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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和本售股章程其他部份所載有關指定國家軟件市場的資料摘錄自不

同的刊物和新聞報告。本集團、保薦人、包銷商或彼等的任何聯繫人士、代

理或顧問並無獨立核證該等資料。上述資料未必與其他來源的資料相符，亦

可能不準確、不完備或過時，故此不應過份依賴。董事在引述該等資料時已

合理審慎。

軟件行業概覽

根據國際同業慣例，資訊科技業分為兩大界別，即產品支援和專業服務。產

品支援一般指硬件維護及支援與軟件維護及支援，而專業服務則包括顧問服務、軟

件開發和集成、資訊科技管理及程序管理。

於二零零二年，美國為全球最大軟件出口國，而日本緊隨其後。根據賽迪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發表的報告（「賽迪顧問報告」），於二

零零二年美國和日本分別佔全球軟件產品和軟件服務出口額約41.5%及10.4%，銷售

額達6,430億美元。其次則以印度及愛爾蘭等軟件出口國最為龐大，該等新興市場

亦正迅速發展。

與北美和歐亞等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軟件和資訊科技業尚有龐大發展空

間。根據賽迪顧問報告，截至二零零二年底，中國市場僅佔全球軟件市場1.5%，比

重偏低，但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二年間，中國軟件市場一直迅速發展，增長率合共

約達51%。

外包軟件開發和服務

根據賽迪顧問報告，二零零一年全球軟件外包市場總值僅約144億美元。於致

力發展資訊科技或軟件服務業的國家中，印度為軟件開發外包服務的先驅兼領先

者，其次為愛爾蘭及以色列，而中國和俄羅斯則發展加速。

近年，軟件開發外包已成為資訊科技服務市場的主流。由於離岸服務形式日

漸普遍，因此董事相信不少發達國家的公司會增加運用離岸資源。透過離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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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將軟件開發或數據中心管理等資訊科技業務交由低工資地區之公司負責。董事

相信，隨著越來越多公司傾向集中資源發展主要業務，盡力控制內部資訊科技部門

的規模和開支，全球資訊科技外包市場將會繼續迅速擴大。

由於部份公司的業務需要不斷緊貼軟件技術發展，惟缺乏掌握新技術和項目

管理能力的資訊科技人員，因此對外包服務的需要尤其殷切。部份公司亦由於資金

緊絀而難以招聘和培訓足夠的資訊科技人員，故日益依賴外包服務。因此，董事相

信，越來越多公司會尋找第三方資訊科技服務供應商，協助採用新技術和支援既有

系統。透過外包，公司可將部份或全部資訊科技責任轉交有實力的服務供應商，從

而減低風險，並且縮短完成大型資訊科技項目所需的時間。面對資訊科技開支預算

有減無增，公司開始運用離岸外包模式的好處。由於可大幅節省成本，故此公司日

漸放眼於離岸外包資訊科技服務（甚至尚未涉足的範疇），以獲得最大的投資回報。

資訊科技服務的需求大幅上升的同時，大部份已發展市場合資格資訊科技專

才的供應仍然有限。公司越來越需要增聘資訊科技專才，以填補新增職位和取替將

退休或離開資訊科技業的人員。

合資格資訊科技專才短缺，加上電訊業發展迅速，以及利用電訊設備進行通

訊日趨普及，驅使資訊科技服務市場邁向全球一體化。高效率的項目管理技巧結合

衛星通訊、視像會議、互聯網、電子郵件和其他通訊方式，可有效協調不同地點的

資訊科技項目管理工作。透過將軟件開發和維護項目外包予國外資訊科技服務供應

商，公司可以低成本獲得資深的資訊科技專才效力，例如美國公司借助印度當地專

才，而日本公司亦可利用中國的專才。

印度是軟件服務外包服務的先驅和主要供應地，其次有愛爾蘭及以色列，而

中國、俄羅斯和菲律賓則迅速發展。印度軟件業的主要收入來源來自開發客戶化應

用軟件和應用軟件開發外包服務，合計佔二零零二年資訊科技軟件出口總額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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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印度軟件協會的統計資料，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一年印度約75%的軟件產品供應

