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6 卷 　第 12 期
2007 年 　　12 月

　　　　　　　　　　　
技 　术 　经 　济

Technology Economics
　　　　　　　　　　　

Vol126 , No112
Dec. , 2007

　　文章编号 :1002 - 980X(2007) 12 - 0090 - 03

业务外包决策的经济学分析模型
王华亭1 ,2 , 冯俊文1 , 高　朋1 , 王　健2

(11 南京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 南京 210094 ; 21 南京涌新电子有限公司 , 南京 211178)

　　摘要 :业务外包正在成为企业或国家的一种经营战略与经营管理的新理念。在系统综述业务外包与外包管理

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基础上 ,运用经济学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在简单的假定前提下 ,给出一个业务外包分析的经

济学模型 ,模型分析表明 ,业务外包不仅会增加本企业或本国的工资水平 ,而且会提高一国的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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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管理科学杰出教授 Po2L ung Yu 于 20 世

纪 80 年代初提出并进行系统研究的一种决策分析

理论 ———能 力 集 分 析 ( Competence Set Analy2
sis) [1 ] 。能力集分析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决策分

析科学 ,在企业能力、动态战略决策等领域有着广泛

的应用 ,包括企业业务外包决策[2 ] 。业务外包 (Bus2
iness Out sourcing)是由 Gray Hamel 和 C1 K1 Pra2
halad 于 1990 年首先提出的 ,是指企业为了改善服

务和产品质量、缩短生产周期、降低成本 ,把一些重

要但非核心的业务职能外包给专业的承包商 ,企业

更专注于最能创造价值的业务 ,以最大化这些业务

的潜在效率 ,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理论界

对业务外包的一般定义是 :业务外包是企业内部资

源有限的情况下 ,为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仅保留其

最具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 ,而把其他资源借助于外

部最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予以整合 ,达到降低成本、提

高绩效、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增强企业对环境应

变能力的一种管理模式。业务外包是企业进行资源

外部整合的有效途径[3 ] 。目前业务外包的类型包

括 :生产外包、营销外包、研发外包以及人力资源管

理 ( HRM)业务外包等等。

那么业务外包究竟对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带来

什么样的好处和坏处呢 ? 业务外包是否会减小本国

成本 ,降低本国就业水平 ,从而减少本国工资水平

呢 ? 本文在回顾有关业务外包和外包管理理论的基

础上 ,应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 ,通过一个简要的模

型加以解释和说明 ,以期对业务外包有一个基本的

理解。

1 　业务外包研究综述

对业务外包以及外包管理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两个方面 : ①基于交易费用的外包理论 :

Cheon、Grover、Teng 研究了信息技术外包 ,认为只

有当外包交易成本、管理成本、供应商供应成本之和

小于自己的生产成本时 ,外包才会发生 ;Vinning 和

Globerman 认为生产成本、谈判成本、机会主义成本

之和最小是外包决策的依据 ;此外 , Klaas、MeClen2
don 和 Gainey 研究了人力资源外包 ,认为总交易成

本来自价格、维持契约和员工关系的费用、监督费用

以及机会主义成本 ,不同的治理结构导致不同成本 ,

而决策的依据就是总交易成本最小。②基于核心竞

争力的外包理论 :核心竞争力理论是美国学者普拉

哈拉德 ( Prahalad)和英国学者哈默 ( Hamel) 于 1990

年提出的企业发展战略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认

为 :企业是资源和能力的集合 ,企业之间资源的异质

性或企业拥有的特殊能力是决定企业竞争优势和经

营绩效的关键因素 ,即核心竞争力 ,它是一系列技术

系统、组织管理系统有机融合而成的、无形的、动态

的能力资源。从这一理论出发 ,企业流程可分为战

略性流程和非战略性流程。战略性流程是对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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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选择和执行起关键作用的流程 ,企业的核心能

