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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发展软件产业的战略选择和公共政策支持

徐鸣 寇宗来

摘要：软件产业是上海市着力发展的重．点产业，但是本土软件产业的发展一直不尽如人意。为此，在分析了上海发展软

件产业的条件和环境，并归纳、总结国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合上海的发展战略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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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 IT 服务业是知识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的灵魂，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国已经把对软件的重视程

度上升到战略层面。国务院办公厅 2002 年 9 月 18 日发布了《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2002 年至 2005 年）》，指出软件产业是国

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在最近的中共上海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现代服务业被确定为上海建成“四个中心”

的战略性产业支撑。

截至 2006 年年底，上海软件企业已达 1175 家，年营业收入超亿元人民币的企业达到 70 家，5家企业跃上了年营业收入 10

亿元的台阶。在信息产业部公布的 2005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中，上海软件企业占到 157 家中的 25 家，仅次于北

京。软件从业人数从 2 万增长到了 12 万。上海软件行业的产值占全国的比例都在 10%，从业人数的比重为 8.21%。这说明上海

软件行业的人均产出高于全国水平，业务占据了行业中的高端部分。

在软件出口方面，2006 年上海软件出口 9.92 亿美元，占当年全国软件出口总额的 20.7%,比 2005 年增长 45.7%，其中软件

服务外包出口超过 3亿美元，居全国第二。上海已成为北京之后我国软件出口最多的省市。上海有 13 家企业被国家认定为出口

型重点软件企业，这一数字居全国首位
1
。

然而，上海软件产业在全国也并无明显优势。软件产业的收入位列北京、广东、江苏之后，仅排在全国第四位。在信息产

业部公布的《2006 年中国软件收入规模前 100 家企业名单》中，排名最前的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仅列第 20 位，其 13.4

亿的收入更是远远落后于排在榜首的深圳华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 152.1 亿元人民币，这无疑与上海的经济规模和地位极不相

衬。

本文运用 SWOT 方法，分析上海发展软件产业的条件和环境，指出其自身的优势、劣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然后，我们运

用 Heeks 的框架，将国际成功经验模式化。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适合上海软件产业的发展战略，并结合该战略提出配套的政

策建议。

一、上海发展软件产业的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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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两个层次考察上海发展软件产业的战略选择。首先从世界范围的分工格局和比较优势角度，看中国发展软件产业的

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SWOT)，这有助于确立上海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其次，在中国内部，与其他地区比较，理解其在国

内分工中的角色。

1．国际比较

优势分析。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大、效果明显；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制造业发达，与印度软件

行业一枝独秀、畸形发展的情况相比，这两点是中国的优势；文化与语言优势。软件特别是软件服务的地域性很强。诸多国际

软件、互联网巨头在中国都遭遇过或正遭遇着水土不服。这方面本土企业拥有巨大优势，无论与客户的沟通还是公司内部的管

理都会更加顺畅。随着服务的深化，客户群逐渐向中小企业延伸，这一优势越发突出。

劣势分析。教育问题。教育上的劣势不仅仅指英文，更包括思维方式的培养。受传统文化和教育体制的影响，中国学生在

软件开发需要的创造性思维方面存在不足。不可否认这也是中国的软件业迟迟走不出模仿阶段的重要原因；成本问题。中国在

制造业上的成本优势毋庸置疑，但在我国软件行业中高层次人才严重不足，人才供给的紧缺推高了成本。这是由特殊的人才结

构引起的；法制不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执行不力。软件的成本主要体现为前期的研发投人，严重的盗版问题使得企业很难通过

产品销售来弥补成本、实现盈利。他们没有激励进行软件、尤其是通用软件的研发。中国发展比较好的软件企业其盈利都集中

在订制软件、差异化软件领域。不能不说是处于规避盗版的考虑。

机会分析。有庞大的本土市场。与我们的竞争对手印度、爱尔兰等国不同，中国有庞大的国内市场。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向