外銷，而餘下25%則供內銷。由於兩地的語言（英語）和文化相近，故此北美佔印度

資訊科技服務市場的比重頗大。印度軟件產品和服務出口自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一

年的複合年增長率達53%。即使於二零零二年全球科技業發展放緩，印度市場仍有

24%的增長。

日本是全球第二大軟件產品和服務國家。中國是日本公司的境外最大軟件外

包服務供應地。兩地位置和文化背景相近，加上中國可以較低的成本供應充足的資

訊科技專才，均是中國成為日本主要軟件外包服務供應地的主要因素。

軟件和資訊科技外包市場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包括︰公司日漸接受和了解到

外包服務可提高營運效率和達到企業目標；公司越來越專注發展本身強項；公司需

要極度可靠的基礎設施；全球一體化趨勢及商業環境競爭更趨激烈；和應用程式越

見複雜。

軟件外包的一般工作流程

軟件維護和升級

軟件測試和交付

制訂軟件工程文件

展開軟件開發工作

與客戶建立
業務合作關係

展開磋商合約條款

客戶發出訂單

設計系統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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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軟件出口業的概覽

在經營和監管環境不斷改善下，中國軟件業發展越來越理想，隨著擴展版圖，

已踏入迅速發展階段。自加入世貿以來，中國享有更多優惠，並在全球經濟一體化

推動下更趨國際化，而中國政府更視軟件出口為日後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根據二

零零三年舉行的上海國際軟件出口高層會議，二零零二年中國外包軟件總值10億美

元（約等於78億港元）。

中國國務院於二零零二年七月發出的官方文件「振興軟件產業行動綱要」，預

期二零零五年中國自軟件市場所得收益會達到2,500億元人民幣。

鑑於近年中國的電腦使用日益普及，資訊科技的應用亦越來越廣泛，因此中

國的軟件行業強勁增長。加入世貿後，中國政府著重發展軟件出口業，頒佈多項政

策推動軟件出口行業的發展和放寬管制（有關中國軟件出口的條例請參閱下文「有關

中國軟件市場的國家政策」一段）。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軟件業的成本偏低。

根據研究報告和海外公司所提供的資料，中國軟件工程師的薪金平均僅為美國一般

薪金水平的八分之一。中國資訊科技專才成本較低，為國內軟件外包和出口業提供

競爭優勢，有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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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賽迪顧問報告，二零零二年中國的軟件銷售額約為345億元人民幣，較二

零零一年高出約21%。

中國軟件市場增長率（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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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賽迪顧問－二零零三年二月號

根據《北京軟件產業促進中心報告》，北京近年軟件出口保持大幅度增長，從

二零零零年的44,700,000美元增至二零零二年的93,100,000美元。

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二年度北京軟件出口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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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北京軟件產業促進中心

二零零二年，中國軟件行業的主要出口目的地為日本、香港和美國，該等地

區合共佔中國軟件總出口收益約81%。日本是二零零二年中國軟件最大出口市場，

佔中國軟件總出口約53%，而香港和美國則為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市場，分別佔中國

軟件總出口約15%和13%。中國的軟件業集中於少數省份和主要城市，如北京、上

海、大連、廣州和浙江等，合共佔二零零二年的軟件總出口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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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軟件出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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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賽迪顧問－二零零三年二月號

由於北京有大量大學和技術學院資訊科技和工程畢業生，故成為中國主要的

企業軟件出口城市。以價值計算，二零零二年北京佔中國軟件總出口額約34%。中

國於二零零二年輸往日本軟件出口額中約38%來自北京。

由於全球各地（包括日本）的公司近年削減資訊科技開支，故該等公司日漸傾

向聘請外界軟件公司負責技術要求較低但人手需求較大的軟件開發或維護工作。日

本公司與中國軟件公司的軟件外包項目合作成功有助擴大日本對中國外包服務的需

求。

隨著資訊科技外包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因此日本和美國等發展較成熟的市

場之外包服務成本亦上升，惟供應有限。因此，上述公司均覬覦中國等發展中市場

的大量資深資訊科技人才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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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軟件出口業面對的挑戰

