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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服务外包产业是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信息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

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吸纳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能力强、国际化水平高等特点。

当前，以服务外包、服务贸易以及高端制造业和技术研发环节转移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世界

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兴起，为我国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现代服务业带来新的机遇。牢牢把握这

一机遇，大力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有利于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扩大知识密

集型服务产品出口；有利于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

        200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批复了商

务部会同有关部委共同制定的促进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措施，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广州、深圳、武汉、大连、南京、成都、济南、西安、哈尔滨、杭州、合肥、长沙、南昌、

苏州、大庆、无锡20个城市确定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深入开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

，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试点。国家将在这20个试点城市实行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措施，包括

税收优惠、财政资金支持、实用人才培训、特殊劳动工时、金融支持等，把促进服务外包产

业发展作为推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增加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的重要途

径。

        付出总有回报，目前，这20个示范城市已经成为中国国际服务外包的主要承接地，而且发

展各具特色、优势。相关数据显示，这20家示范城市的各项主要统计指标占到全国总量

的75%以上。未来，在国家对示范城市的鼓励政策支持下，这些城市的服务外包优势将更加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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