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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服务外包中的知识转移
—以软件外包为对象

黄烨菁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２０００２０）

摘要：在当代跨国服务外包市场上，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外包供应商有非常活跃的表现，相关的外包

项目也呈现技术含量与管理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由此引发的理论思考是，服务外包如何作用于接包方的技

术发展。本文运用国际化生产的知识管理理论与价值链分析方法，以软件外包为分析对象，通过分解软件外

包开发的价值链，研究跨国服务外包内含的知识属性以及知识转移的机制。论文提出：首先，当接包方承接的

外包业务沿着软件开发价值链由低端向高端发展，外包活动覆盖的价值链环节呈现知识默会性程度的逐级

提高，知识管理方式也从编码化传播为主的管理方式发展为编码化传播与个人沟通两种知识管理方式的组

合；其次，发包方外包战略的演进与接包方吸收能力建设是影响知识转移机制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跨国企业国

际化战略的阶段性演进推动知识转移形态从单方向地知识学习和信息获得发展为合作双方的知识共享与基

于双向交流的合作知识管理，引发接包方逐步参与跨国企业的开放式创新体系，实现专业化优势的扩大与综

合创新能力的升级。而接包方根据项目要求的组织支持和相关措施也确保了项目发包方、接包方现场团队和

接包方离岸团队三主体之间充分的沟通，当接包方辅之以自主技术投入，将有力促进知识转移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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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服务外包市场上表现

活跃，对当地相关产业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管理模

式以及拓宽出口渠道带来深刻影响。相关的研究

也日趋丰富，然而从微观视角对外包过程中知识

转移问题的研究还较少。本文选择软件外包着重

就服务外包的知识转移问题展开分析，解读技术

相对后进的接包方从外包合作中获得知识转移的

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梳理已有的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首先，以跨国公司生产网络为视角的研究提

出生产国际化进程推动专业知识与技术的扩散，

相关研究认为国际生产网络经由贸易和经营合作

渠道引发多层次的知识扩散和知识转移，其形态

和特征受跨国公司战略与经营方式的影响。相关

研究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战略动机为

出发点，研究了国际生产网络内的知识流动特征

与形成条件，并以组织学习理论为出发点考察知

识转移的影响因素。有学者提出跨国企业与发展

中东道国经济体当地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购并、

合资企业等多种生产关联形式，引致双向的知识

转移，而且无论是资本纽带或者无资本纽带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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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企业的共存都能导致知识转移的发生（Ｈｕｂｅｒ，
Ｇ，１９９１）［１］，影响知识转移的重要因素包括接收
者的知识吸收能力、知识属性和知识类型（Ｄｉｘｏｎ，
Ｎ．Ｍ．，２０００）［２］；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内部知识转
移的载体包括知识分享协议、人员流动以及与关

联企 业 之 间 的 技 术 合 作 （Ｓｉｍｏｎｉｎ，Ｂ．Ｌ．，
２００４）［３］。考虑到外包作为国际化生产重要的微
观载体，相关研究对分析外包合作双方，尤其是发

