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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我国IT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接包方的角度出发，运用面板数据回归

实证研究了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承接国际服务外

包的企业在技术创新投入强度和技术创新产出方面均要显著高于没有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企

业。承接服务外包的规模越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强度和技术创新产出就越大，这说明承

接国际服务外包促进了承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此外，研究还发现企业规模和政府补

助对承接服务外包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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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国际产业转移从制造

业向服务业延伸，服务业全球化不断发展。其中，服务外包已经成为一种国际

化的趋势和潮流。服务外包按其内容可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简称ITO）、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简称BPO）

和知识处理外包（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简称KPO）等，而其中尤以ITO业

务占据主要地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以承接ITO作为本国IT服务行业发展的起点，

希望通过承接外包来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希望由此带来的技术外溢

能提高IT行业的研发能力，从而推动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然而，承接服务外包是

否果真能如预期的那样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呢？国外学者对服务外包的

技术外溢研究主要是从发包方的角度进行研究（Pack, Saggi, 2001; Bartel, Lach and 

Sicherman, 2005; Long, 2005），而从接包方的角度开展的研究不多，对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中国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也是起步不久，而且对承接

服务外包是否真的能够提高本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也是有争议的。

（一）理论研究方面

喻美辞（2008）构建了一个包括三个部门的开放经济增长模型，考察了国际

服务外包的技术外溢对承接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其分析结果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

下，国际服务外包产生的技术外溢对承接国的技术进步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

是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要受到承接国的贸易开放程度、人力资本存量和国内外技术

差距等因素的制约。承接国的贸易开放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越多，国际服务外

包的技术外溢效应越大。在具有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的基础上，当承接国与外包国

的技术差距水平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时，承接国获得的技术外溢效应越大，其

技术进步越快。

王俊（2008）构造了一个本土制造商的技术“锁定”模型说明如果两国之间存

在较大的技术势差，技术后进国只能根据自己的技术状况，选择适宜的技术进行模

——基于我国IT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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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继而模仿创新，而并非一定要自主创新。在跨国

公司控制下的外包生产模式中，没有品牌和核心技

术的我国制造业被锁定在技术低端，并缺乏自主创

新的内在动力。因此他认为我国目前应该谨慎地对

待外包，针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外包政策。对于

技术势差小的行业应鼓励企业创建自有品牌，开发

专利技术并积极开拓销售渠道，走自主创新的道

路，不主张接受外包生产。对于技术势差大的行

业，仍然需要以技术学习为主，在学习、模仿的过

程中提升生产制造能力，应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国际

外包，并鼓励高新技术的引进，限制低级技术。

（二）实证研究方面

张秋菊、朱钟棣（2008）运用我国1981～2003

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数据构造了外包指

数来度量我国参与外包的程度，其研究发现跨国外

包与技术进步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长期来看，

中国跨国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但技术进

步是促进跨国外包的原因；从短期来看，跨国外包

是促进技术进步的原因，技术进步不是促进跨国外

包的原因。

刘绍坚(2008)以承接国际软件外包业务的企业

为样本，选定驻地在中国大陆的软件外包企业高层

管理者作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搜集数

据来研究国际软件外包的技术外溢效应。其研究发

现我国企业通过承接国际软件外包获得了技术外溢

的好处，提升了本土软件研发能力。而在技术外溢

的多种可能途径中，跨国公司的示范效应最显著。

以上的研究大多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一

个国家承接服务外包对本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结果是有争议的。本文拟从微观角度着眼，以我国

IT行业上市公司为例，从公司层面进行实证分析，

为研究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其技术创新的影响

提供微观上的解释和证据。

二、基于我国IT行业上市公司面

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之所以选取我国IT行业的上市公司来研究，是

因为我国企业承接的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主要是ITO

业务，而ITO业务主要发生在IT行业的公司里，因此

研究我国IT行业的上市公司更具有代表性，而且其

研发数据也相对容易获得。

（一）研究变量和数据来源

1.变量设定

（1）因变量—技术创新的度量。综合以往研

究(Jaffe, 1989; Cheung and Lin, 2004; 徐毅、张二

震，2008)，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可以从企业的创新

投入水平和企业的创新产出水平两方面来衡量。

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可从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

员投入两方面衡量，本文主要采用两个指标来具体度

量：用企业的研发支出和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值作

为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的度量，用企业研发或技术人员

占总员工比重作为研发人员投入强度的度量。

企业的创新产出水平反映企业的研发成果，本

文主要采用企业当年获得的专利数或软件著作权数

来度量。

（2）解释变量—服务外包变量。本文有两个

服务外包变量。一个是服务外包虚拟变量，如果企

业有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则取值为1，否则为0。另

一个是服务外包收入变量，用企业当年的国际服务

外包收入占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来度量。

（3）控制变量。以往研究表明（Schumpeter,19

42;Lichtenberg，1991；程华 等，2008），规模及政

府补助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会有影响，因此本文选取

企业规模和政府补助作为控制变量。规模变量用企

业年初总资产来度量，同时对该变量做了对数处理

以减少可能的异方差。政府补助变量是用企业当年

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和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值来

