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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及本文件其他章節載有關於中國經濟及我們經營行業的資料及統計數
據。本節所載資料及統計數據部份摘錄自可供公開查閱的政府及官方資料。本節載
列的若干資料及統計數據乃摘錄自我們委託的獨立第三方弗若斯特沙利文出具的市
場研究報告（「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我們相信，有關資料及統計數據均摘錄自
適當的來源且我們已採取合理審慎措施以摘錄及轉載該等資料及統計數據。我們並
無理由懷疑該等資料乃屬虛假或具誤導性或遺漏任何事實令該等資料失實或具誤導
性。我們、獨家保薦人、 [編纂]、 [編纂]、 [編纂]、任何 [編纂]、我們或彼等各自的
任何董事、高級職員、僱員、顧問、代理或代表，或參與 [編纂]的任何其他人士並
無獨立審核該等資料及統計數據，因此對其準確性並無發表任何聲明。因此，本節
所載政府及其他第三方來源提供的官方資料未必準確，因此不應過分依賴該等資
料。

資料來源

我們委託獨立市場研究顧問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其從事提供市場研究顧問服
務）詳細分析中國高等教育市場、中國民辦高等教育市場、中國應用型高等教育、中
國就業市場及其他相關經濟數據。弗若斯特沙利文是一間全球諮詢公司及獨立第三
方。其創立於1961年，在全球有40個辦事處及逾2,000多名行業顧問、市場研究分析
員及經濟學者。我們已同意就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支付合共人民幣980,000元費
用。本文件所載引用弗若斯特沙利文或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數據及統計數字均摘錄
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並經弗若斯特沙利文同意後刊發。

在編製市場研究報告期間，弗若斯特沙利文進行一級研究及二級研究，一級研
究涉及與領先行業參與者及行業專家探討行業狀況，而二級研究涉及審閱公司報告、
獨立研究報告及弗若斯特沙利文研究數據庫數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市場研究報告乃依
據以下假設編撰：(i)中國經濟於未來十年可能會維持穩定增長；(ii)中國社會、經濟及
政治環境於預測期間仍可能保持穩定；及(iii)對兒童教育的重視、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扶
持、民辦教育投資的改善及家庭收入及財富的增長等市場推動因素可能推動2016年至
2020年預測期間內中國民辦高等教育市場的發展。市場總規模預測乃弗若斯特沙利文
通過宏觀經濟數據進行歷史數據分析，以及經計及相關行業推動因素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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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體制概覽

中國教育體制概覽及高等教育發展

中國學歷教育體制一般分為基礎教育(K-12)及高等教育（我們的核心業務）。中
國高等教育指高等教育機構提供的教育服務，其包括(i)國家或地方政府運營並以公共
開支資助的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及(ii)民辦高等教育機構，包括民辦由非政府機構或個
人以私人資本運營及資助的民辦高等教育機構，以及非政府機構或個人與公立大學及
學院合作運營的獨立學院。高等教育機構的學生畢業後，學生可獲得所就讀機構的中
國政府認可證書。學歷教育及非學歷教育的主要區別在於學歷系統下學生可自中國政
府獲得正式證書，而非學歷系統（包括不同種類的培訓及學習課程）下學生僅可獲得可
能不被中國政府官方認可的修讀證書。

中國學歷教育體制

學前 小學 初級中學 高級中學 本科院校 研究生院

中等職業
學校 專科院校

學
歷
教
育

高等教育

18歲及以上6至15歲 15至18歲2.5至6歲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附註： 於學歷教育體制中，圖例僅涵蓋常規學歷教育，而根據教育部認證屬學歷教育的成人教育
並未特別涵蓋。