力和核心业务依存于战略性流程。非战略性流程是

对战略性流程起支持和保障作用的流程 ,它包含有

企业的辅助业务和附加业务。战略性流程是企业持

续市场竞争优势的来源 ,必须内部化。非战略性流

程应分析它们与战略性流程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 ,

密切程度低的就可以外包 ;密切程度高的 ,就应内部

化或通过某种紧密合作关系做出安排[4 ] 。

业务外包理论有 4 个结构要素 :外包主体、外包

目标、外包合作者和外包设计[4 ] 。资源外包主体是

决定外包与否的经济机构 ,资源外包目标是外包过

程的结果 ,资源外包的合作者是所有可能完成外包

目标的供应商 ,外包设计是对外包方式的规划。外

包关系的管理目标就是要使外包合作者的行为与外

包主体的目标保持一致。对业务外包进行动态管理

包括以下 5 个方面内容 : ①确定要外包的业务 ; ②选

择外包合作者 ; ③外包的过程管理 :为实现外包的目

标 ,外包主体应当始终以积极的姿态与外包合作者

互动 ,在互动过程中 ,使外包合作者满足外包主体的

需求 ,并促成外包主体和合作者之间技术、经验和知

识的扩散 ,从而极大地提高双方合作的质量 ; ④考核

外包的绩效 :从外包的战略目标 (如 :节约成本和资

源 ,提升核心能力和提高效率等方面)出发对外包的

绩效进行考核 ; ⑤形成战略联盟 :基于长期战略考

虑 ,外包主体和合作者应努力营造可信赖的联盟关

系 ,并最终形成双赢的战略联盟。

业务外包的迅速发展 ,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其中

最让人关注的是本国就业机会的流失。首先这种国

际贸易形式的规模及范围迅速扩大 ,从一些手工制

品扩展到纺织品、轻工和化工产品 ,从发达国家转至

发展中国家的数量也在增多 ;从简单的体力劳动、重

复工作扩展到向高知识结构和高技术含量的工作 ,

包括汽车零部件、飞机的零部件等工业制成品 ;另外

巨大的业务外包将会带动整个行业全方位的转移。

综合有关理论研究 ,业务外包能有效降低交易

成本 ,但也会带来本国就业机会的减少甚至工资水

平的降低。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

2 　业务外包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讨论的理论模型假设如下 : ①涉及业务外

包的是一个小国家 ,本国资源或产品价格变化对世

界范围内的资源或产品价格没有影响 ; ②投入的资

源只有两种 :资本 K和劳动力 L ; ③只有两种产业 ,

生产的产品只有两种 :产品 x 和产品 y ,其中产品 y

为出口产品 ,产品 x 为进口产品 ,分别属于产业 X

和产业 Y; ④该国的资源 K 丰富 ,而 L 资源相对贫

乏 ; ⑤产业 X(为进口竞争产业)外包产品 x 的 L (劳

动)密集业务。

图 1 　两产品生产曲线与工资水平

图 2 　业务外包后的变化

图 1 中 ,用横轴表示资本 K ,纵轴表示劳动力

L ;X 和 Y分别表示产品 x 和产品 y 的扩张路线 ,其

斜率表示每种产品生产时对应的劳动力投入 L 下

的最优资金匹配投入 K。这样 ,产品 y 为 K密集型

产品 ,而 x 为 L 密集型产品 ;用 w/ r 表示本国工资

水平与租用工资水平的比率 ,反映了劳动力的资金

成本 ;x0 和 y0 为等位线 ,表示得出相同产出的各种

投入的可能组合 ,如曲线 x0 的上的任何点 ( K ,L) 的

组合将得出产品 x 相同数量的产出。

现在假定该国决定外包产品 x 需要的劳动 L

密集业务。外包 L 密集业务将使得产品 x 的扩张

路线移动到 X1 的位置 ,对应于国内更高比率的 K

投入水平 ,这是因为 L 密集业务将会在外国市场完

成 ,使得产品 x 在本国的生产和组装更趋向于 K密

集。另外 ,业务外包将使得等位线 x0 移动到 x0 ’,

由于在外国市场上有较低成本水平的 L 供应 ,总的

生产成本下降 ,因此同样的比率 w/ r 能更便宜地生

产出相同的产出 x。

两种产品的国内价格保持不变 ,价格比率 Px/

Py 不变 ,因此由于业务外包得到了较低的成本 ,生

产者继续扩大产品 x 的生产 ,生产产品 x 的边际成

本曲线下移 ,这反过来导致投入需求比率 DL / DK 的

增加 (假定产业 X 为 L 密集型产业) ,这进一步导致

19

　　　　　　　　　　　　　　　　　　　　　　　　　　　　　　　　　　　　　业务外包决策的经济学分析模型



本国工资水平 w 的上升。

图 3 　本国工资水平增加效应

图 4 　产业新的扩张路线

图 3 中 ,工资水平的增加即更高的 w ,导致比率

曲线 (w/ r)增加到 (w/ r)’1 这样工资水平相对于租

用水平的比率增加。这一新的比率与等位线 y0 和

x0’相切 , (w/ r)的这一移动改变了给定投入水平下

的生产成本 ,这样 ,产业将对两种产品采用新的扩张

线路进行调整 ,以优化产品生产成本。这种调整可

以用图 4 来表示。新的扩张路线 Y’和 X1’说明 :对产

品 x 和 y 的生产将有新的增加的最优 K/ L 比率 ,两

种产品 K/ L 比率的增加是由于对应有更高的 (w/ r)

