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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所載若干資料摘錄自政府官方刊物及行業來源以及我們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
編製的報告（「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提述不應視為弗若斯特
沙利文就任何證券價值或投資於本集團是否可取而發表的意見。董事相信摘錄自弗若
斯特沙利文報告的資料來源為有關資料的適當來源，並已合理審慎摘錄及轉載相關資料。
我們並無理由相信相關資料屬不實或有誤導，或遺漏任何重大事實導致相關資料屬不
實或有誤導。我們、獨家保薦人、獨家全球協調人、 [編纂 ]、包銷商或參與 [編纂 ]的任
何其他各方均無獨立核實摘錄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資料，亦不就其準確性發表任
何聲明。官方政府刊物所載資料未必與來自中國及香港境內外其他來源的資料相符。
本集團、其聯屬人士或顧問、包銷商或彼等的聯屬人士或顧問，或參與 [編纂 ]的任何其
他各方概不就來自官方政府刊物的有關資料的準確性、完整性或公平性發表任何聲明。
我們認為，本節所載資料來源屬該等資料的適當來源，且該等資料已獲合理審慎摘錄
及轉載。我們概無理由認為該等資料屬不實或有誤導，或遺漏任何事實以致該等資料
屬不實或有誤導。

資料來源

我們委託獨立市場研究顧問弗若斯特沙利文（主要從事提供市場研究顧問服務）
詳細分析中國基礎教育市場、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礎教
育市場及中國高等教育市場。

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時，弗若斯特沙利文進行一級及二級研究，取得有關
中國基礎教育市場、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礎教育市場及
中國高等教育市場行業趨勢的知識、統計數字、信息及行業見解。一級研究涉及與
領先行業參與者及行業專家探討行業現狀。二級研究涉及審閱公司年報、獨立研
究報告及弗若斯特沙利文專有數據庫。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根據以下假設編製：(i)未來十年中國經濟保持穩定增長；(ii)

於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預測期間，中國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保持穩定；及 (iii)

市場推動因素（例如中國家庭對小孩教育的關注、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中
國民辦教育投資增多及家庭收入與財富增加）會帶動中國民辦基礎教育行業發展。

弗若斯特沙利文是一間獨立全球顧問公司，於一九六一年在紐約成立，提供行
業研究與市場策略以及增長諮詢與企業培訓。弗若斯特沙利文在全球逾 40個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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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擁有逾2,000名行業顧問、市場研究分析員及經濟師。我們就編製弗若斯特沙利
文報告訂約向弗若斯特沙利文支付費用人民幣870,000元。我們於本節以及「概要」、
「風險因素」、「業務」、「財務資料」及本文件其他章節摘錄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若
干資料，向有意投資者提供我們經營所處行業更完整的資料。

中國教育及基礎教育行業概覽

概覽

中國教育行業大致可分為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中國學歷教育分為五大範疇：
基礎教育（亦稱學前教育至十二年級）、中等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及其他，
其他包括特殊教育及工讀學校。與非學歷教育體系不同，學歷教育體系的學生可
取得中國政府頒發的正式證書，而非學歷教育體系的學生僅可取得培訓與學習課
程結業證書，未必獲中國官方認可。中國基礎教育包括 (i)三年學前教育，(ii)九年
小學至初中義務教育，及 (iii)三年高中教育，高中教育是升讀中國大學和研究生課
程的必要條件。義務教育（包括民辦基礎教育）在課程與學費等方面受教育部嚴格
規範。然而，學前教育和高中的營辦則更為靈活。總體而言，中國高中畢業生獲發
中國高中文憑，少數學生獲發國際文憑，例如國際文憑、美國與加拿大文憑。極少
數高中生獲發雙文憑。下表載列中國教育體系組成：

中國基礎教育行業市場規模與趨勢

中國基礎教育行業過去五年增長迅速，主要受中國政府公共開支與個人消
費增長所驅動。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截至二零一四年底，中國基礎教育總
收益為人民幣 19,946億元，而二零零九年為人民幣 9,225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
16.7%。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基礎教育行業總收益乃根據中國中央及地
方政府分配予業內學校的中國政府公共開支總額、投資者向民辦學校提供的資金、
學校所獲捐款及籌資收益、學校來自教學、研究及其他活動（例如學校開辦的輔導
及商業活動）的收益與其他教育經費或學校收益的總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中國公共開支約佔中國基礎教育行業所得總收益的 86.9%。下圖
載列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四年中國基礎教育行業所得總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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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礎教育經費總收益（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四年）