中國高等教育行業經歷三個主要發展階段。

• 初始階段（精英高等教育）：自中國成立起，由於當時的有限教育資源及社
會結構，高等教育首先被確認為專門教育國家精英人才的發展平台。

• 大眾市場高等教育：中國高等教育行業於1998年至2008年在經濟發展中經
歷大規模擴招，在市場尋求更高水平的技能和人才時，幫助學生覓得更好
的工作。在1990年代初的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中，民辦高等教育尤其得益於
這股潮流，且進一步自2000年代的市場需求擴張中獲益。然而，該趨勢在
經濟衰退時受當時勞動力供求失衡影響。高等教育畢業生不願從事低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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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亦無法獲得更高技術的工作，因而令高等教育畢業生的供過於求問
題加劇。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於2011年至2015年，新成長失業青年
構成中國整體人才供應中待業求職者總人數約25%的穩定比例。於2011年
至2015年，在新成長失業青年中，應屆高等教育畢業生由2005年的約35%
增加至佔約45%，說明應屆高等教育畢業生尋找工作日漸困難。下表載列
2005年至2015年應屆高等教育畢業生佔新成長失業青年總數的比例。

新成長失業青年明細（中國），2005年至2015年

其他新成長失業青年 應屆高等教育畢業生

2005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65%

35%
44% 46% 47% 48% 45%

56% 53%54% 55%52%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附註： 新成長失業青年指已登記失業人口中正在尋找就業機會的人，包括從未從軍、進修或就業
的初中、高中、中等職業學校、專科院校、本科學校及研究生學校畢業生。

• 高等教育改革：中國政府正採取措施以改善結構性失業問題及鼓勵大學轉
型至應用型大學（即專注於就業培訓）。政府已推出政策鼓勵高等職業教
育的發展，提供直接適用於畢業後求職的培訓，例如教育部、發改委及財
政部於2015年10月頒佈《關於引導部份地方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
見》及國務院於2014年5月頒佈的《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
定》。弗若斯特沙利文預期在2020年前，中國約會有500至700間應用型民
辦高等教育機構，併合資格提供本科教育，在校生人數將超過7.0至9.0百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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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等教育行業市場規模及學生人數

中國高等教育行業於近幾年迅速增長，主要受公共支出和私人投資的開支增加推
動。中國高等教育行業產生的總收益由2011年的人民幣6,880億元增加至2015年的人
民幣9,408億元，並預期於2020年增加至人民幣13,840億元。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民辦高等教育板塊產生的總收入由2011年人民幣646億元增加至2015年人民幣
926億元，並預期將進一步增加至2020年人民幣1,563億元。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
料，高等教育行業產生的總收入與民辦高等教育板塊產生的總收入兩者之差為中國公
立高等教育板塊產生的總收入。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雖呈增長趨勢，但以教
育公共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百分比計，中國仍相對落後於發達國家。例如，中國教育
公共開支於2015年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3%，低於美國的6.0%，而於2015年中國投
放於教育的公共開支人均為336.7美元，遠低於美國的3,348.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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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十億元）
2011至2015年複合年增長率：+8.1% 2015至2020年估計複合年增長率：+8.0%

2020年
估計

2019年
估計

2018年
估計

2017年
估計

2016年
估計

2015年2014年2013年2012年2011年  
0

5

10

15

20

25

30

35

24.7 25.6 26.5
27.3 28.2 28.7 29.4 30.1 31.2 32.1

（百萬人）

高等教育學生總數（中國），2011年至2020年估計

2011至2015年複合年增長率：+3.3% 2015至2020年估計複合年增長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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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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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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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估計

2015年2014年2013年2012年2011年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教育部。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高等教育機構的總在讀生人數由2011年的24.7百
萬人平穩增長至2015年的28.2百萬人，並預期進一步增加至2020年的32.1百萬人。
同時，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於歷年經歷快速增長，由2011年的24.3%增加至2015年的
37.1%。然而，與歐洲和北美主要發達國家於2015年的平均毛入學率分別約64.0%及
87.0%相比，毛入學率仍然較低。弗若斯特沙利文估計中國高等教育行業的毛入學率
將於2020年前增加至約52.5%。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由於經濟發展及教育資源
分配差異，中國各省份入學率各異。下圖載列本集團經營或計劃經營的各省份的省份
高等教育入學率。