达方与接包方经济体之间知识流动的宏观特征有

重要参考价值。

其次，以企业外包管理为理论视角的研究从

微观层面上解释了外包策略实施引发的知识流

动。外包作为企业供应链管理的一项手段，其策

略安排和具体实施引发各类专业信息与知识的转

移，形成外包过程中的知识转移。相关研究主要

着眼于外包实施过程中的信息与知识交流对外包

项目取得成功带来的影响，主要观点有：发包方与

接包方之间的知识传递包含的技术信息与流程管

理围绕着特定时期内合约的目标，集中于各类信

息的标示和分类出发，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旨在加

强各道流程之间彼此契合的信息与知识交流，有

助于高效率地协调组织内各方主体的不同技能，

一方面使得接包方积累自身领域专业知识，另一

方面也有机会了解其他领域的知识（Ｆａｒａｊ，Ｓ．，＆
Ｓｐｒｏｕｌｌ，Ｌ．，２０００）［４］。项目导向的外包合作双方
的信息交流通过对各类对接包方专业技能动态提

升构成积极因素（Ｎｅｖｏ，Ｄ．，＆ Ｗａｎｄ，Ｙ．，
２００５）［５］。有研究提出：发展中国家接包方作为
相对技术后进方，在外包过程中进行技术学习的

效率取决于发包方技术转移的意愿以及接包方自

身的技术努力，两个因素的结合构成外包的“干

中学”机制。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技术扩散、接包

方技术努力和发包方主观的技术转移活动之间存

在着反馈效应，接包方企业的技术努力是激励发

包方进行长期技术转移的必要条件（Ｐａｃｋ，Ｈ．＆
Ｓａｇｇｉ，Ｋ．，２００１）［６］。外包合作双方的信息交换
是构建企业组织学习、创新导向的研发与商业运

作的起始点 （Ａｋｇüｎ，Ｂｙｒｎｅ，Ｋｅｓｋｉｎ，Ｌｙｎｎ＆
Ｉｍａｍｏｇｌｕ２００５）［７］。相比 ＦＤＩ引发的知识转移，
跨国外包的知识转移具备“资产特异性”，更有可

能成功嵌入知识获得方的组织内，并对后续的创

新活动有显著的激励作用 （Ａｎｃｏｎａ，Ｄ．，Ｂｒｅｓ

ｍａｎ，Ｈ．，＆Ｋａｅｕｆｅｒ，Ｋ．，２００２）［８］。而相反的观
点则是：跨国外包的接包方在知识积累上相比

ＦＤＩ方式相对不利，原因在于发包方与接包方之
间不具备资本纽带，相应的国际生产网络的组织

纽带非常松散，团队积累式的信息和知识库建立

与更新因此受到限制（Ｄｅｓｏｕｚａ，Ｋ．Ｃ．，＆Ｅｖａｒｉｓｔｏ，
Ｊ．Ｒ．，２００４）［９］。以印度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
体在国际外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表明，跨国外包

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企业知识管理的成功与否

（Ｅ．Ｍａｈｍｏｏｄｚａｄｅｈ，Ｔｅｈｒａｎ，Ｓｈ．Ｊａｌａｌｉｎｉａ＆ Ｆ．
ＮｅｋｕｉＹａｚｄｉ，２００９）［１０］。

虽然外包业务为载体的国际合作不具备资产

或者股权关联的属性，属于“准市场关联”的合作

纽带，但其中的知识转移机制与跨国公司股权为

纽带的国际化生产下的知识转移有相似之处。借

鉴前文有关跨国公司生产网络内部的知识转移机

制研究，论文分三个部分展开分析：首先，以发达

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软件外包为对象，结合

外包业务流程和行业属性，以价值链为分析视角

解读外包过程内含的知识特征。其次，以发包方

跨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为视角，分析跨国外包

的策略安排对知识转移的影响；第三，以接包方技

术吸收能力建设为视角，从接包方组织支持与技

术投入视角考察知识转移成功转化的作用机制。

２　软件外包内含的知识特征

外包作为企业将中间品生产以及部分经营环

节采取置于外部化来生产供应的经营策略，充分

体现了当代产业国际价值链“分割”（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的组织形态，由此引发合作双方的知识流
动。这个知识流动在技术先进方与技术后进方之

间往往体现为知识转移形态。由于外包过程中知

识流动的内容和方式带有鲜明的行业特征，这里

选取目前国际服务外包市场上非常活跃的软件开

发外包作为分析对象，以服务价值链为切入点考

察外包过程中内含的知识及其流动形态。

２．１　软件开发价值链的构成
根据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承接大型软

件外包项目流程的实践，我们对软件开发过程加

以“解构”，描述软件开发从发包方提出需求到接

包方实现交付完成整个外部化策略的价值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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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考察各个环节包含的专业信息和知识在发包方

与接包方之间的互动。类似于制造产品的价值

链，软件开发价值链的前后端，即需求分析和运行

维护环节附加值高，而编程与单体测试等中间环

节附加值最低。软件外包价值链的“微笑曲线”

如图１所示。

图 １ 软件开发项目价值链的“微笑曲线”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Ｓｍｉｌ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

资料来源：转引自 Ｃｕｒｒｉｅ，Ｗ．Ｌ．，＆Ｗｉｌｌｃｏｃｋｓ，Ｌ．Ｐ．．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ｆｏｕｒｔｙｐｅｓｏｆＩ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ｓｃａｌｅ，

ｃｌｉｅｎｔ／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ａｎｄｒｉｓｋ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９８，Ｖｏｌ８（２）：ＰＰ１１９
!

