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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软件产业的喜与忧 

刘小雪 

   

  即使印度人自己对本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也评价不一。Gartner印度分公司的副总裁Partha I

yengar认为，印度的软件产业已经在世界上稳居主导地位，就如同中国在世界玩具产业中的

地位一样。而Infosys的董事长Narayana Nilekani则认为，印度的软件产业还正处于蹒跚学步阶

段，离真正实现世界软件大国的梦想还早得很。尽管大部分印度人更乐于接受前一种说法，

但后一种说法可能要更接近于事实。在世界软件产业的总收入中，印度只占2%，即使在它所

擅长的客户化服务领域，占世界的份额也还不到20%。而且就这部分服务而言，在很大程度

上与中国的玩具业并无多少差别，都是技术含量低、资金投入少、劳动力成本决定竞争成败

的“无根”产业。但在过去的两年中，印度的软件服务业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既对未来

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一、软件产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信息技术带动的服务业成为新亮点。 

  印度软件产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直保持着50%以上的增长率，是世界上唯一实现如

此高增长速度的国家。进入2000年以后，印度软件产业的增速有所下降，2001-2002财政年度

较上年的增幅为28%，2002-2003年度为26%，今年的财政年度尚未结束，NASSCOM的估计是

在28%左右。即使如此，这个速度在世界上依然位于增长的前列，而且这种成绩是在主要出

口市场美国的经济出现萧条、IT支出减少的情况下取得的，因而显得尤为可观。其中信息技

术带动的服务业（ITeS）、包括业务流程外包（BPO）增长迅速，2001-02 ITeS-BPO的增长

率是59%，2002-03年增长是54%。最初美国企业为了应对萧条，不得已大幅缩减成本，将一

部分业务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印度。但到2003年当美国经济出现强劲的增长势头以后，流

入印度的业务外包合同依然不见减少，印度企业通过提供IT技术支持和商务管理支持，正在

成为越来越多的欧美企业的“后台办公室”(back-office)。现在美国人已经开始担心未来是否

国内所有“白领岗位”都会转移到印度。 

  二、软件企业不断拓展专业领域，从提供单一技术支持向“一站式”服务转型 

  按照软件开发的瀑布流程，印度以往提供的服务主要集中在附加值低的编程、测试和运

行维护阶段，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服务。而前端的客户需求分析、软件设计一般由

用户自己或者更高一级的咨询公司来完成，因为技术含量高，创造的价值也高。在这种分工

模式下，印度企业只需要考虑使用何种计算机语言编写程序以及如何减少程序bug一类的技术

问题，而对于所服务的客户究竟应如何通过软件的应用来改善他的业务经营效率则不在印度

企业的考虑范围内。但是顾客更倾向于单一的供应商，不仅仅因为沟通方便，而且一旦发生

问题，也可以立刻知道该向哪里寻求帮助。借助Y2K的解决方案，印度软件产业涉足的领域

增加了，包括银行、保险到制造、零售、电信、教育等等，并因此在国外市场上树立了品牌

形象，从而寻求印度IT技术支持的客户越来越多。一些具有实力的印度企业就开始通过提供

更具专业性的服务和出口套装软件，实现向高端市场的转移。成功的例子就有Infosys公司。 

  三、跨国公司纷纷在印度建立研发中心，技术的溢出效应以及对研发重视的示范作用将

有助于提升印度企业的技术水平 

  根据NASSCOM的统计，自2001年以来共有230个跨国公司选择在班加罗尔开展它们的研

发工作，计划投入资金将超过15亿美元。芯片巨人英特尔在印度建立的研发中心有工程技术

人员1400名，是它在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研发基地。它计划到2005年这里的研发人员数量将

增加到3000名。英特尔在印度的研发中心不仅设计最先进的芯片，也同时为企业开发最先进



的管理软件。这些研发机构的存在，一方面，有助于加深世界对印度科技实力的印象，因为

连国际企业巨头也把研发中心建在这里，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比这更好的广告了，这将

方便印度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建立品牌形象；另一方面，从硅谷的发展历史来看，企业间技术