省份高等教育入學率（中國），2011年至2020年估計

40.8%
26.2%18.3%

雲南

41.1%
26.5%

17.2%

貴州

46.3%
32.1%

21.3%

黑龍江

51.8%
37.0%

23.6%

湖北

32.4%
25.4%18.1%

甘肅

2011年 2020年
估計

2015年 2011年 2020年
估計

2015年 2011年 2020年
估計

2015年 2011年 2020年
估計

2015年 2011年 2020年
估計

2015年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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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高等教育的學生人數持續增加，符合資格申請高等教育的總學生人口僅佔
大學適齡人口一部份。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於2015年，大學適齡人口約為15.7百萬
人，但僅有9.42百萬學生參加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在參加者中，僅7.0百
萬人被錄取進入高等教育，包括3.66百萬人進入本科學校及3.34百萬人進入大專。因
此，隨著經濟及城市化持續改善，一般預期合資格申請高等教育的人口將會進一步增
加。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中國政府將更大比例資源投向中小學義務教育。政府高等
教育開支佔政府各級教育總開支的百分比由2011年約21.6%下降至2015年的20.3%。
因此，民辦高等教育機構可望填補市場需求與政府高等教育開支間的缺口。

中國高等教育行業收入來源

政府撥款及學費為中國高等教育行業的兩大主要收入來源。然而，該兩大收入
來源所佔公立高等教育行業及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的收入貢獻百分比大不相同。於2015
年，政府撥款佔公立高等教育板塊總收入約68.7%，而於2015年，民辦板塊總收入
約80.1%來自學費，公立總收入僅17.4%來自學費。中國的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及民辦
高等教育機構有不同的角色和社會責任。民辦高等教育機構主要側重於教授學生具備
實踐經驗及適用技能以及培養技術技能人才，而公立教育機構則須在教學以外接受更
多科學研究工作及國家研發任務。因此，自公立高等教育的政府撥款所得收入大部分
分配作興建實驗室等研究領域及用於科研經費。儘管民辦學校每名學生的平均年度學
費顯著高於公立學校學費，公立學校自政府撥款所得的每名學生收入明顯高於民辦學
校。因此，與民辦板塊相比，公立板塊明顯產生更多收入（每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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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等教育行業－中國公立高等教育
及民辦高等教育收入明細（2015年）

公立高等教育及民辦高等教育每名學生
收入來源明細，2015年

公立高等教育 民辦高等教育 合計

17.4%

35%

13.9% 13.7%11.2%

68.7%

8.6%
100% 848.2

總收入

62.8%
80.1%

23.5%

其他學費政府撥款

92.6 940.8
（人民幣十億元）

6.7

35%

5.3
1.711.2%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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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8.4

12.2

15.2
1.3

（人民幣千元）

公立高等教育 民辦高等教育

其他學費政府撥款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中國高等教育行業畢業生的就業情況

在中國，畢業生就業率為衡量高等教育機構提供的教育質量的主要參數之一。
於2013年、2014年及2015年，中國的整體高等教育畢業生就業率分別約為86.8%、
87.4%及92.3%。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於2015年，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及專
科教育的畢業生就業率分別約為95.3%、92.2%及91.2%，同期平均月薪分別為人民
幣4,777.9元、人民幣3,676.8元及人民幣2,939.0元。

整體就業市場方面，中國就業市場自2011年出現人才供應與市場需求之間的輕
微失衡。於2015年第四季度，人才需求為4.4百萬人，但供應僅有4.0百萬人。



行業概覽

– 95 –

本文件為草擬本，並不完整且可作更改，其中所載資料必須與本文件首頁「警告」一併閱讀。

整體就業市場人才供求情況（中國），2010年至2015年
（百萬人）

 
 