１４３．经作者修改。

　　图中的“微笑曲线”价值链覆盖软件承包方
开发软件项目的六个主要环节，其本质是软件开

发过程的高度专业化分工。发包方通过外包特定

业务环节而降低成本并“撬动”企业外市场的专

业化优势，对合作双方而言均产生效率提升的积

极作用。对以印度企业为代表的接包方而言，承

接的软件开发项目在初期往往是价值链曲线处于

“底部”的中间环节，相当一部分企业也的确停留

于这个“局部“，而当外包业务逐步延伸至价值链

曲线的两端时，则实现了由价值链“局部”扩展到

“整体“的形态。这个“覆盖面”的变化无疑影响

到接包方的利润空间与技术升级，在复杂程度更

高的需求分析和运行维护环节，接包方能获得更

高的报酬，并带动更复杂的知识资源整合与流程

重构，企业有机会获取价值链其他环节的知识，构

成技术外溢效应的积极因素。因此，接包方自身

存在着拓展外包价值链“宽度”的内在动机。本

文以外包业务在价值链的”全覆盖”为前提，对上

述价值链所有环节的知识特性及其知识转移的方

式展开分析。

２．２　外包业务所在价值链环节的知识特征
基于上述软件外包的价值链构成，各环节内

含的知识属性需要立足于现场与流程的情境加以

理解，可以看到，跨国外包的知识呈现高度的默会

性特征①。价值链下各环节的知识默会性以及相

应的知识转移方式②归纳见表１。

①

②

根据知识管理理论，企业知识资源区分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两大类，后者的基本特征就是默会性（ｔａｃｉ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两类知识分别
对应于编码化知识管理模式与个人化知识管理模式（Ｈａｎｓｅｎ，Ｍ．Ｔ．，１９９９）［１１］，隐性知识的传播方式是多元化的，主要经由人际沟
通、编码传播和内嵌转移三种类型实现知识转移（Ｂｕｃｋｌｅｙ＆Ｃａｒｔｅｒ，２００４）［１２］，
由于内嵌转移主要是指产品、设备、规则、工艺程序和生产指令等，对于纯技术服务活动并不适用（Ａｌｅｍｅｄｉａ，Ｐ．，＆Ｇｒａｎｔ，Ｒ．Ｍ．，
１９９８）［１３］，因此这里对于软件外包知识转移方式的讨论不包含内嵌转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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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软件外包覆盖的价值链环节对应的知识转移

Ｔａｂｌｅ１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ｕｎｄｅｒ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

价值链下的环节 知识默会性程度
知识转移的方式

编码化传播 人际沟通

需求分析环节

默会性高：接包方捕捉客户的所有需

求，充分理解项目的需求定义和需求

解释

发包方向接包方提供软件外包需求

说明书模板以及设计文件模板

发包方与接包方之间通过会议与

现场考察，讨论需求目标以及解决

其中难点的思路

系统架构设计

环节

默会性较高：发包方在项目初始设计

方案基础上提出反馈意见，接包方对

意见进行消化吸收并作调整

接包方向发包方提交项目设计文本

和可行性方案，供发包方审定

发包方与接包方根据业务现场特

点讨论设计方案，力求一致

详细设计环节
默会性较低：发包方确定设计方案，

交予接包方启动开发过程

发包方交予接包方初步开发方案，包

括项目详细设计文档、数据库设计文

档、用户文档模板

接包方就个别问题与发包方技术

专家口头交流从而理解技术事项

软件编程序与

单项测试环节

默会性低：接包方技术开发团队内部

根据掌握的技术完成所有组件以及

集成和测试的指导说明

接包方企业内完成所有的软件开发

程序、模块测试说明书，以及产品接

受度测试等，并交予发包方

发包方与接包方技术主管之间就

项目进度进行口头交流

集成与系统测

试环节

默会性较低：发包方根据对软件的实

时测试，向接包方提出修改意见

发包方将接包方提供的开发程序源

代码和各种项目文档与初始目标加

以对照，提出修改方案

发包方的项目主管明确接包方负

责各个功能开发的成员，以便随时

跟踪进度

运行维护环节

默会性高：项目运营之后收集问题与

接包方之间实现互动，并开展使用培

训

接包方软件开发人员将项目的各类

资料包括使用指南交予发包

接包方通过定期回访了解发包方

获得后续的意见反馈，以便作后续

调整

　参考资料：ＩｌａｎＯｓｈｒｉ，ＪｕｌｉａＫｏｔｌａｒｓｋｙ，ａｎｄＰａｕｌｖａｎＦｅｎｅｍ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Ｏｕ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２００９，ｐｐ３２７－３３７．