好，管理升级，信息技术运用深化，这一市场还将更加广阔。如果能充分把这个市场做好，甚至不必在意国际市场的得失。大

量的跨国公司的长期落户，带来大量潜在客户。目前跨国公司的 IT 服务，主要还是由内部 IT 部门或者跟随来到中国的长期合

作伙伴提供，一旦本土企业的服务质量提高，其低廉价格将能吸引到客户；发达国家 IT 外包进一步升级，竞争者成本上升。近

年来不断发展的发达国家向亚洲的服务外包是全球产业结构整合和重新布局的结果，还将持续下去。

威胁分析。后发劣势。国内市场方面，跨国公司的成熟产品已抢占市场，取得规模经济。消费者对其产生依赖，可能不愿

意转向国产品牌。在进军国际市场时，中国的企业会发现，这一市场已被来自印度、俄罗斯、以色列、爱尔兰等国家的企业瓜

分，开拓新的阵地将非常困难；地缘政治因素。不能否认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崛起还是有所忌惮，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发展，例如

联想收购 IBM 的 PC 业务时一度遭遇的波折。

2．国内比较

根据信息产业部的统计，我国软件产业产值最高的几个地区分别是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和浙江，合计占到全国总产值

的 70%。因此我们将国内比较的对象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区域，特别是他们的核心城市。

优势分析。城市品牌优势。作为一线城市和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在国际上有很高知名度这有利于承接海外业务；人才积

聚优势。虽然北京、杭州、南京和广州都是教育非常发达的地区，但是历史和政策因素使得上海受到外国投资者的青睐，这又

造就了掌握高技能的人才资源。这一优势在中国大陆可以说独一无二，有利于对外业务的开展；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布局。

作为第三产业，软件服务业要得到健康发展，必须依赖实体经济。上海有悠久的工业发展的历史，近年来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

劣势分析。外资依存度过高，抑制了本土产业的发展。上海集中了全国 70%的集成电路芯片产能，但是绝大多数被英特尔、

NEC 等国际巨头把持，无法给本土软件带来机会；商务和劳动力成本高，致使 IT 企业或创业者迁出上海发展。由于上海商务成



3

本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一方面，对于处于创业阶段的软件企业，网络技术的创业者可以选择去成本更低的地方发展。另一方

面，很多跨国公司也因成本较高将生产部门迁出上海，这使得外围企业的生存更加艰难。

机会分析。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对 IT 更多的需求，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经济转型时期。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锋，会

最早看到这一效应，而随后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更广阔的商机。

威胁分析。到目前为止，上海软件产业的发展落后于北京。目前国内还没有可以与中关村抗衡的软件产业积聚区；严重的

盗版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倾向于开发网络产品，而网络产品对企业地理位置的要求更低。在成本压力下，上海想要吸

引软件企业落户更加困难。

二、软件产业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Heeks 总结了发展中国家和后发国家发展软件产业常常采取的 5种战略，如图 l
2
。我们逐一分析这些战略的特点，并举实例

相印证。

A战略：立足本国市场，开发软件产品，与进口软件抗衡。

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日本国内软件市场在物流、制造、通信和半导体等领域需求很大，其需求量仅次于美国。日本软件

市场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以硬件带动软件发展，依托它在消费电子产品方面的优势，发展嵌入式软件。日立、索尼、富士通等

跨国公司都有自己的软件公司。从日本的例子可以发现，要走这种模式，必须要有旺盛的国内需求。同时，软件开发的投人很

大
3
，没有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很难负担。另外，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盗版问题也制约软件企业自主研发。

B战略：扎根本地，发展 IT 服务业。

本战略对资金规模和技术水平的要求相对较低，进入门槛不高。该战略的问题在于，与标准化的软件产品相比，IT 服务的

差异性大，规模效应弱，边际成本高。这种战略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市场结构，能否有足够的产业集聚以实现同类服务的规

模效应。目前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哪个单靠这条路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

C战略：产品出口，服务国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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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战略成功的例子是以色列。其优势主要是高级人才和渠道。以色列的软件人才少而精，集中在高端，因此他们在服务领