20
10
年
第
一
季

20
10
年
第
二
季

20
10
年
第
三
季

20
10
年
第
四
季

20
11
年
第
一
季

20
11
年
第
二
季

20
11
年
第
三
季

20
11
年
第
四
季

20
12
年
第
一
季

20
12
年
第
二
季

20
12
年
第
三
季

20
12
年
第
四
季

20
13
年
第
一
季

20
13
年
第
二
季

20
13
年
第
三
季

20
13
年
第
四
季

20
14
年
第
一
季

20
14
年
第
二
季

20
14
年
第
三
季

20
14
年
第
四
季

20
15
年
第
一
季

20
15
年
第
二
季

20
15
年
第
三
季

20
15
年
第
四
季

5.5 

6.4 
6.7 

4.8 
5.2 5.3 

5.8 

4.5 

5.9 
6.3 6.4 

5.1 

6.1 6.1 
5.6 

5.1 

6.3 

5.7 5.5 

4.9 
5.3 

5.6 

5.1 

4.4 
5.3 

6.4 
6.8 

4.7 4.8 4.9 
5.5 

4.3 

5.5 

6.0 6.1 

4.7 

5.6 5.7 

5.2 
4.6 

5.7 
5.2 5.1 

4.3 
4.7 

5.3 

4.6 

4.0 

人才需求 人才供應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附註：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基於44個選定省市中的政府人才中介服務機構的定期更新進行數據
分析。

縱使人才供不應求，失業青年近年仍然佔中國失業求職者總人數約25%，反映人
才培養與市場需求錯配。

中國民辦教育行業概覽

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於1980年代初期興起，並自1990年代初期迅猛發展。由
2011年至2015年，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總數由698家增至734家。就學生人數而言，民
辦高等教育於2015年的滲透率為21.7%。與公立高等教育機構相比，民辦高等教育機
構可更為靈活地決定其專業設置及課程制定，於收取學費方面享有更大靈活性。

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的市場規模及學生人數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產生的總收入由2011年的
人民幣646億元增至2015年的人民幣926億元，並預期將於2020年增至人民幣1,563
億元。下圖說明2011年至2015年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產生的總收入及學生人數及
2016年至2020年的收入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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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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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高等教育學生人數增長一致，民辦高等教育的在校生總數亦經歷穩定增長。根
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民辦高等教育的在校生總數由2011年的5.1百萬人增至2015
年的6.1百萬人，並預期於2020年進一步增至8.7百萬人。

下表載列本集團經營或計劃經營的各省份民辦高等教育的學生人數。

各省份民辦高等教育學生人數（中國），2011年至2020年估計

254
16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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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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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8858

貴州

123109103

黑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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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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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教育部

民辦高等教育於整體高等教育的滲透率於過往五年亦穩定增長，由2011年的
20.4%增至2015年的21.7%，並預期於2020年進一步增至27.2%。這表明民辦教育的
重要性及認可持續提高，更多學生選擇就讀中國民辦大學或學院。下圖載列2011年至
2015年民辦高等教育的滲透率及2016年至2020年的滲透率預測。

以學生人數分析的民辦高等教育滲透率(1)（中國），2011年至2020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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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1) 民辦教育滲透率指相關學習階段的民辦教育（即高等教育）的學生人數佔同一階段在校生總
人數（包括公立及民辦教育）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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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學費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高等教育平均學費由2011年每人每學年人民幣
7,327元增加至2015年的每人每學年人民幣7,862元，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存在
關連。由於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持續增加，中國的高等教育平均學
費預期會繼續增加。於2015年，民辦高等教育機構平均學費約為人民幣12,153元，遠
高於公立高等教育機構的人民幣6,674元。再者，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百分比計算，
2015年中國高等教育的平均學費為16.3%，而美國及英國分別為32.3%及31.9%，故
尚有進一步增長空間。

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的競爭環境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在全國范圍內高度分散，及由
於高等教育機構營運商傾向專注於特定地點而非跨地區或跨省，故並無參與者擁有較
大市場份額。與2011年的698家相比，2015年合共有734家民辦高等教育機構（包括
275家公立大學的獨立民辦學院），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預期於2020年增加至795
家。