　　由上表所见，外包项目从需求定义环节到完
成后的运行维护环节经历了知识默会性程度的由

高到低，再由低到高的转变，这与前文的“微笑曲

线”形态是一致的。各个环节对应的知识转移方

式也在编码传播和人际沟通两种方式之间呈现动

态的组合形态，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技术复杂程

度和附加值较低的环节）在知识转移中包含较多

编码化的知识与信息，而高端环节则主要由人际

沟通为载体的知识构成，并对应于个人化的知识

管理模式。

３　软件外包合作双方知识转移的发
包方因素

　　在理解软件开发外包内含的知识特征基础
上，我们进一步解读外包合作双方之间的知识转

移机制。考虑到国际软件外包市场的主流是发达

国家企业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包，由此引发的

知识转移基本呈现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向新兴市场

经济体当地企业的知识流动。从企业资源论观点

加以分析，跨国企业实行软件外包战略的总体战

略动机是成本导向的供应链管理优化并谋求高效

的技术资源配置，而在实施过程中，外包策略受到

国际化经营战略动态目标的影响，构成外包战略

动机与组织策略在不同阶段下的多层次性，这是

认识知识转移机制的出发点。我们划分三个阶

段，从发包方与接包方两个层面，解读发包方的动

机与组织策略，双方的关联形态及相应的接包方

的特征，并考察在这两个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下外

包知识转移的形态（表２）。
在上述三个阶段下，发包方在外包管理与风

险控制上的不确定性逐步提高，接包方的服务沿

着价值链环节呈现附加值的“攀升”，从价值链的

低技术密集度环节升级为高技术密集环节。相应

的外包项目包含的知识默会性也经历了从低到高

的程度提高，从显性知识为主的特征发展为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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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隐性知识高度融合的特征。根据上述软件

开发价值链的主要环节，外包项目的内容、发包方

战略导向与知识默会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

（图２）。

表２ 软件外包策略的阶段性特征及相应的知识转移形态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

阶段
来自发包方的因素 来自接包方的因素

发包方外包动机 外包的组织策略 与发包方的关联形态 接包方的经营特征

对知识转移

形态的影响

第一阶段
将低技术密集的生产

片段转移到企业外

处于成本考虑，尝试价

值链低端生产活动的

外部化

往往是同一跨国公司

集团内部总部与设立

于发展中经济体离岸

外包中心之间的合作

承接母公司的业务或

者境内的离岸外包业

务，属于适应发展阶段

以技术标准、技术手

册等为代表的显性

知识转移

第二阶段
积极执行整体成本优

化的策略

以成本削减和效率提

高为导向扩大离岸外

包的业务范畴，谋求外

部专业化优势

接包方一般是发展中

国家当地有一定规模

的服务商，对发包客户

的订单有一定依赖

进入承接离岸外包的

实质阶段，专业化和项

目管理水平相应提高，

并逐步积累专业化的

优势

除技术标准之外，还

包括项目管理技术、

外部与内部业务之间

协调沟通的制度安排

及其风险控制手段等

隐性知识转移

第三阶段

充分利用市场网络和

最大边界组织各类资

源，提升企业知识管理

效率

以离岸外包为杠杆进

一步推动非核心业务

的外部化，谋求知识管

理和开放式创新活动

下资源的最优配置，也

称为全球寻源模式

接包方主要是发展中

国家当地行业内领先

企业，具备全球型服务

交付能力，与发包客户

之间彼此依赖，合作较

对等

已经达到国际化经营

的网络管理能力，有能

力采用分包和转包手

段对总体业务加以分

解，在效率导向下实施

跨国外包管理

在谋求总体性外包

的策略下，与接包方

企业共同推动组织

方式的创新，知识转

移趋于“相互反馈”

形态的知识扩散

　资料来源：ＥｒｒａｎＣａｒｍｅｌ，ＰａｕｌＴｊｉａ，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ａｎｄ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ｔｏａＧｌｏｂａｌ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２８２，经作者整理。

图２ 软件外包业务流程主要阶段、发包方战略取向与知识默会性的关系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Ｂｕｙｅｒ’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ａｃｉ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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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接包方业务流程从左至右经历三个阶
段，对应战略区间：Ｉ区间是技术密集度较低的软
件编程外包，知识转移主要以标准化的技术手册、