複合年增長率：16.7%

基礎教育經費總收益

單位：人民幣十億元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1,994.6

1,799.1

1,628.5

1,369.1

1,103.2

922.5

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

此外，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帶動城鎮居民可支配年收
入及城鎮居民人均年度生活開支提高。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四年，中國人均教育、
文化及娛樂用品及服務的消費開支按約 10.9%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此外，於二零
一四年，城鎮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及娛樂用品和服務的消費開支估計為人民幣2,475

元，佔中國城鎮居民人均生活開支總額約 12.9%。

中國基礎教育行業招生人數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由於「一孩政策」已實施數十年，中國基礎教育行
業招生總人數由二零零九年的 206.0百萬人略微減少 1.5%至二零一四年的 202.9百萬
人。具體而言，小學及初高中學生人數減少，而同期學前教育學生人數增多。儘管
如此，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由於中國政府持續放寬「一孩政策」並扶持學前
教育，故預期二零一九年中國基礎教育行業招生人數將增至230.8百萬人。中國基
礎教育行業招生人數主要取決於學齡兒童人數，而預期未來五年學齡兒童人數及
招生率均會上升。下圖列示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四年中國基礎教育行業招生總人
數及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的預計招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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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礎教育招生總人數（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九年（估計））

學前教育

高中

初中

小學

招生總人數

單位：百萬人

分部

總計

零九年╱一四年
複合年增長率

一四年╱一九年
（估計）
複合年增長率

26.6

54.3

24.3

100.7

29.8

52.8

24.3

99.4

34.2

50.6

24.5

99.3

36.9

47.6

24.7

97.0

38.9

44.4

24.4

93.6

40.5

43.8

24.0

94.5

40.8

42.3

23.9

96.6

43.2

42.3

23.7

99.3

48.1

43.1

23.7

110.3

52.4

45.3

23.7

102.0

56.1

46.2

23.8

104.6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估計

二零一六年
估計

二零一七年
估計

二零一八年
估計

二零一九年
估計

-0.3% 2.6%

-0.3% -0.1%

-4.2% 1.1%

-1.3% 2.1%

8.8% 6.7%

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民辦基礎教育行業概覽

中國民辦教育於一九八零年代初期首次獲政府批准，一九九零年代突飛猛進，
現已成為中國教育體系的重要力量。由於中國民辦學校並非由中國政府直接管理，
故經營獨立程度通常較高。中國大多數民辦學校雖依照規定採用與公立學校一樣
的課程體系，但課程內容更為豐富及多元，學費徵收標準的設定亦更為靈活。

中國民辦基礎教育行業的市場規模及趨勢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民辦基礎教育總收益由二零零九年人民幣 519

億元增至二零一四年底人民幣 1,687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 26.6%增長。快速增長
主要是由於中國家長願將子女送入民辦學校接受更優質的教育，令民辦學校招生
人數增多及學費和私募投資收入增長。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預期二零一九
年中國民辦基礎教育行業總收益將達人民幣3,344億元。此外，根據弗若斯特沙利
文報告，截至二零一四年，中國民辦基礎教育總收益約佔中國基礎教育總收益的
8.5%，較二零零九年約5.6%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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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列示中國民辦基礎教育行業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四年的總收益及二零
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的預計收益。

中國民辦基礎教育經費總收益（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九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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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

二零一九年
估計

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民辦基礎教育行業招生情況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過往多年，中國基礎教育行業整體招生人數雖有所
減少，但中國民辦學校招生人數反而上升。中國民辦學校招生總人數由二零零九
年23.0百萬人增至二零一四年 35.3百萬人，複合年增長率約為 8.9%，預期二零一九
年將增至 50.6百萬人，複合年增長率約為 7.5%。該增長主要是由於政府制定有利政
策予以扶持民辦學校，加上家長對民辦學校教育的需求增加。下圖載列二零零九
年至二零一四年中國民辦基礎教育招生人數及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的預計招
生人數。

中國民辦基礎教育招生總人數（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九年（估計））

幼稚園

高中
初中

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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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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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總人數

單位：百萬人

分部
09/14

複合年增長率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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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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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過去五年不單中國民辦基礎教育招生人數上升，中國民辦學校數目亦有
所增加。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基礎教育領域民辦學校總數由二零零九
年的 103,800所增至二零一四年的154,200所，複合年增長率約為 8.2%。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基礎教育系統中民辦學校的比例於過去五年
內有所增加。民辦學校招生人數佔比由二零零九年的11.2%上升至二零一四年的
17.4%，顯示更多學生選擇就讀民辦學校而非公立學校。預期二零一九年有關比例
將達21.9%。

