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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目标，以强化自主创新

为手段，以实现绿色可持续增长为核心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正在有序展开。大力发展服务业是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服务外包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就业、推动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2013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

进一步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复函》，新一轮政策紧扣产业发展需要，从着力提高企业创新

能力、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国际营销网络建设、促进离岸在岸业务协调发展、加强信息安

全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出发，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2 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据商务部统计，截止 2012 年底，中国共有

21159 家服务外包企业，428.9 万名从业人员，其中大学（含大专）以上学历 291 万人，占总

数的 67.8%。2012 全年承接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 46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8%，其中承

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 33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1%，占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总额

的 27.7%，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接包国。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服务外包产

业结构更加优化，高附加值服务持续增加，企业积极把握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

等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机遇，重塑“与客户成为战略伙伴”的商业模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

过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为集中反映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年度特点和整体趋势，商务部组织编写了《中国服务外包

发展报告 2013》，以“内外并举、协调发展”为主题，从市场、行业、企业、城市、园区、环

境、人才等多个方面，全方位、客观地报告了 2012 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第

三次工业革命、产业竞争力、高端服务、企业转型、对日外包、金融外包”等热点问题进行深

入探讨。

作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年度发展报告，本报告不仅具有基础研究价值，也是各级政府和企业

对外宣传推介服务外包产业的重要载体。希望能为国内外发包商、服务提供商以及关注中国服

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专家和研究人员，提供有益的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副部长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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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数据公司（IDC）。

05 04

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概况

﹥ 据 IDC 数据，2012 年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规

模为 121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6%。全球离

岸服务外包业务市场份额，ITO 占 53.3%，BPO

占 21.9%，KPO 占 24.8%

﹥ 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主要发包国，

2012 年来自这三个市场发包总额占全球的 88%

﹣ 美国离岸服务外包市场规模为 754.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8.8%， ITO、BPO、KPO 分别占

55.8%、21.4%、22.8%。市场呈现资源全

球化配置、管理体系成熟、产业服务完善的

特点

﹣ 日本离岸服务外包市场规模为 10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2.9%， ITO、BPO、KPO 分别占

37.8%、31.0%、31.2%。市场采用“金字塔”

型外包模式，企业重视在国外设置研发机构

﹣ 欧洲离岸服务外包市场规模为 20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7.8%， ITO、BPO、KPO 分别占

52.1%、21.7%、26.2%。“近岸转移”交

易模式是欧洲市场的主要特点

﹥ 以印度、中国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作为主要接

包国的全球离岸服务外包格局基本形成，共承接

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的 85% 以上

全球离岸外包市场不断扩大



2012年中国服务外包市场结构

2012年中国服务外包行业规模及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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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企业 从业人员 企业获得国际认证

428.9万人21159家 4679个

单位：亿美元

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说明：2009～2011年为六项国际认证数据，2012年为十三项国际认证数据。

﹥ 服务外包业务仍以信息技术外包为主。2012 年，

ITO 执行金额达到 273.6 亿美元，占到业务总量

的 58.8%；BPO 执行金额 70.8 亿美元，占比为

15.2%；KPO 执 行 金 额 121.2 亿 美 元， 占 比 为

26.0%。其中，KPO 增长较快，同比增长 57.0%

﹣ 在 ITO 离岸业务中，软件研发外包执行金额

达 128.1 亿美元，占比为 67.9%；信息系统

运营维护外包执行金额 40.6 亿美元，占比为

21.5%

﹣ BPO 业务主要集中在金融后台服务、人力资

源外包、财务外包、呼叫中心外包、物流与供

应链管理外包等领域。在 BPO 离岸业务中，

企业业务运营服务、企业业务流程设计服务和

企业供应链管理服务离岸执行金额分别为 15.9

亿美元、12.7 亿美元和 12.4 亿美元，占比分

别为 30.6%、24.4% 和 23.9%

﹣ KPO 业务主要集中在工业设计、产品技术研发、

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和测试等领域

﹥ 新兴技术推动业务转型，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

组织的企业调研中，84.9% 企业表示对云计算技

术十分关注，39.6% 的企业开始研究大数据和移

动互联技术，30.2% 的企业在思考物联网技术的

应用，另外有 15% 左右的企业关注新媒体、社交

网络等

高端业务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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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发展 

