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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内外学者对印度软件产业问题从宏观的国家层面和中观的产业层面进行了较多前期研究，主要探讨
了印度软件产业的成功原因和出口导向战略，但从微观的企业层面研究的成果很少。
由于企业是产业的微观基础，政府的任何产业政策都是通过企业来贯彻实施，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
从产业转向企业，选择印度软件企业国际化作为研究课题，探讨国家跨越式发展战略背景下，企业在
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运用外部环境条件和内部经营能力，逐步实现企业的国际化。
本文着重分析了印度软件企业国际化的进入方式、影响因素和经济社会效益，并在最后提出了我国软
件企业国际化的政策建议。
 将印度软件取得成功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印度具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需求巨大两个因素是
非常片面的。
因为同样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中国，软件企业的国际化却远远落后于印度。
本文最后的结论是，印度软件企业国际化的成功主要依靠政府、企业和企业家综合运用政府因素、经
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进行观念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通过人才
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市场国际化和管理国际化来实现的。
印度和我国是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可比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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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一 选题的背景　　作为经济基础薄弱的后进国家
，印度在面临人均资源十分有限和巨大人口压力的前提下，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独辟蹊径，调整
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将计算机软件作为在国际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战略产业来发展。
　　1948年独立后，印度政府确立了迅速实行“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的赶超战略，直至1966年。
此后，印度政府对赶超战略进行了调整。
先是压缩了重工业的投资，接着为扭转重工轻农的偏向，推行鼓励农业发展的新战略。
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政府根据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制定了重点发展计算机软件产业的长远战略
。
1983年1月，印度英?甘地政府正式颁布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家科技政策纲领性文件——《技
术政策声明》。
该文件在重申1958年《科技政策决议案》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印度必须全面更新
其科技和工业技术装备，在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加强印度在某些具有
战略前瞻性的新兴科技领域进行重点研究和开发，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86年12月，拉?甘地政府又出台了《计算机软件出口、开发和培训政策》，标志着印度政府把发展计
算机软件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
此后，尽管印度政府多次更迭，但历届政府均高度重视发展信息技术产业，特别是把软件产业置于优
先发展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初，拉奥政府上台后，正式对经济进行自由化、市场化的全面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要
把发展高新技术、特别是计算机软件出口贯穿于经济改革的始终。
1998年3月，瓦杰帕伊政府执政后，提出“要使印度在十年内成为信息技术大国”，并迅速成立了国家
信息技术与软件发展委员会和国家信息产业部，发表了《国家信息技术行动计划》，为印度在未来10
年加强信息产业特别是软件产业出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印度软件企业国际化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