的溢出效应很明显，因为即使再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无法阻止最先进的技术通过非

正规渠道在企业间传播。在这些国际企业研发中心工作的印度工程师，将学习到先进的技术

和管理经验，并终将在他们自己的创业过程中发挥作用。 

  然而，在一片喜人的形势下，也潜藏着危机。印度软件产业四分之三的产值由出口创

造，任何影响出口的负面因素，都可能影响到印度整个软件产业的增长。对负面因素的简单

化分，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货币因素，二是政策因素。 

  货币因素包括卢比升值和以货币衡量的工资成本的上升。印度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

率。在过去的几年中，印度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已经接近千亿美元，这使卢比的升值压力加

大。2002-03年度卢比升值5%，NASSCOM认为是当年软件产业未能达到30%的预定增长目标

的主要原因。2003年卢比的升值势头依然不减，到年底较上年同期也升值了5%，印度软件产

业的增长率因此可能减少了2-3个百分点。虽然企业可以通过削减单位产品的利润稳住出口价

格，以扩大出口量来弥补损失，但如果持续升值的话，企业最终会到达收支相抵点上，再下

去就只有停产了，否则就只能提高传品或服务的价格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同样

也面临持续上涨的压力。尽管印度人宁愿相信印度软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源泉在于过硬的技

术能力和优质的服务，而不是它的廉价劳动力，但如果不是因为它的劳动力价格比美国便宜

近一半以上（印度软件工程师的名义工资率只有美国的20-42%，但考虑到企业在每个员工身

上实际花费的成本，印度的劳动力成本大约是美国的一半），那么美国企业也不会舍近求远

将业务转移至此。实际上，是技术水平与劳动力价格共同决定了业务外包的发生。随着菲律

宾、中国、俄罗斯软件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若工资率依然保持低于印度的水平，那么业务

很可能就会流向这些国家。 

  政策因素这里的政策并不是指印度自己的产业政策，而是指出口市场国家可能影响到印

度软件产业出口的政策。首先是签证政策。印度软件产业出口的56%是在客户所在地完成

的。因此印度一直以来都是获得美国H1B签证最多的国家。但是911之后，出于安全考虑，作

为印度主要出口市场的美国和欧洲对入境人员的审查越来越严格，既耗时又繁琐，原来不需

要面试的现在也必须面试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现在签证政策已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

手中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以减少可能进入的印度IT技术人员的人数，以防他们威胁到本国

人员的就业。美国就计划将以前IT技术人才短缺时制订的H1B签证的上限195000降低到6500

0，这比NASSCOM认为合理的名额少了近一半。除美国以外，包括欧洲、亚洲的一些国家也

因为出于对失业率上升的担忧，对印度的IT人才从过去的笑脸相迎到现在以签证不合法为由

进行驱逐，前后的反差实在很大。还有，就是更为直接的政策干预。最近Forrest研究机构预

测，在未来的十五年中，美国将有330万服务岗位转移到海外，而印度将是最大的目的地。随

着美国经济复苏，就业形势依然不见好转，更加深了美国人对预言可能变为现实的担忧。恰

逢今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政客为了迎合选民竭尽所能。先后有四个州提出议案要禁止政府

将业务外包于印度等国。而参议院1月底刚通过一项联邦法案，禁止已获得政府合同的美国公

司为降低成本再将合同转包他国。 

  尽管存在这些不利因素，但还不至于立刻就使印度软件产业的前景变得暗淡。一是美国

政府对那些富可抵国的企业巨头究竟有多大影响力本身就值得怀疑，倒是公司通过政治献金

影响国家决策的事时常见诸报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已经从业务外包中尝到甜头的企业是不

会轻易回头的。二是能够完全取代印度的竞争对手尚未出现。中国、俄罗斯、菲律宾一直被

印度软件产业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但它们都较印度发展得晚，从技术到管理水平都落后于

印度，而且对于软件服务业来说，在长期合作基础上与客户建立的信任关系对拓展业务尤为

重要，这也正是作为行业先行者的印度所具备的难以撼动的优势。但从长期来看，印度软件



企业应该未雨绸缪、有所作为了。一方面通过扩大软件人才的培养延迟成本上升的时间。另

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产业升级，增加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来抵消工资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

影响，这才是决定印度软件产业长期发展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