﹥ 2012 年全年共签订服务外包合同 144636 份，合同金额 612.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7.0%，执行金额 46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8%。其中，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合同金额 43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4%，执行

金额 33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1%

﹥ 2012 年中国新增服务外包企业 4220 家，新增从业人员 110.7 万人，

企业获得各项国际认证 991 个

﹥ 截至 2012 年底，中国共有服务外包企业 21159 家，从业人员 428.9

万人，其中大学（含大专）以上学历 291 万人，占总数的 67.8%，

企业累计获得各项国际认证 4679 个



离岸在岸协调发展

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发展

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

﹥ 规模超过 5000 人的企业有 7 家，其中万人规模企业有 5 家。文思信

息和海辉软件合并后，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人员规模超过 2 万人

﹥ 合同执行金额 1000 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数量由 2011 年的 16.1% 上升

至 18.6%，合同执行金额 1 亿美元以上的企业数量由 0.7% 上升至

3.1%

﹥ 以信息技术外包（ITO）为主营业务的企业仍然是主力军，但所占企

业总数的比重由 2011 年的 71.6% 降至 2012 年的 66.7%。从事知

识流程外包（KPO）的企业由 2011 年的 23.1% 增至 30.2%

﹥ 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客户市场，主要来自于政府及公共服务领域，

其次是制造业、电信、金融等领域

离岸市场增长面临挑战

外部挑战

· 美国外包回流趋势的出现，使中国对美国离岸业务的
开拓面临新的挑战

· 对日业务，因政治因素导致新用户或新部门进一步开拓
较为困难

· 印度在欧美市场传统优势，加大了中国企业在欧美布
局并参与竞争的难度

内部挑战

· 国内人力成本急剧上升，企业利润空间受到压缩

· 员工离职率上升、中高层人才青黄不接等使企业业务
发展面临挑战

庞大的内需市场开始逐步释放

市   场

国内市场逐步放开，已是发展趋势。伴随着庞大的金
融、电信、传统制造业的全面释放需求，企业加快了在
全国的布局，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纵深布局趋势形
成

政   策

地方在岸业务扶持政策实现新突破，如南京、广州、深
圳、无锡、厦门等城市陆续出台在岸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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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 2012 年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稳

步增长，占全球离岸市场比重达到 27.7%

- 服务外包业务以美欧日、中国香港为主要市

场。2012 年中国承接美国、欧盟、日本、

中国香港的外包执行额依次为 89.4 亿美元、

54.6 亿 美 元、48.3 亿 美 元、33.9 亿 美 元，

占 总 执 行 额 的 26.6%、16.2%、14.4%、

10.1%

- 在前十大业务来源地中，来自中国台湾、韩

国等地区的发包业务增速超过 50%

﹥ 2012 年在岸服务外包业务执行金额达到 12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1%，超过了离岸业务执

行额的增长速度

- 目前中国本土市场开放最快的是金融和电信

市场，未来包括能源、钢铁、航空、交通等

行业大型企业和政府、公共服务等部门都将

加快释放外包业务，在岸外包将进一步得到

发展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4175 3756 4233 4220

服务外包企业数（家）

累计总数：21159 家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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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单一业务转向综合服务提
供商

天津南开创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由制造服务商转向云服务提
供商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转向平台运营型企业

福建富士通信息软件有限公司

转向行业专家

优创（青岛）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2012年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业务模式转型