编码说明书等书面资料为载体，对应于较低的知

识默会性；而ＩＩ区间覆盖系统设计与集成等多个
环节，涉及更多嵌入于组织管理的知识，是显性知

识和隐性知识的高度融合，对应于较高的知识默

会性；而ＩＩＩ区间覆盖的是需求分析与运行维护环
节，接包方成为发包方开放式创新系统中的成员，

双方在共享知识资源基础上探索合作创新，相关

的知识转移表现为隐性知识的传递，对应高度的

知识默会性。

４　软件外包知识转移的接包方因素

与发包方跨国公司战略因素向对应的是接包

方对软件外包知识转移机制的影响。随着外包项

目涉及的业务沿着价值链“攀升“，引发知识密集

度的不断提高，知识转移从单向逐步发展为双向

互动。在这个转化过程存在各种不利于高效知识

转移的因素，其中来自接包方的组织支持是消除

不利因素的重要手段，恰当的组织支持有助于消

除外包合作双方之间的关系距离，并推动知识转

移向接包方自身知识系统建设的成功转化。接包

方的组织支持集中体现为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建设

的制度安排，包含自主技术投入以及适应于项目

特征的组织创新，两者在外包项目各个阶段下的

融合助推成功的知识转移①。

在软件外包项目下，每个环节的组织创新体

现为项目发包方、接包方现场团队和接包方离岸

团队三方围绕着知识交流的组织纽带，而自主技

术投入则包含获得发包方的知识与自身知识库建

设的叠加。根据印度大型软件企业的实践，首先，

团队架构方式有所创新：项目团队被分解为现场

团队与离岸团队两个子团队，前者的工作场所是

客户国家的所在地，主要由软件设计专家和项目

经理构成，后者的工作场所在接包方当地，基本由

软件开发技术人员构成。其次，两个团队之间保

持如下分工关系：现场团队一般负责与客户之间

的沟通协调工作，并根据双方讨论的方案确定设

计思路，功能定位于价值链的系统开发和总体设

计环节，而离岸团队则在具体模块的编程和测试

工作中担任主角。现场团队实际上是发包方与接

包方技术开发人员之间沟通的“桥梁”，通过常驻

客户现场与发包方之间有大量当面交流，帮助离

岸团队充分了解发包方的需求并正确理解意见反

馈，克服两地文化与企业经营理念上的隔阂。项

目发包方、接包方现场团队和接包方离岸团队三

方之间的组织安排以及自主技术投入如下表所示

（表３）。

表３ 项目发包方、接包方现场团队和接包方离岸团队三方知识交流的组织创新与技术投入

Ｔａｂｌｅ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ｐｕｔ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ｍｏｎｇ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Ｂｕｙｅｒｓ，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

ＳｐｏｔＴｅａｍａｎｄ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Ｔｅａｍ

价值链相关环节 三方主体知识交流的组织形态 接包方自主技术投入

需求分析环节

知识交流基本上在发包方与接包方现场团队之间进行：

接包方现场团队项目主管进驻企业充分捕捉信息，考察

发包方企业软件应用的要求和环境特征。

接包方现场团队与客户技术专家和项目主管当面交流

和讨论，了解客户需求，并获得与业务流程相关的各类

技术规格。

系统架构设计

环节

知识交流在三方主体间比较均衡：离岸团队创造出设计原

型后，通过现场团队向客户展示，现场团队获得客户意见反

馈后传达给离岸团队最终形成项目开发的指导文件。

接包方现场团队与离岸团队根据客户业务现场讨论确

定设计方案，离岸团队技术开发小组明确整个项目的设

计思想。

详细设计环节

知识交流基本上在接包方现场团队和离岸团队之间进

行：离岸团队提交软件项目的初步开发方案，与现场团

队之间沟通和商讨技术要点，在定制服务项目下，接包

方离岸团队要求获得培训。

离岸团队围绕着如何提高设计能力进行专业知识的学

习并获得现场团队技术专家的指导，在包含特殊要求的

外包项目下，离岸团队技术开发小组从发包方培训计划

下获得开发环境和开发技能的知识。

① 对于这个问题，相关的理论支持主要来自国际化生产的知识学习理论，研究表明，自身的学习动机、知识吸收能力和组织支持等多个

层面上的表现都构成知识嵌入的影响因素（关涛，２００７）［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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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价值链相关环节 三方主体知识交流的组织形态 接包方自主技术投入