域不具有成本优势，而偏重于产品开发。以色列的软件强项是国防软件产品，如航空电子、通讯和指挥、控制应用等。近年来，

这些专业技术又不断被推广到民用部门。目前它在安全软件、商业管理软件、嵌入式软件等许多方面拥有相应核心技术的知识

产权。

D战略：服务出口，承接外包业务。

爱尔兰是这一战略典型的成功范例。其出发点是欧洲市场 20 多种不同语言的实际需要，和本国人口少、传统产业规模有限

的现实。爱尔兰软件业主要从事转口贸易，将美国成功的商业软件欧洲化，成为美国产品进人欧洲的分销基地。目前欧洲使用

的各类软件 60%以上来自爱尔兰。

E战略：混合战略。

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单一的策略取得成功，更多的是适当结合上述四种模式，走出自己的路。至于这一落脚点在哪

里，则取决于自身的特点。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由于国内经济不发达，需求微小，印度的软件产业也是以出口为主。但在具

体发展道路上又与以色列或爱尔兰有所不同。产品方面，印度不走高端路线，主要是代工、订制，受益于欧美的产业转移。服

务方面，印度也不同于爱尔兰的本土化分销商角色，而是以承接欧美的外包服务为主。一个订单往往是产品和服务的紧密结合，

先开发，后维护。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印度多层次、高素质、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功不可没。

下表总结了几种发展模式各自的特点和成功案例。总的来说，基于本土的策略需要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基于出口的策略需

要高质、廉价的人力资源和紧密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三、上海发展软件产业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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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上海在发展软件产业方面，应该扬长避短，立足本土，窥视全球。具体而言，上海可以采取以下

互补和差异化发展战略：

1．联合优势制造业，大力发展内嵌软件。虽然上海的制造业外资成分较高，本土企业难以受益，但放眼全国来看，发达的

制造业还是提供了其他国家软件产业难以企及的市场机遇。软件企业应该积极联合优势制造业，大力发展内嵌式软件。这样做

有几个好处。其一，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计算机学者 Alan Kay 曾说：“真正在意软件的人应该自己制造硬件。”不妨

反过来理解，真正在意硬件的应该自己制造软件。与通用（generic）软件相比，度身定做的软件在开发过程中考虑到目标硬件

的特点，从而更能发挥出硬件的性能。其二，应对严重的盗版问题。软件与特定硬件结合，就加大了复制的难度，降低了复制、

盗版的收益。而且由于硬件可以大规模生产，这些软件的边际成本很低，又实现了规模效应。我国的装备、电子制造业正处于

走出代工，实现知识产权自主化、向更高层次迈进的阶段，软件与硬件的联姻无疑是件双赢的事。

2．外包的中介模式。上海高劳动力成本对发展软件产业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这意味着上海在直接从事软件外包上并无

优势；但另一方面，高工资却意味着高素质人才。上海可以利用其城市的综合优势，承担世界向中国进行软件外包的服务中介。

由在沪企业承接项目，充当项目领导人和管理者，然后将其中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的部分（如编码等）转移到内陆省份完

成，实现双赢。根据我们在软件协会调研的结果，一些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做出尝试。

3．产品加服务的互补发展战略。只有具备规模经济时，上海才能在开发软件产品方面取得对其他省市的成本优势，但仅仅

软件产品会受到盗版的严重威胁。如果将软件产品与服务相结合，就可以消除盗版问题。而且如前文的论述，由于上海处于中

国经济开放的前沿，本地需求会率先出现。另一方面，软件产品与服务的结合也是网络技术和网络经济发展新的热点。在新技

术的推动下，网络越发超越以往单纯的内容提供的角色。就像我们可以在网页里收发电子邮件一样，开发者通过网络可以提供

越来越多的服务。这一趋势称作为服务的软件（Software as a Service,或者称为 webware)，即把软件作为一种有延续性的服

务来提供。这样做可以更快的更新功能，提高服务质量。这是一个新兴且不断壮大的市场，2005 年全球范围内市场规模已达到

55 亿美元，并预计将以超过 21%的速度增长
4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通过网络提供服务，产品不直接交付客户，还可以规避严重

的盗版问题。

综合上面的叙述，我们建议上海的发展道路应是表中的 E。这决不意味着把有限的资源分散开来，而是发挥自己的长处，有

所侧重，选择合适的路径，最终从服务走向产品。

四、上海发展软件产业的政策支持

1．人才政策

国际经验表明，最理想的软件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的。在底层是大量从事日常开发、编码工作的软件“蓝领”，他们的