向上游业务升级

        •  上海海隆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应用载体创新升级

        •   大连华信计算机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工具创新升级

        •   西安丝路软件有
限责任公司

向智能化升级

        •   江苏润和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

合作整合产业链升级

        •   厦门亿联、上海
新致、哈尔滨品格

2012年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技术内容升级

资料来源：示范城市资料整理。

企业探索转型升级路径

﹥ 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拓展和增

强综合服务能力、推进云计算技术的基础应用和服务

模式开发、结合电子信息平台开发运营、专注行业特

色的流程咨询和改造等，不断推进业务模式转型探索

和创新，并多途径升级外包业务的技术内容 

45.7%

电子信息 动漫网游 教育

出版

餐饮

政府及公共服务 制造 电信

金融 医疗保健 建筑及房地产

生物制药

批发零售

旅游交通 能源 专业服务
（会计、法律等）

40.3% 38.8%

35.7% 22.5% 19.4%

17.8%

17.8%

16.3% 14.0%
7.8%

7.8% 4.7% 2.3%

0.8%

0.8%

66.7%

35.7%

30.2%
5.4%

0.8%

0.8%

5.4%

8.5%

12.4%

7.0%

8.5%

15.5%

15.5%

6.2%

12.4%

35.7%

55.8%

其他知识流程服务

知识产权研究

分析学和数据挖掘

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和测试

动漫及网游设计研发

产品技术研发、工业设计、工程设计

其他业务流程服务

供应链管理服务

企业内部管理服务

企业业务运作服务

其他信息技术服务

系统操作服务

系统应用服务

基础技术服务

I TO

BPO

KPO

2012年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业务领域分布

2012年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客户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问卷调查2013》，201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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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

离岸外包合同
执行金额

示范城市各项指标在全国占比

86.8%

在岸外包合同
执行金额

70.4% 72.9% 71.0% 66.9%

服务外包
企业

服务外包
从业人员 认证数量

十三项国际
认证数量

截至2012年底2012年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企业加速资源优化配置

中国服务外包区域布局

示范城市带动效应明显

﹥ 示范城市集聚带动效应显著

- 2012 年示范城市承接离岸外包合同执行金额

达 305 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 90.7%；在岸

外包合同执行金额达 112.2 亿美元，比 2011

年增长 48.8%，增速超过离岸业务

- 截 至 2012 年 底， 示 范 城 市 共 有 服 务 外 包

企 业 14898 家， 从 业 人 员 312.8 万 人， 企

业 获 得 认 证 数 量 7151 人， 分 别 占 全 国 的

70.4%、72.9%、71%

﹥ 其他城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速

- 截至 2012 年底，宁波、青岛、沈阳、长春、

郑州、洛阳、马鞍山、昆明、乌鲁木齐、福州、

芜湖等十一个非示范城市的累计合同签约金

额为 80.2 亿美元，合同执行金额达 43.9 亿

美元；其中累计承接离岸外包合同金额 63.7

亿美元，合同执行额 31.5 亿美元，分别占

全国的 4.9% 和 3.6%；共有服务外包企业

1407 家，从业人员 28.6 万人，均占全国的

6.7%；认证数量达 721 个，占全国的 7.2%，

其中十三项国际认证数量 368 个，占全国的

7.9%

﹥ 2012 年共有 14 家企业进行了 IPO，所属行业以

ITO 为主。上市企业共募得资金约 41.8 亿元人

民币，平均每个企业募得资金约 3.0 亿元人民币

﹥ 2012 年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发生了数十起大规模

的企业并购事件，除文思信息和海辉软件合并外，

博彦科技、软通动力、中软国际、神州数码等多

家企业接连出手进行并购，涉及领域包括软件开

发、集成电路设计、技术服务和动漫开发等。从

近十年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并购历史来看，以扩

大规模、获取优势技术和市场渠道为目的并购占

据主导

14 家企业 

41.8 亿元人民币

I
P

O

文思信息

海辉软件

博彦科技

软通动力

中软国际

神州数码

软件开发

集成电路设计

技术服务

动漫开发

主要涉及领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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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园区功能逐步完善

