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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离岸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与技术扩散 :

国外研究综述及展望

徐 姗

摘要 : 本文系统回顾和评述了国外自20 00 年以来关于离岸服务外包的就业效

应和技术扩散的研究成果 ,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望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 包括研究

内容的丰富化 !研究思路的动态化 !指标选择的统一化以及研究视角的多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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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国际分工的深人细化 , 当前离岸服务外包作为一种

新的资源合作组织形式 , 已然成为全球生产活动转移的新热点 "与制造业的全球转

移不同 , 此次转移表现为发达国家将一系列知识 !技术密集型服务产业或制造业中

的服务环节 , 离岸外包给具有人力资源优势和信息基础设施优势的发展中国家 "离

岸服务外包的快速发展 , 无论对于发包的发达国家还是接包的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 , 引起了各界广泛的关注 "

国外对 /离岸服务外包 0 的系统研究仅开始于20 世纪的90 年代 " 目前有关离

岸服务外包的理论尚未成熟 , 针对离岸服务外包的各类实证检验结果存在较大分

歧 "因此 , 及时追踪并掌握国外的研究进展 , 既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展开离岸外包的

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 , 也有利于从政策上指导发展中国家有效地参与离岸服务外

包 !优化产业结构 "

本文主要梳理了国外自2000年以来有关离岸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和扩散方面

最新的研究成果 , 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者关注最多 , 也是争议最大的两个

部分 "国外研究大多基于发达国家 (发包方 ) 的视角 , 主要争论的焦点可以归纳为

以下几个问题 : 发达国家将服务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是否会引起本国失业增加?

发达国家发展离岸服务外包是否会带动本国产业的技术进步? 离岸服务外包是否会

对承接国家产生技术外溢? 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是否因此受到威胁? 对这些问

题的一一解答 , 不仅具有理论的研究意义 , 也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 !离岸外包的理论框架研究

根据全球服务外包咨询公司 N eo A dv isory 2003年发布的 5在岸外包与离岸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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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明显的区别要求独特的方法 6 白皮书 , 传统的在岸外包 (ons ho re out so ur c-

ing ) 与当代的离岸外包 (offs hor e "ut sou rc ing ) 有着本质区别 : 一方面 , 离岸外包

大多采取全球范围内的传递和搜寻方式 , 重点考虑如何改变运作的成本基础 , 因而

比在岸外包更容易实现成本节约与产品增值; 另一方面 , 离岸外包的控制与管理比

在岸外包更加复杂 ) 无论在运行模式 !财政模型 !评估方式 , 还是外包的风险方

面都有很大的区别 "

由于离岸服务外包是离岸外包的一种类型 , 外包的内容是企业内部的服务活动

或某个服务环节 , 所以采用的理论分析大多沿用离岸外包的研究框架 "回顾国外文

献 , 离岸 (服务 ) 外包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比较少 , 为数不多的理论探讨主要

是在原有外包理论基础上的深人发展 , 理论建模重点关注离岸服务外包的产生基

础 !决定因素 , 以及经济效应 "

G ene M . Grossm an and E lhanan H elpm an (2005) 基于交易成本和财产权利的

角度 , 在一个外包与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离岸外包以及离岸外包程度的决

定因素 "研究表明 , 离岸外包的程度 (即将多少环节 !将什么环节离岸外包出去)

取决于发包国国内与国外市场服务供应商的密度与相关性 !市场搜寻的相对成本 !

根据客户要求定制服务的相对成本 , 以及每个承接国家的宏观承接环境 "虽然他们

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有形商品 , 但同样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服务产品的离岸外包 "

Gene M . Grossm an and Esteban R ossi一H ansberg (2008 ) 进一步构建了一个研究离

岸外包的理论分析框架 "他们提出了一个以可交易任务 (trad e in tas ks) 为重点的

新的全球化生产过程 , 并利用此理论模型分析了离岸外包带来的成本降低效应 , 以

及降低的成本如何影响承接外包国家的要素价格 "并通过分析得出 , 可交易任务成

本的降低会导致所有国内要素的收益增加 "

Sh ail ey Da sh (200 6) 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角度对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模式和决