民辦學校的學費及雜項費用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民辦學校的學費及雜項費用通常高於公立學校，主
要是由於公立學校的營運有公共經費支持，而民辦學校則主要依賴民間投資、學
費及雜項費用。二零一四年，中國民辦幼稚園、小學、中學及高中的平均學費及雜
項費用分別約為人民幣 3,252元、人民幣 3,060元、人民幣 4,475元及人民幣 7,599元。
此外，普通民辦學校與優質民辦學校的學費有明顯差距。例如，普通民辦學校的建
立為滿足公立資源無法滿足的中國教育需求，或解決不符合公立學校的戶口等入
學要求的學齡人口。而優質民辦學校更注重學術資源及學校設施。根據弗若斯特
沙利文報告，優質民辦學校的學費通常介乎人均每學年人民幣 10,000元至人民幣
200,000元以上，而普通民辦學校的學費通常介乎人均每學年人民幣2,000元至人民
幣6,000元。優質民辦學校收費較一般民辦學校明顯要高，主要是由於品牌╱聲譽
更好、教學質量更高、師資一流、教學理念出色、教學設施更佳及課程更加豐富多
樣等。再者，民辦學校提供外語課程，收費通常遠遠高於不提供該等課程的學校。

中國西南地區民辦教育行業概覽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二零一四年中國西南地區（包括四川、貴州、云南
及重慶等省市）人口佔中國人口總數14.2%，貢獻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10.2%。

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礎教育行業市場規模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礎教育總收益由二零零九
年的人民幣46億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底的人民幣142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
25.2%。總收益增加主要是由於 (i)中國西南地區的經濟高速增長及城鎮化推進；(ii)

家庭收入水平及財富增長，家長因此可增加子女的民辦學校教育投入；(iii)社會日
益認可民辦學校的優勢及 (iv)有利的監管及政策環境利於中國西南地區發展民辦
基礎教育。此外，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預期二零一九年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
礎教育行業總收益將達人民幣27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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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列示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四年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礎教育行業的總收益
及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的預計收益。

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礎教育經費總收益（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九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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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礎教育行業的招生人數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一九九零年代後期及二零零零年代，中國西南地區
民辦教育事業發展加快，主要是由於地方政府機關協力有效推行優惠政策以吸引
民間投資發展民辦教育。因此，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礎教育行業招生總人數由二
零零九年的2.8百萬人增至二零一四年的4.2百萬人，複合年增長率約為8.8%，預計
二零一九年將達 5.6百萬人。招生人數增加主要是由於同期該年齡段的地方人口出
生率升高導致幼稚園招生人數由二零零九年的1.7百萬人增至二零一四年的2.9百
萬人，複合年增長率約為 11.8%。招生人數增加亦得益於經濟發展加快及城鎮化推
進令家長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而可投資於子女的民辦學校教育。此外，高中招生人
數亦快速增加，主要是由於民辦教育品質提升及家長的收入與財富增加所致。下
圖載列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四年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礎教育招生人數及二零一五
年至二零一九年的預計招生人數。

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礎教育招生總人數（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九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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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學校滲透率近五年來有所上升。
民辦學校招生人數佔比由二零零九年的8.2%增至二零一四年的13.2%，顯示更多學
生選擇就讀民辦學校而非公立學校。預期二零一九年滲透率將達 16.9%。下圖列示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四年中國西南地區民辦教育行業按招生人數計算的民辦學校
滲透率及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的預計滲透率。

中國西南地區基礎教育民辦學校滲透率（按招生人數計）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九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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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礎教育市場推動因素

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礎教育行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因素如下：

• 地方政府大力扶持：中國西南地區地方政府持續扶持發展民辦教育事業。
例如，二零零三年，四川省人民政府發佈《四川省人民政府關於大力促進
民辦教育發展的決定》，鼓勵成立民辦學校，保障民辦學校與公立學校的
同等合法地位。二零零八年，四川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頒
佈《四川省＜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辦法》，為民辦學校提
供財務支持乃致優惠稅項待遇等多種優惠待遇。四川省財政廳因應二零零
三年發佈的《四川省人民政府關於大力促進民辦教育發展的決定的支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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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於二零一二年頒佈《四川省級民辦教育發展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
作為支持政策。此外，云南、貴州及重慶各地政府已實施類似政策支持持
續發展民辦教育。例如，云南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二零
一二年採納《雲南省民辦教育條例》；