儘管行業分散於全國，以民辦高等教育行業學生人數計，我們於我們營運的地區
處於領導地位。於2015-2016學年，以學生人數計，我們的雲南學校為雲南省最大民
辦高等教育機構，並在約167,000人的學生總數中佔有市場份額約10.7%。我們的貴州
學校為貴州省五大參與者，並在約88,000人的學生總數中佔有市場份額約13.4%。我
們投資的東北學校亦為黑龍江省五大參與者，並在約109,000人的學生總數中佔有市
場份額約8.8%。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按截至2016年6月30日我們兩所學校的
在校生總人數計算，我們在中國15大民辦高等學歷教育集團中排行第十二，並在中國
西南部排行第三。假設截至2016年12月31日東北學校已併入本集團，按截至2016年
12月31日的在校生人數計算，我們的在校生總人數將為約42,980人。下圖分別說明截
至2016年6月30日，按在校生總人數計算，雲南省、貴州省及黑龍江省的五大民辦高
等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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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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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的增長因素

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主要推動因素如下：

• 家庭收入及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斷增長：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
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1年約人民幣21,810元急劇增長至2015年
約人民幣31,195元，並預計將於2020年增長至約人民幣44,290元。可支配
收入增長已成為教育需求及大眾教育開銷增加以及可負擔更高昂教育費用
的關鍵推動因素。中國城市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及娛樂用品及服務消費性
開銷由2011年人民幣1,852元增加至2015年的人民幣2,722元，複合年增
長率為10.1%，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預計於2020年將進一步增加
至人民幣3,921元。儘管民辦學校的學費通常高於公立學校，但由於高等教
育一直供不應求，因此對民辦高等教育需求一直增長，並非常可能會持續
增長；

• 對具備實踐經驗及適用技能的人才需求日益增長：由於技術創新及經濟發
展令中國各行業日益專業化，市場對具備實踐經驗及適用技能的人才需求
一直增長，而且預期將持續增長。因此，預期對應用型高等教育的需求將
會增加；

• 教育質量提升：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的教育質量不斷提高。一批在資源及教
育質量方面可與一流公立大學媲美的領先民辦大學的興起，表明該等民辦
大學的教育質量提高及社會認可度提升。與一般大學相比，應用型大學傾
向於提供更為差異化及專業化的課程，為學生畢業後求職提供實踐培訓。
此外，民辦高等學歷教育機構的畢業生就業率及畢業生平均入職薪酬相對
較高，預期將吸引更多學生及家長考慮民辦高等教育，進而推動民辦高等
學歷教育行業的增長；及

• 政府支持：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鼓勵民
辦教育發展。比如，中國政府在民辦高等教育的公共支出由2011年的人民
幣43億元增加至2015年的人民幣80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6.8%。政府不
僅持續增加民辦教育投資，亦鼓勵私人資本投資教育行業，其將加快包括
民辦高等教育在內的民辦教育行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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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型高等教育機構發展概覽

概覽

由於中國各行業日益專業化，市場對具備實踐經驗及適用技能的人才需求增長，
而且預期將持續快速增長。為應對此需求，教育部、發改委及商務部於2015年10月頒
佈《關於引導部份地方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旨在支持有意從專注於研究型
課程轉型為專注於應用型課程的本地大學。

此外，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應用技術大學（學院）聯盟於2013年成立為民間組
織，其包括35家公立及民辦高等教育機構。截至2015年12月31日，154家高等教育機
構加入此聯盟，其中約100家為公立高等教育機構，超過50家為民辦高等教育機構。
該等高等教育機構致力提供應用型高等教育，而且將自身定位為培訓技術人才及專家
的機構。應用型高等教育的需求持續增長。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高等教育機構總數
預計將由2015年的2,560家增加至2020年的2,650家。於2020年前，應用型高等教育
機構將約有500至700家，學生人數超過7.0至9.0百萬人，其中約300至400家將為民
辦高等教育機構，學生人數為3.5至4.5百萬人。

中國應用型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相對落後於歐洲的發達國家。例如，德國合共
405家大學中有246家應用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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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集團主要課程的就業趨勢而言，下圖載列人才需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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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 金融服務：中國金融服務行業於過往數十年來迅速發展。於2011年至2015
年，中國金融服務行業的就業總人數由4.2百萬人增加至5.6百萬人，根據
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預計於2020年將增至7.1百萬人。