衡量。

2.样本和数据来源

（1）样本选择标准。本文以2007年1月1日前

在深沪股市交易的A股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

究对象。这主要是因为在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颁布之前，上市公司研发费用的

披露未得到统一化，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甚至很多

公司没有公布研发支出。直到2006年，财政部颁布

了《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对研发费

用的单独披露做出了规定，上市公司的研发披露才

得到规范。所以本文的样本期间为2007～2008年。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CSRC行业分类标准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行业分类标准，同时剔

除掉数据缺失和ST公司，最终确定由89家信息技术

行业上市公司构成的面板数据集作为研究对象。

（2）数据来源和说明。本研究所采用的财务

数据主要来源于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和国泰

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的CSMAR(China Stock 

Market & Accounting Research database)数据库。

关于研发支出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样本公司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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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的2007～2008年的年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

计算得到的。

关于服务外包业务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样本公

司披露的2007～2008年的年报及公开信息①。由于

部分发生服务外包业务的公司在其年报里并未披露

其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具体数据，笔者只好用其国

内服务外包收入或软件服务收入近似估算，因此存

在高估其服务外包收入的可能，但其客观有效性要

好于问卷调查。

（二）研究方法和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分两部分进行。首先是对整体样本

进行研究，也就是将我国89家IT上市公司作为研究

对象，分析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和没有承接国际服务

外包的公司其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为此模型设置

了一个服务外包虚拟变量 tiOdum , ，如果公司有承接

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则取值为1，否则为0。通过该

虚拟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及符号，我们可以判断出承

接国际服务外包是否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

提升。因此，构建以下计量回归模型：

                                                                    

                                                                    

titititi ScaleOdumRD ,,2,1, μββα +++=

titititi ScaleOdumRP ,,2,1, μββα +++=

titititi ScaleOdumRZ ,,3,3, μββα +++=

式中： tiRD , 是公司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tiRP ,

是公司的研发人员投入强度； tiRZ , 是公司当年获得

的专利数或软件著作权数，以度量其研发成果；

tiOdum , 是服务外包虚拟变量； tiScale , 是公司的规模

变量； ti,μ 是模型的残差。

第二部分的研究是对局部样本进行研究。笔者

将89家公司中有发生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公司共计

40家公司抽出来作为研究对象，以服务外包收入作

为自变量，考察在这些公司中，承接国际服务外包

对其创新投入水平和产出水平的直接影响作用。因

此，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tititititi GovScaleORD ,,3,2,1, μβββα ++++=    （4）

tititititi GovScaleORP ,,3,2,1, μβββα ++++=    （5）

tititititi GovScaleORZ ,,3,2,1, μβββα ++++=    （6）

式中： tiO , 是服务外包收入变量； tiGov , 是政府

补助变量；其他变量含义同上。文中所有的实证研

究均采用软件Eviews6.0完成。

（三）实证检验结果

表 1 是 用 可 行 的 广 义 最 小 二 乘 法 方 法 对 模 型

（1）到（3）进行总体样本回归估计的结果。可

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方法可以较好地避免误差项可

能出现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多在面板数据中采

用。表1的第2、第3列是对模型（1）的回归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服务外包虚拟变量 tiOdum , 的系数均显

著为正，这说明在我国IT上市公司中，有承接国际

服务外包的公司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要高于没有承

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公司。规模控制变量 tiScale , 的

系数显著为正，而且加入规模控制变量后模型的解

释力也有了提高，这说明规模也会影响企业的研发

经费投入强度，规模越大的企业，其研发支出占产

品销售收入的比重越大。表1的第4、第5列是对模

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服务外包虚拟变量

tiOdum ,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有承接国际服务

外包的公司其研发人员投入强度也要显著高于没有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公司。然而规模控制变量 tiScale ,

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规模越大的企业，其研发

人员占总员工的比重反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企业

规模越大冗员越多的原因。表1的第6、第7列是对模

型（3）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服务外包虚拟变

量 tiOdum ,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有承接国际服

务外包的公司其技术创新产出水平也要显著高于没

有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公司。同时，模型（2）的规

模控制变量 tiScale , 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这说明规模同

样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规模越大，企业的

技术创新产出水平越高。

表2是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公司以其服务外包

收入为自变量的直接回归结果。表2的第2至第5行

是对模型（4）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服务外包

收入变量 tiO ,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承接国际服

务外包确实会增加公司技术创新的经费投入，加大

公司的研发力度。政府补助控制变量 tiGov , 的系数均

显著为正，且加入该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提高，这

说明政府补助对服务外包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加入规模控制变量 tiScale , 后，我

