合实力的

提升密不可分，其成功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学习。

四、结论

从上文分析来看，无论是全球 GSLI排名，还是国际市场

占有率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印度均有不俗的表现，它已发

展成为较成熟的外包承接方之一，但其落后的基础设施与国

内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中国、俄罗斯和巴西三国正处于奋起直

追、努力赶超中，但竞争力总体仍较弱，与印度之间的差距仍

较大。俄罗斯在软件外包中已经崭露头角，表现不俗，但整体

国内的商务环境有待提升。巴西借助于良好的区位优势成为

各跨国公司看好的“潜力股”，有很强的上升空间，但在高素质

人才以及商务环境方面有待改善。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连续多次在 GSLI排名中位居第二，

仅次于印度，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维持和增强外包承接业

务长期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技能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和监管环

境，而不是固守薪资成本优势。事实上，无法改变劳动力技能

水平和整体商务环境，将会导致在快速发展的远程服务业方

面丧失竞争力。当下，在发达国家仍居发包主导地位、发展中

国家处于被动接包位置的情形下，“金砖四国”亦应结合各

自不同的发展水平及特点，在大力扶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

同时，不一味强调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而更多关注于符合发

包国家人才需求的高素质综合人才的培养和商业环境的优

化，从而突出优势，提升自身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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