定因素进行了探讨 "D as h认为 , 服务的离岸外包就是一个国家 (承接国) 将服务

出口给另一个国家 (发包国) , 既然如此 , 这些服务的贸易模式就可通过比较优势

来决定 "由于服务是典型的劳动力技能与教育密集型的产品 , 因此一国在服务产品

上的比较优势就体现在其劳动力技能和受教育程度上 "Das h利用 H一O 理论 , 以美

国等开展离岸外包的发达国家与印度 !中国等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不发达国家为样

本进行检验 , 结果发现 , 发展中国家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比较优势取决于其人力资

本的绝对数量 "

R ob er t C . Fe en st ra 对离岸 (服务 ) 外包的研究相对较全面 , 研究内容涵盖离

岸外包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检验 , 研究视角既包括微观机制也包括宏观影响 "综合多

年的研究成果 , Feenstra (2010) 在其出版的专著 5O ffs horing in the G lobal Eeon一

om y: M ieroeeonom iC Stru eture and M aeroeeonom iC Im plieation !6 中 , 系统全面地讨

论了全球离岸外包的微观组织结构和宏观经济内涵 "研究内容分三块 : (1) 基于离

岸外包的劳动力市场微观结构 (包括工资水平 !不同类型工人的就业情况 !劳动生

产率等); (2) 离岸外包的三大宏观经济影响 (经济波动 !汇率以及贸易模式的变

化 ); (3) 国际贸易对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Fee ns tra (2008 ) 建立的离岸外包模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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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基于 H ec ks ch er 一O hl in 的要素享赋理论 , 以发包国和承接国相关要素的成本差异

作为离岸服务外包决策和产生的基础 "模型体现了动态的思想 , 认为开展离岸外包

的时机与外包的程度会根据发包国与承接国相对要素成本的变化而变化 "

三 !离岸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研究

近年来 , 离岸服务外包的迅猛发展 , 虽然促进了全球资源的优化整合 , 但也给

整体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离岸服务外包的产生使传统环境中难以跨国流动

的白领岗位出现了重组 , 随着服务流程的离岸外包 , 白领岗位也随之流人承接外包

的发展中国家 , 这无疑引起了美国等发包国家的广泛关注与争论 "对离岸服务外包

提出反对的主体来自发包国的劳工组织和政界 "世界著名信息产业研究机构福里斯

特公司预测 , 由于美国公司业务大量外包而导致的岗位流失 , 到20巧年将达到330

万 "因此 , 美国陆续通过了一些限制外包的法案 "如 2003年 12 月和2004 年 1月 ,

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法案 , 禁止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将政府项 目外包给非美

国公司 "2004年3月 , 美国参议员通过法案 , 禁止将联邦政府出资的项目外包到海外 "

许多国外学者都围绕离岸服务外包是否会引起发包国劳动者失业这一论题展开

了不同程度的讨论 "然而 , 不同时期的研究结论有明显差异 "20 世纪 90 年代 , 关

于离岸服务外包的研究大多认为离岸服务外包会导致失业增加 , 就业结构失衡 (如

W ood , 1994 ; Bern ard and Jensen , 1993) : 而 2000 年以后的研究视角则更加长

远 , 效应研究更加全面 , 在不否定离岸服务外包导致工作岗位外流现象的前提下 ,

更加理性和长远地分析了离岸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 "如今 , 大多国外研究均认为

离岸服务外包不会造成发包国家失业增加 , 甚至会创造更多工作岗位 , 促进就业 "

1.离岸服务外包对发包国家的就业影响不大

M a盯 A m iti and Shang一Jin w ei (2005) 就离岸服务外包是否带来发包方失业

增加的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 "文中认为 , 虽然离岸服务外包增加迅速 , 但在岸外包

仍然存在 , 并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 /内包 0 仍然占有较大的比例 "因此 , 发达

国家进行离岸服务外包对就业并不至于产生消极的影响 "Pol A nt r0 5 , Lui s G ar i-

eano , and Esteban R ossi一H ansberg (2005) 研究了南北方国家的跨国外包如何影响
各国的就业组织形式和工资结构 "分别对比研究了发达国家自给自足的情形和全球