编程与单项测

试环节

知识交流较少：离岸团队负责完成设计原型，发包方通

过管理流程的“时间窗口”加以监督，完成后向现场团队

提交完整的软件系统，包括程序文档、模块测试说明书，

以及产品接受度测试等。

离岸团队接受发包方定期访问，并与现场团队就发包方

提出的意见开展充分的讨论并提出改善的方案，实现开

放过程中的“干中学”。

集成与系统测

试环节

知识交流在三方之间比较均衡：离岸团队从现场团队那

里了解客户对项目结果的意见，现场团队明确离岸团队

内各个模块的编码人员，实现对离岸团队修改进度的跟

踪。

离岸团队运用商业需求说明书模板以及高层设计文件

模板，编制和定位设计原型下的各类知识点，便于客户

理解和检索设计原型下的技术规格，也成为项目后续的

缺陷跟踪、结构管理、发布管理、冲突分析的基础。

运行维护环节

知识交流集中于发包方与接包离岸团队之间：离岸团队

运用一套模板为发包方提供常规性问题和特殊问题处

理方式的系统，通过常设交流中心和计算机化的查询系

统，帮助所有成员获得搜索特定知识的途径。同时接包

方现场团队对发包方的项目运行作定期回访。

离岸团队特定组件开发人员根据发包方的疑问进行沟

通和咨询，共同确定调整和修改方案，发包方在后续使

用过程中就问题与离岸团队特定开发人员进行实时沟

通，必要时在客户企业内重新运行系统。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可见，三方主体之间的知识交流辅之以
自主技术投入，有助于提高默会性知识向接包方的

转移。接包方现场团队在大部分活动中发挥了总

协调作用，每个环节内直接的知识沟通与间接的知

识沟通高度融合，促进了接包方对知识转移的吸

收。在价值链高端的需求分析和系统维护环节上，

接包方团队内部对人员的组织安排及团队间的沟

通渠道发挥了“知识中介”的作用，“传递”与整合

来自发包方以多种方式为载体的显性与隐性知识，

缩短了知识转移的关系距离，帮助接包方更快理解

整体项目的应用环境，提高知识转移的效率。

５　结论

本文以发展中经济体承接发达国家软件外包

为对象，考察外包业务过程中合作双方之间的知

识转移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软件外包的知识转移是建立在外包运作

过程中多元化知识流动基础上的。由于知识流动呈

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融合，软件外包知识转移

的情境也高度倚重编码化传播与个人沟通两类方式

的融合。其次，软件外包市场的主流是发达国家跨

国企业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当地企业的发包，软件外

包知识转移的形态受发包方跨国企业经营战略的影

响，外包合作双方之间的交流经由跨国企业战略组

织方式及其与接包方的关联纽带而作用于知识转移

的路径。伴随着外包策略安排的阶段性推进，外包

项目内含的知识默会性程度相应发生变化，外包双

方知识资源共享与互补的形态也趋于加深，同时激

发合作双方谋求知识管理创新的努力，有助于接包

方从知识转移中获得专业化优势升级的效应。第

三，接包方内部对知识转移的组织支持和技术投入

也对知识转移机制有重要影响，接包方对外包项目

的组织架构是依赖发包方现场团队、接包方的现场

团队与接包方离岸团队三方之间的动态合作，这一

组织支持有助于消除外包合作双方之间的关系距

离，而接包方实施的自主技术投入则在基础上作用

于隐性知识的吸收，助推知识转移向接包方自身知

识系统的成功转化，从而为接包方进一步获得技术

外溢效应带来动力。

可以看到，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在跨国软件外

包市场上发展迅猛，当地接包方企业的创新成果

日趋丰富，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若干领先

型软件服务商已经成为全球软件行业技术创新的

活跃主体，与发包的跨国企业之间在新产品开发

和服务模式转型上都有长期而稳定的合作，这个

事实与本文的结论总体上是一致的。在此基础

上，下一步的研究重点在于外包作用于接包方创

新竞争力的路径，可考虑结合印度、中国等国领先

型外包供应商的实践，针对接包方相关行业的创

新竞争力的变化，选取适宜的指标，全面考量知识

转移对接包方提升创新绩效的效应，检验知识转

移对接包方创新竞争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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