• 會計：中國的會計行業取得重大增長。會計專業證書持有者數目由2011年
的9.7百萬人增加至2015年的12.1百萬人，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
預計將於2020年達至15.5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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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在中國經濟發展及城市化的推動下，過往五年內中國建造行業經歷
穩定發展。建造行業總就業人數由2011年的35.8百萬人增至2015年的42.8
百萬人，並預計將於2020年增至49.7百萬人。

• 護理：由於醫療保健行業快速發展，中國護士需求龐大。在中國，註冊護
士人數由2011年的2.2百萬人增加至2015年的3.2百萬人，根據弗若斯特沙
利文的資料，預期於2020年增加至4.5百萬人。於2015年，中國的醫生護士比
例為1：1.4，加拿大為1：6，日本為1：4，及美國為1：3。

• 軟件業：由於政府推行有利政策，中國軟件業於2011年至2015年快速增
長，以總收益計，年均增長率為27%。同時，此行業的就業人口於2011年
至2015年由3.4百萬人增加至6.2百萬人，並預期於2020年增加至10.8百萬
人。於2015年的6.2百萬就業人口中，約3.4百萬人為本科畢業生。

• 學前教育：學前教育為中國教育市場增長的關鍵部份，推動學前教育就業
需求不斷增長。主要增長因素包括：(i)預計學前毛入學率將由2015年的
73.5%增加至2020年的86.3%；(ii)二孩政策預期將使中國的出生率維持於
穩定水平，亦很大機會於未來數年影響學齡人口的規模；及(iii)2015年中
國學前教育的師生比例約為1比19，相對主要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及日
本）的平均比例約1比8屬較低水平。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對具備實踐經驗及適用技能的人才需求日益增長，為
提供應用型高等教育的高等教育機構帶來絕佳機遇。

中國應用型高等教育機構的准入門檻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應用型高等教育機構的准入門檻相當高，其中包括：

• 監管批准：在中國，辦學團體須取得及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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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提供教育服務。

• 資本要求：在中國開辦學校需要大筆初期投資，用於取得土地使用權及興
建校園和學校設施並撥付其他相關開支。為滿足教學及課外活動的各種要
求，學校至少需要500畝（相當於333,33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以建設教
學和配套樓宇及設施。由於中國一些城市和地區可用土地供應日益緊張及
土地出讓金持續上漲，獲得土地及相關設施仍為新的市場進入者的一項重
大挑戰。開辦學校在初期投資之外亦需長期持續投放資金。這對新入行者
設置了極高的資本門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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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知名度及生源：品牌知名度對應用型高等教育機構至關重要，因為此
乃家長及學生選擇學校時最重視的因素之一。對於家長及學生而言，經營
歷史悠久且聲譽良好的民辦學校較新學校更具吸引力。建立品牌知名度及
聲譽需要時間及多年經驗，而這對處於經營初期的新進入者而言甚為困難。

• 豐富的經驗：應用型高等教育機構教育規劃和學校管理方面的豐富經驗必
不可少：

• 以就業為導向的多元化專業設置及教育方案：為提供應用型高等教
育，辦學團體需指派特定調研人員分析市場對具備實踐經驗及適用技
能的人才的需求，並透過設置新專業或整合和修改現有專業確定其專
業設置。此外，為讓學生掌握特定工作崗位所需的技能及幫助他們於
畢業後實時適應工作環境，辦學團體需要設計及制定旨在培訓學生達
到工作要求的課程；

• 資質優秀的教師：教育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教師的質量。為提供
應用型教育及讓學生掌握潛在僱主要求的技能，辦學團體需要挽留大
量工作經驗豐富、擁有各行業專業知識、具備教學熱忱及熱心幫助學
生提升實用技能的教師；

• 與商業實體的長期穩定合作關係：為達到培養具備實踐經驗及適用
技能人才的教育目標，辦學團體需為其學生提供可透過從事與學生將
在工作場所遇上的類似項目以鍛煉其技能和技巧的機會。為實現此目
標，辦學團體需要與各種企業實體保持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並就課
程制定、實習安排和頂崗培養與該等商業實體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