化背景下南北方国家相互合作的情形 , 结果显示 , 全球化的离岸外包增加了承接方

国家工资的不均衡性 , 参与承接外包的劳动力生产率有所提高 , 然而对发达国家的

就业结构则影响不大 "

此外 , 还有许多的国别案例研究支持这一观点 "Li nd a A nd er SSon an d Pa tri k

K arP a汀 (2007) 利用企业层面进口中间产品和服务的数据 , 详细分析了瑞典离岸

外包对各层次劳动力 (高技能 !中等技能和低技能 ) 就业的影响 "检验的对象为瑞

典 1997 一2002年间的制造企业 , 结果显示 , 服务和产品离岸外包会导致亚洲国家高

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 , 而外包给高收入国家则结果相反 "与预期不符的是 ,

外包给东欧地区会导致低技能劳动者的相对需求增加 "总而言之 , 离岸服务外包对

发包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很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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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斗 Am iti and K arolina E kholrn (2006) 分别检验了欧盟几个国家 (芬兰 !
德国 !意大利和瑞典) 的服务外包 (offs horing of Serviee input) 对发包国家就业的

影响 "结果发现 , 离岸服务外包对于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

即离岸外包对劳动力就业的副作用程度依赖于各发包国家劳动力市场体制的刚性大

小 , 劳动力市场体制的刚性越大 , 则离岸外包对劳动力市场的消极作用越大 "因

此 , 发包国家需要提高自身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

2.离岸服务外包为发包国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D evashish M itra and Priya R anjan (2007) 构建了一个包含两部门的一般均衡

模型 , 认为离岸外包将导致发包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增加 , 并创造新的企业部门及

新的工作岗位 , 最终使得发包国家失业率降低 "Al an v. D ea rdor ff (2005) 对发达

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对国内生产要素和要素收益的影响进行了理论解释 "其通过构

建模型得出 , 如果发达国家离岸外包是为了进行多样化生产 , 那么离岸外包最终会

使发包国家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低于接包的发展中国家 ; 然而 , 如果发包的发

达国家与接包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要素票赋差异能够形成专业化分工 , 那么离岸服

务外包将可能会使发达国家的所有生产要素收益都有所提高 "Cat her ine L. M an n

(2004) 则以美国的lT 产业 (信息技术产业 ) 为例 , 认为 IT 产业的离岸外包可能提

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 因此发生在软件行业的外包不会带来失业增加 "

H olger G 6rg and A oife H an ley (2005 ) 和 Satwik S eshasai and A m ar G upta

(20 04 ) 均从短期和长期两种视角 , 就离岸服务外包对发包国家劳动力就业与收人

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 "研究认为 , 离岸服务外包对发包国就业与收人的长短期影

响十分复杂 "虽然短期的服务外包会引起失业增加 , 但是服务外包所造成的消极影

响远不如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外包那样明显 "劳动力最终都会经过培训获得更适合他

们的新工作 "因此 , 从长期来看 , 服务的离岸外包有利于促进发包国家的就业 "

综上所述 , 目前国外的研究基本肯定了离岸服务外包在长期的创造就业和促进

就业方面的积极效应 "但不可否认的是 , 离岸服务外包在短期内确实会有一定的消

极影响存在 "对此 , Chu Pi ng L( ) (2004) 提出 , 教育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这种负效应 : 一方面 ,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 教育投资有利于提升劳动力的技能水

平 , 使其更好地参与到离岸服务外包的承接工作中 , 提高工资水平 , 缩小与发达国

家的收人差距 ; 另一方面 , 教育投资可以为发达国家提供更多高技能型的熟练劳动

力储备 , 优化了整体生产要素 , 从而有利于激励更多的创新活动 , 创造更多的工作

岗位 , 进一步扩大高收人群体 "

四 !离岸服务外包的技术效应研究

当代 , 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离岸服务外包 , 是跨国公司为进一步提升自身

核心竞争力而采取的 /归核化 0 战略调整的副产品 , 离岸外包的实施为发包国家和

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了显著的技术效应 , 这为全球价值链上承接离岸服

务外包的国家和企业提供了重要机遇 , 让他们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接触到更多国外

先进的技术 , 提升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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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 , 离岸服务外包在短期和长期内都将对技术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 "