中国服务外包发展环境•  同城内多个园区间定位统筹，
错位发展：
西安、合肥、上海、无锡

•  开展园区间的国际合作：
天津、大连

•  制定清晰的园区发展规划，明
确发展方向和定位：
广州、成都

定位清晰合作发展

•  建立服务外包园区考评体系：
重庆、广州、西安等

•  园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杭州、苏州、武汉

•  与城市拥有的开发区、保税港
区等优势产业集群合作发展：
厦门、大连、上海

•  专项政策支持园区发展：     
长沙、哈尔滨、济南

•  搭建人才培养、融资、信息技
术等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大连、天津

•  园校合作、园企合作提供人力
资源服务：
苏州、深圳

政策服务体系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园区发展逐步成熟

资料来源：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各示范城市资料。

服务外包专业园区的发展经验

人才培训体系进一步完善

﹥ 2012 年全国新增服务外包从业人员 110.7

万人，其中新增大学毕业生（含大专）

67.7 万人，占新增从业人数的 61.2%。

全国服务外包从业人员达到 428.9 万人，

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为 162.1 万人，占总

数的 37.8%，专科学历为 128.9 万人，占

总数的 30.1%，其他人员为 137.9 万人，

占总数的 32.1%

﹥ 服务外包企业对人才的基本要求是：（1）

具有一定的外语能力，能满足企业承接

境外业务的需求；（2）具备一定的技术

能力，除了 Java、.net、C++、C 等领域外，

能掌握 SAP、BI( 商业智能 )、Oracle 等

中高端开发语言，并且能进行实际操作；

（3）具备一定的综合素质，即同时掌握

语言、技术、商务沟通等能力的人才。

其中，具有多年工作经验，具备管理能力，

能单独承接业务、带领团队的中高端人

才是服务外包企业急需的人才

﹥ 2012 年，全国服务外包产业受训人员达

到 129.3 万人，比上年增加 26.3 万人。

其中，示范城市培训人数约 103 万人，

比上年增加 19.2 万人。全国各地高等院

校设置了服务外包相关专业，开展校企

合作，采取课程置换等方式开展相关专

业培训。在中央财政与地方配套资金的

支持下，建成了形式多样的服务外包人

才培训基地和实训平台

﹥ 截至 2012 年，各示范城市认定的服务外包

示范园区总计约 164 个。其中，上海、杭州、

无锡、南京、苏州五个示范城市服务外包园

区总量达 48 个，占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园区

总量近 30%

﹥ 园区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功能载体，拥有良

好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配套完善，集聚了

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和创新活力的服务外包

企业

﹥ 园区在运行机制和管理服务方面不断创新，

园区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功能进一步提升，

品牌特色效应显著

﹥ 园区出台相应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信息安全

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

154.7

71.1

238.2

78.1

318.2

85.4

428.9

110.7

2009 2010 2011 2012

32.1%

37.8%

30.1%428.9

2009~2012年中国服务外包从业人员情况

单位：万人

服务外包从业人数 新增从业人数

2012年中国服务外包从业人员结构

2007~2012 年中国服务外包新增受训人数

2009 2010 2011 2012

44.4

23.9
16.1

26.3

本科及以上

专科

其他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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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以来，以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

业发展问题的复函》( 国办函〔2009〕9 号 ) 为标

志，国家先后出台 30 多项鼓励服务外包发展政

策，从财政资金、税收优惠、人才培训、平台建

设、海关监管、特殊工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有力促进了服务外包产业成长。2012 年各级政

府加强落实国家政策，进一步完善地方配套政策。

同时，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 中央政府发布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相关政策文件