比率。

下面通过 K的 L 的初始禀赋 , K和 L 在两种产

业中的分配结果 ,来分析外包的额外效应。

图 5 　额外效应分析

对于初始禀赋 E ( K , L) ,假定产业获得的初始

分配分别为 :产品 y 为 Y0 ,产品 x 为 X0 。业务外包

以后 ,对于产品 y , K和 L 的分配变为 Y1 ,而对于产

品 x 则变为 X1 。从而发现 ,对于 Y的生产有较少的

投入 ,而对于 X 的生产有较多的投入 ,这样 ,产业 X

得到扩张 ,而产业 Y会收缩。

通过模型分析表明 :通过外包 ,产业 X 的本国

工资水平提高 ,利用的劳动力数量增加 ,变成进口竞

争产业。业务外包不仅会增加本国工资水平 ,而且

会提高就业率。

3 　结束语

业务外包正成为企业甚至国家发展战略上不可

或缺的选择。大量业务外包企业实践的成功充分体

现在信息咨询、IT 服务、配送与后勤、办公印刷、邮

件服务、财产与设施管理、人事服务、秘书服务等许

多方面[ 5 ] 。现在大中型企业中几乎找不到完全没有

外包的业务 ,至少保安、清洁、食堂 , 车辆 ,物流等通

常都会采用外包形式[ 6 ] ,尽管有些外包对象从前是

企业的一部分 ,而后才另外成立的独立实体。业务

外包之所以能节约成本可能因为 ①经济规模 ,外包

公司可以以较低成本提供同等质量服务 ; ②行业差

异 ,人员成本通常会低1 在一个 IT 公司雇一个首席

代表 ,因为要比照整个行业状况 ,成本通常会比专业

外包公司要高 ,后者通常属于较低成本的行业 ; ③企

业的一次性的投资及固定资产存量可以降低 ; ④在

财务管理上 ,通常支付固定合同的现金较设立内部

成本中心进行预算管理更容易进行成本控制。本文

通过一个简单模型对此进行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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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强调股金多寡的因素 ,从而提高社员集资入股

和参与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既然社员从合作社得到

的经济激励不仅有盈余返还 ,还有股金红利 ,在具

体操作中 ,如何区分两者的来源就是需要解决的问

题。哈内尔认为 ,合作社开展社员业务所得不能视

为利润 ,因为它必须向社员返还 ,“合作社的盈利只

能是来自非社员业务和合作社企业的市场经营收

益”,所以合作社来自社员惠顾的收入要按交易额实

行返还 ,而来自市场经营的收入 ,用于支付股金红

利[2 ] 。合作经济组织盈余按股分红与按交易额分红

的比例 ,可由社员大会决定或在章程中明确规定按

条文执行。股份合作制就是对传统合作制理论的创

新 ,它强调股金的资产受益 ,对社员的股金不但给予

利息 ,而且还发放适当的红利。如美国的股份合作

制 ,采取了股份制企业的筹资方法 ,从而使合作社突

破传统的筹资范围 ,筹集更多的资金以满足现代合

作社规模经营的需求。我们可以把合作社的股金分

为“社员股金”和“资本股金”。社员股金就是入社

股金 ,每人只能持有一股 ,持有股票的人就是社员 ,

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而资本股金一部分出售给

社员 ,另一部分则对外出售 ,多是出售给与合作社有

业务往来的社员、企业和集团 ,征得合作社同意后其

股金可以出售和转让 ,但是持有这种股金的人不属

于合作社的正式社员 ,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

样既解决了合作社资金短缺的问题 ,又没有影响合

作社一人一票为主的民主管理原则。同时 ,我们可

以效仿美国“新一代合作社”的作法 ,要求社员的股

金额度与交售农产品数相联系 ,一个社员必须承购

与其农产品交售配额相对应的股金 ,通过这个方法

也可以扩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资金来源。

综上所述 ,合作经济制度是一种具有市场优势

的制度模式。这种制度的优越性 ,不仅在于它能够

保护社员的利益 ,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 ,而

且还在于它在本身制度的不断调整中 ,对竞争环境

的变化有很大的适应能力。通过合作经济制度创新

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尤其是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提供了有效的组织载体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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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Cooperative Institution and Harmonious Society Building

XU Hong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Abstract :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is effective organization carrier of harmonious society. Cooperative institution in t 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1 This paper discussed t he connota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relations of cooperative institu2
tion and harmonious society building , t hen analyzed defect s of t raditional cooperative institution11 It t ries to find a way to innovate cooperative

institution1
Key words : harmonious society ;cooperative institution ;defect s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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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nalysis Model of Business Outsourcing

WAN G Hua2ting1 ,2 , FEN G J un2wen1 , GAO Peng1 , WAN G Jia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m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

2. Yongxin Elect ronic Company Ltd1 ,Nanjing 211199 ,China )

Abstract : Business out sourcing is becoming a new t rend for operating st rategy and management of an enterprise or a count ry1 Based upon t he

systematic overview on t he business out sourcing and out sourcing management t heory and applications , by means of t he economics met hodology

for problem solving , under t he simple assumptions , t his paper proposes an economic analysis model of business out sourcing1 The model analysis

shows t hat t he business out sourcing may not only increase t he wage level of a count ry , but also enhance t he employment wit hin t he count ry1
Key words : business out sourcing ; economics of out sourcing ; economic model ; business process out sou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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