短期内 , 企业开展离岸外包 , 能够以更低的进口价格获得高质量的中间投人品 , 导

致企业生产力膨胀 !生产函数外移 ; 长期内 , 离岸外包将改变最终产品的投人要素

比例 , 进而影响生产力 (H ol ge r Gor g , 2005)"关于离岸服务外包的技术效应 , 国

外研究的主题可以归纳为三方面内容: 离岸服务外包对发包国生产率的影响 ; 离岸

服务外包过程中的技术扩散及其对接包国技术水平的影响 ; 离岸服务外包对发包国

技术领先地位的影响 "

1.离岸服务外包对发包方的生产率影响

K ar st en Bj err ing ol 肥n (2006) 认为 , 除了研究离岸外包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外 , 还应该对离岸外包带来的生产率效应给予重视 "毕竟 , 将部分或全部服务环节

外包给境外的服务供应商 , 发包商的初衷就是想进一步降低成本 , 集中优势资源发

展优势环节 "Ol sen 就离岸外包对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归纳 , 认为离岸外

包对生产率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不惟一 , 这取决于离岸外包的部门 !公司的专业

化优势 , 及其参与全球化的程度 "Ol sen 发现 , 服务部门外包与制造业离岸外包相

比 , 将带来更多的生产效率提升 "Joseph W . R ottm an and M a叮 C . Laeity (2006)

分析了信息技术的离岸外包带来的效率提升及其决定因素 , 通过实证调查与检验 ,

归纳出发包方决定离岸外包的两个重要原因: 利用时差维持工作时间 24 小时循环

及降低劳动成本 "

许多学者都选择不同国家和产业的离岸外包进行了实证检验 " H olger G org

an d A oife H an le y (2003 ) 采用爱尔兰电子产业的相关数据 , 检验了离岸服务外包
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效应 "他们将参加离岸外包的部门分为上游部门和下游部门 ,

外包的内容分为服务产品和有形产品 "检验结果显示 , 发展离岸服务外包对生产率

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并且外包的部门越接近下游环节 , 则促进效应越显著 "

M a即 A m iti and Shang一Jin w ei (2006 ) 检验了美国制造业 1992一2000 年间离岸外

包对生产率的影响水平 "发现其中服务环节的离岸外包对美国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

具有显著作用 , 贡献率约为 10 % , 而制造环节离岸外包的贡献率仅为5% "Ca the 一

ri ne L. M an n (2004 ) 以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离岸外包为研究对象 , 发现离岸外包

会使信息技术硬件产品降价 10 % 一30 % , 从而使得所有同类产品的生产率获得大幅

提高 , 最终整个经济体受益 "得到相似结论的还有 Gi rm a和G or g (2004 ) 对英国的

研究 , 以及 H olger Gorg , A oifo H anley and Erie Strobl (2008) 对爱尔兰离岸服务

外包企业的研究 "

不难发现 , 在现有的国外文献中 , 离岸服务外包对于发包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得

到了一致的认可 , 实证研究大多都将服务环节的离岸外包与制造环节的离岸外包进

行了对比, 认为离岸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 对整个经济体的贡献更大 "

2.离岸服务外包过程中的技术扩散

D ieter E m st and Linsu K im (2002 ) 认为 , 离岸外包与 Fl)I相比 , 虽然同是海

外生产 , 但离岸外包这种全球生产的发展路径更加有利于促进知识与技术的扩散 "

接包方获得的技术转移 , 实质上就是价值链内上游环节和下游环节之间的技术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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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ek and Saggi, 2001)"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 N CTA D ) 所说 , 离岸服

务外包过程中发包的跨国公司对承接外包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 , 它在带来硬件设备和技术的同时 , 还带来了许多软技术 , 如管理经验 !技术

知识 !市场信息等 "值得注意的是 , 基于离岸服务外包的技术扩散并非都是跨国公

司主动 自愿的 ,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被动的 !非 自愿的扩散 , 或称之为 /技术外

溢 0"因此 , 技术外溢是技术扩散的一种形式 , 也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离岸服务