们发现模型的解释力反而下降了，而且规模控制变

量系数的符号也是不稳定的，因此规模因素对服务

外包企业的研发经费强度的影响仍是不明确的。表2

的第6到第9行是对模型（5）的回归结果。从表2可

以看出，服务外包收入变量 tiO ,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这说明公司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有利于提高其研发人

员的投入强度。规模控制变量 tiScale , 和政府补助变量

tiGov ,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在承接国际服务外

包的企业中，规模越大的企业，其研发人员投入强

度越低；政府的补助强度越大，反而会减少企业研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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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 , tiScale , tiGov ,
2R

发人员的投入。

表2的第10到13行是对模型（6）的回归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服务外包收入变量 tiO , 的系数在10%

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公司承接国际服务外包

有利于提高其技术创新产出水平。规模控制变量

tiScale , 和政府补助变量 tiGov ,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加

入这两个控制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这说

明规模因素和政府补助对服务外包企业的技术创新

产出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基本结论及政策含义
第一，对总体样本的回归表明，承接国际服

务外包的企业在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投入强度方面

均要显著高于没有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企业，这说

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会加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

这可能是由于发包方对承包方的技术水平有较高要

求，只有那些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平（例如通过CMM/

CMMI认证）的公司才能争取到外包业务，这客观

tiOdum ,

tiScale ,

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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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承包方形成压力，企业为了达到发包企业的技

术要求必须加大研发投入。同时，对总体样本的回

归还表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企业在技术创新产

出水平上也要显著高于没有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企

业，这说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非但没有削弱接包企

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反而由于接包企业通过“干中

学”，不断消化吸收先进技术，从而提升了其自主

创新能力。这与刘绍坚（2008）通过问卷调查得出

的结论基本一致。

第二，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公司的样本回归的

结果也进一步支持了承接服务外包有利于提高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的结论。承接服务外包规模越大，企

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强度和技术创新产出就越大，企

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就越强。同时，研究还发现，企

业规模和政府补助对承接服务外包企业的技术创新

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助

强度越大，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就越大。然而，企

业规模和政府补助与承接服务外包企业的研发人员

投入强度是负相关的。这一方面说明规模越大和政府

补助强度越大的公司，其技术创新产出可能更多是由

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而非研发人员投入所带动的。

基于以上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政府层面：加大IT服务业的开放力度，放宽服

务外包市场领域的准入限制，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外

包。政府应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国际服务外包企业

更多的支持，同时要改进和完善服务外包相关法律

法规与执法，尤其应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因

为在软件外包中，接包方为分析客户需求要接触客

户商业机密，往往还要借助客户的前一版应用软

件，其中也含有大量的客户商业机密和软件版权。

因此客户首先关心的是接包方能否绝对有效地保护

这些知识产权。但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远远达

不到欧美市场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美客

户向中国企业外包软件的信心。

企业层面：加强研发人员的培育和业务管理水

平的提高，重视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发达国家

的发包企业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市场对承接企

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企业

要想占据服务外包的中高端市场，除了积极参加如

CMMI等质量体系的认证以提高技术水平外，更要重

视提升业务管理水平，以得到国际客户的认可。同

时，中国的承接企业应具备良好的自主创新能力，

才能提高自己的技术学习能力，在国际服务外包市

场中获得竞争优势。一些国内传统的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软件企业正是凭借自身的创新能力获得了发

包方的青睐。为此，中国的承接企业需要重视技术

创新主体—研发人员的培育，企业应该实施合理的

人才开发战略，加强对高技术人才的培养与运用，

采取积极的政策鼓励员工创新，提高技术的消化、

吸收与创新能力。

（崔萍电子邮箱：angelcui@mail.gdufs.edu.cn）

注释：

①包括上市公司网站和各大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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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ferred Dispute Settlement Method of Chinese Export Enterprises in the Post-crisis Era: Export 

Reconciliation

YAN Rui-bo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gradual recovery of the global economy is a symbol of the arrival of the post-crisis era, but the trade 

protectionism formed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no signs of recession, and has been even intensified. For export 

enterprises, export reconciliation, compared with litigation, shows more superiority because of its controllability, 

flexibility and low cost. Chinese export enterprises under the pressure of protectionism, faced with increasing trade 

disputes,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selecting the export reconciliation of urgency, rationality and realistic possibility 

to settle disputes. The four-body concerted-action mechanism initia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so ensures 

the export reconciliation to be efficient and successful.
Key words: post-crisis era; export enterprise; dispute settlement; export reconci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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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Undertaking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CUI P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IT listed companies to mak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undertaking service outsourcing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technological inputs and outputs of enterprises undertaking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hich have not undertaken. This means that undertaking service outsourcing promotes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s. Meanwhil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scale of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undertaking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Key words: service outsourcing; outsourcee; IT indust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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