工作是高度标准化的，不需要有很高的创造性（某种程度上，此阶段过多的创新力甚至是损害整体效率的），技术含量较低，从

而也不需要太理论化的教育。中间层是从事系统分析、测试设计的高级程序员。而在金字塔的顶端，则应该据有开阔的视野和

把握国际先进发展趋势的能力，担任项目经理，是行业领军人物。

针对人才金字塔中的三个层次，政府应该出台相应政策：

对于低端人才，因其是标准化的，故可以通过强化和鼓励软件“公共培训”机构来解决。相比高校的软件学院，职业教育

快速、高效，更加贴近市场和企业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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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级人才，应改革高校的软件教育，加强产、学、研互动。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以来缺乏创新能力，脱离实际，这个

问题在软件工程这样一个实用性很强的专业上表现的尤为突出。软件学院本身应该是面向应用，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软件学

院要能真正服务于软件产业。在软件产业发达的美国，相关高校与产业是紧密连接的。例如软件行业内著名的 CMM 方法就诞生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该校的软件工程学院提供大量与 CMM 评估师职业挂钩的课程。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每年会依托他们的科研

成果成立大约 150 家公司。全美这样的科研成果转化型的公司近 4000 家，总销售额达到 2300 多亿美元。上海虽然也围绕高校

发展了产业园，但力度、效果明显不够。

对于高端人才，上海应该加强引进国际高端的软件公司。上海的高校众多，拥有四所示范性软件学院。这些学校的毕业生

本身素质较高，有潜力成为行业的领军者。他们需要的是更贴近国际趋势的专业培训。像 IBM、Oracle 这样的跨国公司实力雄

厚，创新能力强，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其高薪能够吸引到最优秀、最有潜质的年青人才。这些人在为这些公司服务的

同时，能够在日常工作和高质量的培训中开阔自己的眼界，保持与世界的同步。等到他们自己创业时，这些宝贵的经验就会实

实在在的为本土软件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2．财税政策

国家为鼓励软件产业的发展，在增值税、所得税、关税等方面给予诸多优惠。但是，为了进一步推进软件产业发展，仍需

财税政策的进一步支持。

在增值税优惠方面，软件企业 3%的实际税负水平高于设备制造业企业 2.68%的水平
5
，考虑到国家对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视，

这一比例应该继续降低。

在政策的执行上，首先，现有法律对随同硬件销售的软件产品如何计价并未明确规定。在嵌入式软件发展战略中，软件产

品随同硬件产品销售，其价值难以与硬件分开计算。在这种条件下，这部分软件能否享受超税负返还的优惠？现行政策规定，

随同硬件一起销售的软件必须单独核算，但单独核算仍未解决软件的计价问题，规定并不明确。

其次，现行税收政策对软件企业提供的升级服务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税收返还、以及如何征税规定并不明确。这涉及到“软

件加服务”的发展战略。如果把升级服务取得的收入算作价外费用交纳增值税，可以申请超税负返还；如果把升级服务取得的

收入作为服务性收入交纳营业税，则不能申请税收返还，政策执行不统一。

其他问题，如，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其内涵界定不明确，影响了税收返还的确认，在线销售软件产品执行超税负返还政策

并不明确；对超税负返还资金的用途没有明确规定。

3．金融政策

制约上海乃至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是企业太小，相互之间的过度竞争导致每个企业都难以通过资本积累发展壮大。

对此问题，政府不应直接干预过度，而可以针对一些国际公认的指标（如 CMM5 认证），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发挥金融市场的

功能，“间接”鼓励企业之间的合并，促进软件企业做大做强。

（责任编辑：梁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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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s domestic software industry has been unsatisfactory, in spite of local

government’s emphasis and incentives. After a brief review of the recent trend,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mpetitive

standing of Shanghai to develop a healthy and robust software industry. Based of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we lay out a strategic path that is suitable for Shanghai. For the rest of the article, we mak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ccording to our proposal. Specifically, we focus on the quintessential personnel policy, analyzing

its current drawbacks and suggesting possible impr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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