外包获得技术提升的一个来源 "

paul M #Leonardi and D iane Bailey (2008 ) 重点分析了离岸服务外包过程中的

知识转移 , 强调了发包商拆分任务包 , 将其从 /隐性 0 变为 /显性 0 的重要性和可

行性 "文中以一家美国软件公司将工程任务离岸外包给印度某公司为例 , 从发包方

的视角 , 对如何将 /隐性 0 任务 /显性 0 化 , 提出了五步措施 : 界定要求 !监督进

度 ! 固定回报 !确定传送路线 !评估完成质量 "文章完善了离岸服务外包过程中的

知识转移理论 , 从微观的角度研究 了离岸外包中的任务管理问题 "

D ieter Ernst and Linsu K im (2002 ) 建立了一个概念模型 , 专门研究全球化生

产网络 (G pN , global produetion networks)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扩散 ! 以及

东道国企业技术提升三者之间的关系 "全球生产网络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

组织的一个创新模式 , 将某个服务环节或产品的生产环节外包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就

是一种典型的形式 "随着生产过程在全球范围形成的网络发展 , 会不断催生出知识

和技术在国家之间 !地区之间 !企业之间的扩散 "在全球化的生产网络中 , 为了使

东道国的当地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达到特定要求 , 技术领先者往往会通过一系列

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渠道 , 将相关的技术或知识转移给东道国的当地企业 , 来提高这

些供应商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 "其中扩散的知识既有主动转移的显性知识 (ex 一

plieit know ledge ) 也有被动外溢的隐性知识 (taeit know ledge) , 而这些都无疑会对

东道国供应商提升自身能力和技术水平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同时 , 迫于跨国公司

带来的竞争压力 , 承接外包的当地竞争企业也会主动去模仿 !学习 , 从而提升整体

的产业技术水平 "

关于技术扩散和外溢的途径和方式 , 也有不同的研究 "N go V an Lon g (2005 )

认为 , 发达国家的发包企业展开的大多为 /不完全外包 0, 即外包部分_L游 , 而保留

主体活动 (设计 !专利 !营销等 ) 在国内 , 即 /不完全外包 0"在进行离岸外包的

同时 , 发包方往往需要对承接方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 使其能够生产出达到发包方

要求的产品 , 因而会有外部经济的产生 "同样地 , EEt im es (2006) 也通过研究证明 ,

在离岸外包的过程中 , 跨国公司会建立培训制度 , 对发展中国家水平较高的工程师

进行各方面培训 , 目的是使其更好地接手专业设计业务 "接包方的工程师和设计师

们通过参加培训可以吸取发达国家的宝贵经验 , 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 "

基于承接方视角的研究 , 同样证实了离岸服务外包技术扩散效应的存在 "Far 一

rell and Zainulbhai (2004) 通过研究印度承接 ITO 和B PO 的离岸外包发现 , 跨国公
司的参与促使了印度公司的有效重组 , 承接外包的部门无论是产出效率还是国际竞

争力都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R afiq D ossani and M art in Kenney (2007 ) 分析了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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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技术的发展对印度以出口为导向的软件产业的影响 "文中提到 , 网络技术的发展

使得越来越多跨国公司的技术为印度所了解 , 提升了印度软件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服

务产品的附加值 "通过技术外溢 , 印度的软件产业逐渐从低端的代工升级到附加值

较高的高端环节 , 如应用研发 ! 系统集成等 "承接服务外包的企业通过对外溢技术

和知识的吸收 !消化 !应用 , 将可能摆脱跨国公司先进技术追随者的角色 , 而成为

世界范围内新的技术领导者 "一项关于 日本将电气和电子工业服务离岸外包给马来

西亚供应商的案例研究发现 , 外包过程中 , 70 % 的发包商经常与承包商交流 , 向他

们提供与产品有关的技术标准与要求 , 32 % 的发包商提供设备与工具 , 5% 的发包

商提供相关的建厂信息 "

因此 , 无论是基于发包商的视角 , 还是承接商的视角 , 国外研究肯定了基于离

岸服务外包的技术扩散效应的存在 "综合现有成果., 离岸服务外包产生的技术扩散

既包括发包方主动的 !有意识的传递和转移 , 也包括被动的 !无意识的外溢 "主要

的扩散途径可以归纳为 : 发包商向承接方提供相关的业务标准和要求 !发包商对承

接方工程师的技能培训 !发包商与承接商之间的知识与管理经验交流 ! 以及人员的

流动等 "然而 , 扩散的知识和技术是否能够被承接方吸收和转为自用 , 还取决于承

接方本身的消化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 , 即要达到 Pac k an d Sag gi (2001 ) 所说的

