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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服务外包的经济学观察：产品内分工的分析视角  

卢  锋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服务外包扩展和深化大大提升了服务业和服务流程生产效率，成为推动当代服务业

生产方式变革和经济全球化新浪潮的重要力量。本文在观察当代服务外包经验表现和分析服务外包概念的基础上，侧重从

服务工序流程分工潜在利益与额外成本比较这一产品内分工视角考察当代服务外包兴起的经济根源，并对相关的认识和政

策含义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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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服务外包现象虽早已存在，但近20年兴起的服务外包潮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从服务外包对象看，信息革命成果的

普及推广，使IT服务外包（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outsourcing，ITO）成为规模最大的外包对象；人事管

理、财务会计、研发设计等在传统上被企业认为是关键性的“内置”职能，也通过商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转移到企业外部。从服务外包规模看，新兴IT服务和流程外包经过初步发展，已经形成数以千亿美

元规模的市场，并仍以显著高于GDP增长的速度上升。从服务外包范围看，外包关系突破国家界限呈现离岸化和国际化趋

势；从服务外包主体看，出现了很多以提供服务外包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 

    印度过去十多年在软件和服务外包领域不同寻常的表现，显示服务外包与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相结合，能够改变一个大

国政治经济原有的均衡态势。中国的大连、上海、北京、深圳等一批城市近年来积极发展服务外包，试图让这一新兴行业

成为区域经济的新增长点。离岸服务外包快速增长成为全球化新潮流的重要内容，构成“推平世界”进程的关键因素（费

里德曼，2006，中译本）。从经济学角度看，服务业外包的出现，对于认识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的选择，都提供了新鲜的

经验。 

    国内学术界较早出现有关服务业外包研究的文献有田晓军（1999）及李元旭（2000）。Qu与Brocklehurst（2003）

从交易成本理论角度分析了服务外包的经济特征，考察中印两国在服务外包领域发展的差异和原因。近年这一领域研究文

献增多，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李子惠、李志强，2004；王喜庆，2005；刘重，2006；詹晓宁、邢后媛，2005；

朱晓明等，2006；杨圣明，2006）。然而，总体来看，服务外包这个当代生产方式变革新课题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尚未引起

足够重视。如何理解当代服务外包定义内涵？如何把握服务业全球化潮流的现实表现？如何认识其发生根源和机制？都需

要深入地探讨。 

    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历史的角度看，过去几十年国际分工发展的显著特征，在于分工基本层面从行业间、产品间深入



到产品内部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构成当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微观基础（卢锋，2004）。本文试图采取产品内分

工视角，系统考察当代服务外包经验表现和发生机制。第二节考察服务外包概念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第三节观察服务外包

特别是当代新一轮服务外包的特征性表现。第四、五节分别考察服务外包作为分工深化过程带来的利益和发生的成本，提

出理解服务外包发生原因的分析框架。第六节着重从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角度分析其当代服务外包兴起的根源。第七节是

简短的结语和评论。 

    二  服务外包概念初步探讨 

    ......

    三  当代服务外包兴起及其表现 

    ......

    四  服务外包的利益来源 

    ......

    五  服务外包的成本约束 

    ......

    六  当代服务外包兴起的根源 

    ......

    七  结语和评论  

    做你做得最好的，把其余外包出去！这个常识性管理理念的流行和推广，带动服务工序流程由原先的由企业内部提供

转向从外部购买，派生出近20年前后全球范围风起云涌的服务外包浪潮。与上个世纪60年代兴起的制造业外包和加工贸易

相类似，服务外包已经并将继续改造当代企业基本组织构造，提升网络性因素在经济交往形态中相对重要性，并通过外

包-接包关系离岸化和国际化改写全球经济的结构版图。上述演变的综合结果，是通过服务流程分工深化提升服务业以及

其他需要服务投入流程的部门经济效率，从而对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福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从产品内工序流程分工视角对服务外包现象进行了初步考察。首先把服务外包定义为产品生产过程内部投入性服

务流程从企业内提供转为企业间购买的过程，从六个方面刻画当代服务外包特征性表现。然后侧重从服务工序流程分工潜

在利益与额外成本比较角度对服务外包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并结合当代技术革命、体制政策以及市场竞争环境演变背景，

采用历史与逻辑相一致方法为当代服务外包兴起提供一个观察和解释思路。 

    服务外包研究对于从产品内分工视角把握当代经济全球化本质特征提供了新鲜素材。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格局最重要

的变动，就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推进并展现出与历史上曾经的全球化进程迥然不同的当代特征。从经济分析原理看，分

工是经济联系的基础，当代经济全球化特征会在分工类型演变中得到体现。与历史时期主要以产品为基本对象的国际分工

形态相比，当代国际分工展现出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很多产品生产过程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散后在空间上

分布和展开到不同国家去进行，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卢锋（2004）以制造业部门经验表现为对象

提出产品内分工概念框架，认为过去十余年服务外包快速发展现象，说明产品内分工原理正在超越制造业范围，对服务业

生产方式进行改造。本文对服务外包现象专门讨论，对观察我们所处时代的经济特征具有认识上的启示作用。 

    当代服务外包对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实践和政策示范意义。服务外包发展意味着服务分工深化，发展中国家

实行鼓励和促进服务外包政策，有助于通过提升服务生产效率以更好实现经济发展和追赶目标。服务外包兴起意味着服务

生产方式发生“可贸易性革命（tradability revolution）”，发展中国家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类似于参与制造业加

工贸易，有助于获取自身发展需要的技术、知识、人才和市场条件。以承接制造业国际转移为一个重要切入点，过去近30



年中国经济开放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在服务部门发展上表现出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十一五规划”把加快发展服务业

作为政策优先发展目标之一。研究理解服务外包的经济学属性特征，对深化国内服务业分工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以实现上

述政策目标，也应具有认识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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