主要包括：《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纲

要（2011 ～ 2015）》( 商服贸发〔2012〕431 号 )、

《关于做好 2012 年度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

展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财企〔2012〕165 号）、

《关于“十二五”期间金融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

意见》（商服贸发〔2012〕86 号）。财政部和

商务部继续安排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专项

资金，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相关业务给予资金

支持

﹥ 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大政策落实力度，进一步完善

地方政策配套，服务外包鼓励政策体系逐步完善，

部分示范城市探索在岸市场扶持政策

﹥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实现从硬件设施建设向软件配

套 ( 信息、技术、人才、宣传、融资、知识产权

服务等 ) 完善过渡。公共平台的专业特色更加鲜

明，功能性增强。部分示范城市开始搭建服务外

包交易促进平台，北京市服务外包交易促进平台

已吸引会员企业 100 多家，上海市正在积极筹建

国家服务外包交易平台

信息安全及知识产权保护

﹥ 2012 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

全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2〕23 号 )。各省市加强了信息安全法律

法规体系的建设，陕西省出台了《陕西省个人信息安全保护规范》，

广州市出台实施了《广州市服务外包信息安全保护实施办法》，成

都市出台了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等级报告，重庆、厦门等城市也

纷纷颁布了信息安全保护方面的管理办法

﹥ 21 个示范城市联合发布《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知识产权与信息安全保

护宣言》，商务部委托专业研究机构对中国服务外包知识产权保护

和信息安全问题进行研究，发布了《中国服务外包知识产权保护和

信息安全问题研究》报告

﹥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2012 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工作要点》，国家知识产权局确立了北京、天津、上海、济

南、成都、黑龙江、海南以及湖北等 29 个地区性知识产权局为首批

地方专利信息服务中心，随后又确定武汉、广州、长沙、成都、苏州、

杭州等 23 个城市为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政策体系完善

加大政策
力度，延续
并集成创新

推动产业
规范化发展

促进在岸离岸
协调发展

加强信息
安全与知识
产权保护

加强海外市场
开拓力度

鼓励各地
特色化、差
异化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

政策支持体系日益完善

23个

首批地方专利信息服务中心

•  北京

•  天津

•  上海

•  济南

•  成都

•  黑龙江

•  海南

•  湖北

•  武汉

•  陕西

•  南京

•  杭州

•  大连  

•  。。。

•  武汉

•  广州

•  深圳

•  长沙

•  成都

•  苏州

•  杭州

•  济南

•  青岛

•  郑州

•  哈尔滨

•  南京

•  南通

•  镇江

•  福州

•  东营

•  大连

•  烟台

•  洛阳

•  泉州

•  温州

•  西安

•  芜湖

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29个

资料来源：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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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外包发展展望

全球产业发展展望

﹥ 2013 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增长速度有望突破 4%，规模超过 8900

亿美元。其中，在岸市场占全球产业总规模的 75% 以上

﹥ 2013 年美国、日本、欧洲三个区域有望持续占据全球服务外包发包

市场的主导地位。但随着新兴市场如印度、中国等地外包需求的不

断释放，美、日、欧三个发包市场占比或有所下降

﹥ 接包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预计 2013 年印度、中国两地承接离岸服

务外包规模将占全球市场的 80% 左右。同时，爱尔兰、马来西亚、

菲律宾、巴西等区域也积极出台措施、完善基础设施，推动服务外

包产业的发展

 

7795

8200

8528

8900

2010

2011

2012

2013F

2%

3%

4%

5%

6%

2011 2012 2013F

2011~2013F世界贸易总量增长速度 

5.9%

2.8%

3.8%

单位：亿美元

2010~2013F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

2013 年全球服务外包发包市场发展展望

资料来源：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IMF、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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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发展展望

﹥ 2013 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合同执行金额及离岸合同执行金额分别有

望突破 680 亿美元和 480 亿美元，保持 40% 左右的增长速度；在

岸市场占比有望突破 30%，成为产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 ITO 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ITO 占比将保持在 55%

左右，KPO 占比有望突破 30%，智慧城市、电子商务等领域将成为

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 开拓在岸外包市场、建立全球交付中心、实施整合并购战略、技术引

领业务升级等四种方式有望成为服务外包企业发展壮大的主要途径

﹥ 2013 年国家坚持“示范引领”的主基调将保持不变，“示范城市综

合评价标准”已获得国务院批复，将进一步激发示范城市和潜力城

市发展产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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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400

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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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60%

40%

20%

0%

100%

2013F201220112010

198.0
144.5

323.9

238.3
336.4

680.0

480.0

43.1%

37.0%

65.0%

63.6%

41.1%
42.2%

43.8% 46.0%

465.7

55% ITO
ITO 

30% KPO
KPO 
2013 

15% BPO

BPO

KPO
ITO

2010 ～ 2013F 年中国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及离岸合同执行金额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政府工作报告》。

2013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行业领域发展展望

资料来源：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

2009-2013F

27.2%
33

      

2013年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发展展望

资料来源：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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