/门槛 0, 才能促进外包与技术提升的良哇循环 "

3.离岸服务外包对发包商技术领先地位的影响

既然服务的离岸外包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扩散给承接商 , 那么长此以往 , 是否会

威胁发包商的技术领先地位? 对此 , 国外的研究大多给与了否定的答案 "以美国软

件产业为例 , Ashish Arora and A lfo nso G am bardella (2004 ) 从发包方的视角 , 对

离岸服务外包对发包国技术领先地位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 , 将服务进

行离岸外包不会影响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 , 相反 , 通过外包 , 美国将集中更多的资

源研发新的软件 , 开拓软件领域 , 从而进一步带动经济的增长 "美国的技术领先地

位依赖于全世界技术专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和资源 , 而非仅局限于其国内数量 "

B ardhan , A Shok D eo and Jaffe e , Dw ight M . (2005 ) 就离岸外包 !创新和研发

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 认为离岸外包在转移工作转移技术的同时 , 同

时也会激励创新 ! 研发更多的新技术 , 开拓更多的产业领域 , 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

因此 , 发包国家并不会因此威胁自身的技术领先地位 "

五 !我国未来的研究展望

国外对离岸服务外包的研究大多基于发包方的视角 , 构建理论框架和进行实证

检验 , 研究内容包括离岸服务外包的产生基础和决定因素 !离岸服务外包对发包国

家工作岗位流失的影响 !离岸服务外包对发包商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外包过程中的

技术外溢渠道 , 以及发展离岸服务外包对发包方本身技术提升的影响等几个方面 ,

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离岸服务外包

理论提供了有利的基础 "

目前 , 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已经成为我国当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优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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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方式 "根据2012 年 7月28 日在昆明举办的第五届全球

外包大会上发布的 5昆明宣言 6, 201 1年 , 中国服务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 63 .6 % ,

国际服务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 65 % , 2012 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服务外包执行额同比

增长45 .8% " 5昆明宣言 6 预测 , 未来五到八年 , 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就业人数将达

到2000万人 , 中国将成为全球离岸外包第一承接国家 "

因此 , 未来我国关于离岸服务外包的研究应基于承接方的视角 , 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扩展 :

(1) 研究内容丰富化 "理论框架的构建 , 从解释离岸服务外包的产生扩展到确

定承接离岸外包的决定因素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 ,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 , 都仅仅局限

于特定产业的实证检验 , 缺乏一个系统的研究框架 "研究发包商在决定离岸外包时

重点考虑的因素 ,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外包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自身条件 , 更有

效率地承接外包业务 "

(2) 研究思想动态化 "倘若忽略当前不断演变的经济全球化趋势 !相关产业的

发展趋势 , 那么对离岸服务外包的静态研究仅仅只是展现某一阶段某一产业的发展

现状 , 既不能解释过去 , 也未必能预测未来 "因此 , 如何将离岸服务外包的研究置

于一个动态的框架 , 体现动态的思想 , 是未来研究一个重要的转变方向 "

(3) 指标选择统一化 "关于离岸服务外包的实证研究中之所以结论争论较大 ,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指标选择的随意性 "研究同一个国家同一个产业 , 选择不同的
指标 , 结论都可能差异较大 "目前 , 由于离岸服务外包的理论尚不完善 , 因此在指

标的选择方面 , 尤其是衡量 /离岸服务外包规模 0 的指标都不尽相同 "所以在完善

理论的基础上 , 如何科学地选择较一致的指标 , 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

(4 ) 研究层次多元化 "即从宏观层面扩展到微观层面 "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是我

国乃至许多发展中国家融人全球生产网络的一个重要途径 , 鼓励发展离岸外包是当

前重要的对外经济政策 "然而 , 真正落实和执行这一政策的是每个微观的企业 , 因

此 , 在对离岸服务外包的各项宏观效应进行研究的同时 , 还应更多关注促使这些效

应真正发挥作用的微观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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