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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软件外包业的规模与人才之痛

作者：辜王景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阅读次数： 167 发表日期： 2007-9-20 19:05:14

  结束了沈阳、东京还有纽约三地连线的电话会议后，方发和习惯性地看了看手表，时间指向上

午9点半。 

  当天是1月13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六，作为东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方发和却不

能和平常人一样享受周末的轻松。现在他主抓东软的离岸外包业务，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这项业

务为公司创造了1亿美元的收入，而当年中国的离岸外包市场总共13亿美元。 

  “中国的软件外包发展非常健康，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方发和表示。他口中的

软件外包业务不仅包括离岸外包（中国市场），还包括国内的外包市场需求。 

  根据方发和掌握的一些统计数据，近些年来中国软件外包业的发展已超过20%的增长率，离岸外

包业务则有将近50%的增长率。“往后的四五年间，中国的软件外包将面临一个黄金期。”他说。 

  中国优势和印度奇迹 

  面对未来几年的黄金期，中国似乎有很多理由快速发展。 

  “人才充足是中国发展外包业务的最大优势。”广州南天电脑系统公司大连分公司经理王智在

电话里对记者表示，这家公司在国内从事了20余年的软件外包业务，两年前开始进军国际市场。 

  有关资料显示，同软件外包第一大国印度相比，中国的人才储备从某种程度而言相对充足，且

流失率相对较小，人工成本相对较低。据了解，我国从事软件外包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仅相当于印

度同类人员的40%. 

  就连印度的几大软件外包企业也对中国的软件人才垂涎不已，此前印度软件公司In fo sy s在

上海表示，预计2007年将在全球聘用6500名技术人员，其中在中国招聘比例最高。 

  “中国的大环境比较好，经济发展迅速。”方发和则认为中国软硬环境更好，比如高速公路建

设、电力等基础设施更加发达完善。 

  中国是制造业基地，在产品软件、嵌入式软件方面具备着天然优势：“如果要制造一个手机，8

0%以上与软件有关，而对于这类嵌入式软件，中国软件外包企业领先优势比较明显。”此外，方发

和还表示，同制造业相关的ERP、物流等软件也是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的强项。 

  然而，谁也不能回避中国在发展软件外包业务方面的不足。而印度就是一个最好的参照物。这

个创造了软件外包传奇的近邻，在该市场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特别是在离岸外包业务方面，根据印度软件行业协会年度报告显示，印度2005-2006财年软件出

口236亿美元，同比增长33%；其中，离岸外包63亿美元，同比增长37%.而中国软件离岸外包业务200

4年为6.3亿美元，2005年为9.2亿美元，2006年才13美元。 



  在全球软件外包市场中，日、韩仅占据不到10%，单美国一国就占到了50%-60%，而这其中70%的

项目还是交给了印度公司。 

  中印两国在软件外包的人才规模上也不能同日而语。据了解，印度四强之一的Sa tyam仅仅2006

年第一季度新招员工人数就达到了1100多人。印度的很多知名软件公司员工数均在万人以上。在中

国，东软集团在2006年才成为国内第一家员工过万的软件外包企业。 

  规模和人才之痛 

  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软件外包业的发展受制于过小的规模，印度企业在人员规模上的扩充速

度和总量上要远远超出中国企业。 

  “保守估计，东软在2007年要达到1.2万名员工。”方发和表示，东软很清楚规模的重要性，但

是并没有迅速扩张的打算，“我们害怕人力资源方面无法配套。” 

  方发和认为，比较合理的软件行业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形的，包括了基层占大多数的软件蓝

领，也就是基层程序员，中层数量较多的软件工程师以及高层数量较少的既懂管理、又懂软件专业

开发的人才，“遗憾的是，中国缺乏这三类人才。” 

  尽管中国的人才优势明显，然而却缺乏实用型的人才。方发和同时指出，中国人的英语能力普

遍偏弱，也阻碍了软件外包业的发展，“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懂外语的客户经理和对方进行谈

判，但是却很难找到。” 

  中国软件外包业的浮躁气氛则让王智比较担心：“基层程序员其实就是蓝领工人，但是中国软

件人才还没有形成这种价值观。”他表示，很多年轻人当了一两年的程序员以后，自我感觉良好，

便打算做项目经理或者架构工程师，可是他们连最基础的编码都不会，“要知道，在国外，有些程

序员可以做到四五十岁。”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面对规模之痛，不少中国软件外包企业选择了并购的方式来迅速

扩张。比如大连海辉、中软、文思创新、博彦科技等，近年来先后完成了数起甚至十数起企业并

购。 

  对此，王智坦承，2007年南天也会考虑并购几家公司，“但绝不会为了并购而并购，当企业发

展到了一定的规模，而管理水平又跟不上，这无异于自杀。” 

  方发和同样不排斥并购，但他认为并购存在一定的风险。“东软暂时还是考虑主要以人才策略

吸引人才，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并购上面是不可能的。” 

  中国无需效仿印度模式 

  中印之间的比较不可避免，然而方发和却提醒：“在软件外包业务方面，中国和印度走的是两

种不同的道路，虽然印度的软件外包业务发展迅速，但是中国仍需要坚持中国模式，而不需要去效

仿印度。” 

  在他看来，所谓的中国模式，是指中国在软件外包业务方面，既看重国际市场，发展离岸外包

业务，同时也不放松国内市场的开发。“中国大概有85%的业务来自本土市场，15%的业务来自国际

市场。” 

  而印度模式恰好相反，国内市场仅15%左右，“国外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印度的公司就会受到

波及。”方发和认为，中国模式更为健康，将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有望达到三七开，而印度模式

即使走向二八开，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方发和还提到了竞争策略。“没必要和印度直接竞争。”他认为，一方面

中国软件外包企业要继续稳固日、韩市场，另外一方面要拓展美国市场。当面对印度企业云集的美

国市场时，“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可以技巧性地扬长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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