• 民辦教育品質提升：雖然中國西南地區的民辦基礎教育事業在發展初期缺
乏資源及經驗與公立學校競爭，但在有利監管及政策環境支持下，已取得
越來越多的優質資源（包括公共經費）。此外，優惠政策吸引到聞名全國的
民辦教育企業在當地興建校舍及╱或開辦分校，進一步提升民辦教育的整
體規模及素質；及

• 家庭收入與財富增加：雖然民辦學校學費通常高於公立學校，但中國西南
地區經濟及城鎮化持續強勁發展，已促進地區家庭財富與收入水平升高，
因此民辦基礎教育需求會持續增加。

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礎教育行業發展趨勢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礎教育發展趨勢如下：

• 家長仍重視民辦學校可向其子女提供的全面教育，且民辦學校繼續提升教
學服務並提供優質教育，因此民辦教育需求及民辦學校滲透率將會增加；

• 中國西南地區地方民辦教育市場分散，利於優質地方教育品牌發展，民辦
學校營運商可藉機匯聚資源及提升商業營運，建立強大品牌聲譽；及

• 該地區民辦學校營運商競爭日益加劇會加深民辦與公立基礎教育的差異，
民辦學校的優勢主要包括可選課程、外語班及國際視野。

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概覽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監管機構自一九九零年代以來實施監管框架
規範民辦高等教育，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快速增長及有序發展。中國民辦高等
教育分為民辦普通高校及獨立學院兩大類。民辦普通高校及獨立學院不同於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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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機構，主要是由於公立高等教育機構一般由中國國家或地方政府營辦，
主要資金來源於中國公立教育經費。

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市場規模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自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四年，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總
數由658所增至728所，獨立學院總數由 322所減少至 283所。此外，根據弗若斯特沙
利文報告，民辦高校總收益由二零零九年人民幣 511億元持續穩定增至二零一四年
的人民幣847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0.7%。

中國高等教育行業招生人數

財富積累及高等教育及學歷需求增加促進中國高等教育部門增長。根據弗若
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民辦高等教育招生總人數由二零零九年的 4.5百萬人增至二
零一四年的5.9百萬人，複合年增長率約為5.6%。此外，中國獨立學院招生人數由
二零零九年2.4百萬人增至二零一四年的2.7百萬人。

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市場推動因素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的發展及增長主要由下述
因素推動：

• 家庭財富增加：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家庭收入及財富隨之增加。因此，越
來越多未能接受公共高等教育的高中畢業生願意亦有經濟能力就讀民辦
普通高校；

• 市場需要更多技術人才：隨著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市場需要各行各業的更
多技術人才，促進一般偏重實踐教育及培訓的民辦普通高校增長；及

• 多樣化及教育品質提升：中國政府持續扶持發展民辦高等教育，且該行業
資源聚集能力提升，因此民辦高等教育的教育品質持續提升。根據弗若斯
特沙利文報告，近期中國湧現多所領先民辦大學，其資源及教育品質媲美
中國不少一流大學。此外，主要專注職業教育及培訓的民辦教育機構現已
擴充課程並提高專業化水平。該等發展預期會吸引更多高中畢業生考慮就
讀中國民辦普通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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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環境

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競爭環境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競爭激烈且相當分散。二零
一四年中國十大民辦學校營運商招生總人數約為 215,800人，市場份額僅為 0.6%。
二零一四年的最大民辦學校營運商為東方劍橋，招生總人數約為29,600人。我們二
零一四年的招生總人數約為 17,900人，按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招生人數排
名位列全國第七大民辦學校營運商。下圖列示中國民辦基礎教育行業十大營運商
的招生人數及市場份額資料。

二零一四年
中國十大營運商市場份額

楓葉
0.04%

二零一四年
中國十大營運商招生人數

東方劍橋東方劍橋
0.08%

29.6

為明 27.8

春來 27.0

榮懷 23.5

翔宇 21.4

新紀元 19.0

德瑞 17.9

諾亞舟 17.5

海亮 17.2

楓葉 15.1

海亮
0.05%

諾亞舟
0.05%

德瑞
0.05%

新紀元
0.05%

翔宇
0.06%

榮懷
0.07%

春來
0.08%

為明
0.08%

單位︰千名學生

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競爭環境

與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相似，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礎教育市場亦較分散。根
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西南地區該分部招生總人數約為4.2百萬人，五大民
辦學校營運商的招生總人數約為65,900人，市場份額僅為1.6%。我們二零一四年招
生總人數約為 17,900人，位居地區之首，為明及大足城南緊隨其後，招生人數分別
約為13,300人及13,100人，其餘兩名為新紀元及新歐鵬，二零一四年招生人數分別
約為 11,800人及10,000人。