與市場發展較為成熟的大部份軟件開發公司相比，中國的軟件公司的規模一

般較小。中國軟件外包市場仍處起步階段，各類公司百花齊放。就董事所知，從事

開發或提供軟件產品或服務的中國公司，大部份規模頗細，僱員不超過100人。目

前，中國市場的大型軟件外包企業不多，惟充斥大量小型公司。反觀印度，當地有

超過850家大型軟件公司，其中TATA Consulting和 INFOSYS分別僱用超過10,000名

軟件專才。

為開拓歐美市場，中國軟件外包公司亦須符合有關管理與維護的資格，並遵

從國際業務和法律慣例。雖然中國資訊科技人員大多擁有高超技術，但語文水平和

國際商業視野等方面仍有待改進。

有關中國軟件市場的國家政策

二零零零年六月，國務院頒佈有關鼓勵和推動中國軟件和集成電路板行業發

展的政策，以加強中國資訊科技業的國際競爭力（「鼓勵政策」）。根據鼓勵政策，

中國軟件企業可享多項優惠，包括投資中國軟件和集成電路板行業相關優惠、優惠

稅率和出口優惠。

根據鼓勵政策，政府鼓勵中國軟件企業開發優質創新軟件產品，以滿足中國

市場的需求和發展出口市場。鼓勵政策另一目的是透過給予企業優惠，吸引更多外

資和人力資源投入中國軟件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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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國軟件出口的國家政策

「軟件出口」一詞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從事外貿的公司或企業透

過實際交付或線上傳輸向海外國家輸出的軟件產品和相關服務出口，包括︰

1. 軟件技術轉移或授權；

2. 提供電腦軟件、關乎資訊系統和設備的應用軟件或屬於系統集成和應用

服務一部份的電腦軟件；

3. 任何關乎資訊和數據服務的交易，包括數據開發、儲存和連網、數據處

理、按工時計算的歸類和數據處理服務、為第三者持續管理設備、硬體

顧問、軟件安裝、客戶專用系統設計、開發和程式設計、電腦和配件維

修和維護，以及其他形式的軟件處理；

4. 其他形式的軟件出口，例如預裝於出口設備。

註冊資本不少於1,000,000元人民幣的軟件企業享有自行出口軟件的權利。

從事軟件出口的企業可向有關中國外貿部門申請中小型企業國際市場發展基

金資助。

軟件出口企業可根據相關規則向有關中國政府部門申請補貼，以爭取GB/

T19000-ISO9000質量保證體系的認證和實力發展模型的認證。

中國進出口銀行的業務範圍涵蓋軟件出口活動，可以優惠利率向公司批出信

貸額。中國國家出口貸款保險機構亦可就軟件出口的貸款提供保險。

如軟件企業出口軟件產品的稅率少於出口退稅稅率，則可在中國國家稅務總

局批准下安排退還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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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件出口企業的經常外匯收入可出具有關證明文件而直接在銀行兌換、結算

和存款。所有經出口收匯確認為榮譽企業的中國內地軟件出口企業均可開設外匯結

算戶口，惟外匯結算數額不得超過有關企業上一年所得出口營業額的15%。

合資格的軟件自營出口企業可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前稱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申請在中國境外設立分公司。

軟件出口管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信息產業部、國家外㶅管理局、國家統計局、國家

稅務總局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已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轄下的中國國際電子商務中

心網站設立軟件出口合同在線登記管理中心，在線上管理軟件出口合約的註冊。

中國的軟件出口企業於訂立出口合約後，均須於軟件出口合同在線登記管理

中心辦理線上註冊。

中國軟件出口的有秩序發展由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和中國軟件行業協會

共同負責協調和維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