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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信息服务外包》

内容概要

《服务外包工程教育规划教材:金融信息服务外包》涵盖了金融信息服务外包教学与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1章介绍金融信息服务外包的基本概念、类型和模式，以及国内外金融信息服务外包发展的历程、
现状和发展趋势。第2章介绍促进国际金融信息服务外包快速发展的各种驱动因素，包括内部与外部
两方面的因素，以及开展金融信息服务外包的效应。第3章的内容涵盖了应用于金融信息服务外包的
理论基础，包括比较优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分工与贸易理论。
第4章用于介绍金融信息服务外包主要的业务类型。第5章则介绍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信息服务外包的决
策分析和有关的决策模型，包括基于核心竞争力、价值链和成本控制的金融信息服务外包决策分析模
型，服务提供商的选择决策，以及基于博弈论的金融信息服务外包决策分析。第6章介绍金融机构开
展金融信息服务外包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对风险的识别与管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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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工不仅存在于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也存在于各个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是各国内部
劳动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它是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从18世纪工业
革命到如今的200多年间，国际分工经历了从产业间国际分工、产业内国际分工、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
一个不断深化的演进过程。　　产业间分工是指不同产业之间生产的专业化。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开
始至二次大战是国际分工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在这段时间内国际分工主要发生在生产力水平先进的业
国与落后的农业国之间，表现在亚、非、拉等地区的国家专门生产矿物与农业原料等初级产品和某些
食品，而欧美地区的国家主要进行工业制成品生产，因此产业间国际分工通常也被看作是工业国与农
业国之间的分工。　　产业内分工是指相同生产部门内部生产的专业化。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开始
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对国际分工的深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科技进步使得产品的生产过程进一步复杂化
、精密化，产品品种也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就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国在部门内部的生产专业化得到迅
速发展。　　产品内分工指某种产品生产过程所涉及的不同工序、不同零部件或不同环节被分配到不
同地区和国家进行，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生产价值链的某个或某些特定环节，产品内分工在贸易上
表现为中间产品的贸易。产品内国际分工使得更多国家与地区的企业得以融人国际分工体系，更进一
步地深入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世界范围内投资与贸
易的自由化以及企业生产组织形式和企业管理模式的变革为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基础条件。
其次，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的环境下，企业必须专注于某一产品，甚至在某些时候专注于某一产品
某一环节的生产或服务，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提高产出效益。国际分工出
现了由产业内分工发展到全球范围内产品内分工的趋势。与传统的国际分工相比，产品内分工更为精
细和深入，更有利于各国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也对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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