下圖列示二零一四年中國西南地區五大民辦學校營運商的招生人數及市場份
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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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中國西南地區
五大營運商市場份額

Maple Leaf,
0.04%

二零一四年中國西南地區
五大營運商招生人數

德瑞 17.9

為明 13.3

大足城南
13.1

新紀元 11.8

新歐鵬 10.0

德瑞
0.43%

新紀元
0.28%

大足城南
0.31%

新歐鵬
0.24%

為明
0.32%

單位︰千名學生

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

年度學費方面，中國西南地區民辦基礎教育行業五大營運商中，本集團營辦
的小學、初中及高中在各自所屬類別的年度學費排名中均居首位，分別為人民幣
21,900元、人民幣 23,600元及人民幣23,400元。四川德瑞營辦的幼稚園學費每月平均
人民幣2,200元，排名第二，僅次於為明。此外，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西
南地區民辦基礎教育行業五大營運商中，二零一四年為明的年均寄宿費為人民幣
2,600元，排名第一，而我們的招生人數排名第三，年均住宿費為人民幣 1,300元。

在高中學生的中國一流大學入學率方面，我們營辦的高中以約 78.2%的總入學
率遠超其他四名營運商，位居中國西南地區五大營運商之首。

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的競爭情況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民辦高等教育市場百花齊放。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總數高達 728間，營運商一般來自市場當地，
主要因為跨區發展會有若干重大挑戰，例如是否熟悉地方市場的獨特監管環境及
營運商與當地政府的關係。截至二零一四年底，四川約有 30至40間民辦高等教育
機構。獨立學院的品牌知名度及聲譽很大程度借助於協辦的公立大學。

中國教育行業入行門檻

中國基礎教育、民辦基礎教育及民辦高等教育行業入行門檻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基礎教育、民辦基礎教育及民辦高等教育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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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一併閱讀。

的入行門檻極高，尤以教育部密切監管的義務教育為甚。具體入行門檻如下：

• 監管許可：中國的學校營運商須取得及持有中國相關政府部門頒發的一系
列批文、牌照及許可證，並遵守特別註冊及備案規定，然後方可營辦教育
服務。在中國成立學校亦須取得《中國人民共和國教育法》規定的批文，建
立民辦學校更須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及《中華人民共和
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規定的批文。批文申請手續冗繁耗時，特別
對於新校營運商而言，已成為入行的一道天然屏障。此外，在中國開辦民
辦學校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
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取得批准。在中國開辦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的營運商
必須首先取得中國政府授權。根據《民辦高等學校設置暫行規定》，民辦高
等教育機構須至少有三個主科，每個主科須至少有兩名具有副教授職銜或
以上的教師，而每間民辦高等教育機構亦必須有至少 500名學生；

• 資本需求：在中國開辦學校需要大筆初期投資，用於收購土地使用權及興
建校舍及學校設施並撥付其他相關開支。開辦學校在初期投資之外亦需長
期持續投放資金，因此學校營運商能否取得充足資金至關重要；

• 可用土地：由於中國部分城市及地區土地供應緊張及租金上漲，故取得土
地及相關設施對於新校營運商而言仍屬挑戰。充足的土地及設施不僅是營
辦學校的基本要求，亦直接影響營運商開設的班級大小與教學質素。因此，
在新地點成立新學校將耗費學校營運商大量時間及資源；

• 能否聘用優質教學人員：教學品質取決於教學人員的質素。由於小班教學
需求甚殷，而教學人員普遍緊缺，故有意擴大學校或開辦新校的學校營運
商在招募及留任優質教師方面承受壓力。此外，高質素的教師一般更願意
受聘於公立學校及發展完善的民辦學校，因此新校營運商較難吸引到高質
素的教師；及

• 品牌知名度及生源：對於民辦學校，品牌知名度至關重要，因為此乃家長
及學生甄選學校時最重視的因素之一。對於家長和學生而言，經營歷史較
久且聲譽良好的民辦學校較新學校更具吸引力。提升知名度及聲譽需要時
間及經驗，因此新辦學人在經營早期較難吸引及招收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