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節所載若干資料、統計數據及數據摘錄自政府官方刊物及行業來源以及我們委託獨

立第三方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的報告（「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來自政府官方刊物及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資料可能與來自中國及香港境內外其他來源的資料不符。我們

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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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並無理由相信，該等資料屬虛假或具有誤導成份，或已遺漏的任何部分將致

使該等資料屬虛假或有所誤導。我們、獨家保薦人、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編

纂 ]或參與 [編纂 ]的任何其他各方均無獨立核實該等資料，亦不就其準確性發表任何

聲明。

資料來源

我們委託主要從事提供市場研究諮詢服務的獨立市場研究諮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就中

國基礎教育市場；中國、中國西部及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市場；及中國、中國西部及四

川省民辦培訓市場進行詳細分析。獨立第三方弗若斯特沙利文為創立於一九六一年的全

球諮詢公司，在全球設有 40個辦事處，擁有超過 2,000名行業顧問、市場研究分析員及

經濟學家。我們已同意就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向弗若斯特沙利文支付人民幣

580,000元的費用。本節所披露及本文件其他章節所披露及歸屬於弗若斯特沙利文或弗

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數字及統計數據摘錄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並經弗若斯特沙利文

同意刊發。

於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時，弗若斯特沙利文進行的一手研究涉及與領先行業參與者

及行業專家探討行業現狀，以及二手研究涉及審閱公司報告、獨立研究報告及源自弗若

斯特沙利文自有數據庫的數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根據以下假設編製： (i)中國經濟未

來十年可能保持穩定增長； (i i)中國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於預測期間可能保持穩

定；及 (iii)市場驅動因素如中國家庭重視子女的教育、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支持、民辦教

育投資的增多以及家庭收入與財富的增加均可能會推動中國民辦高等教育市場的發展。

市場總規模預測是由弗若斯特沙利文對比宏觀經濟數據進行歷史數據分析及結合相關行

業驅動因素得出。

根據上文所述及在其規限下，董事相信於本節披露未來預測及行業數據並無偏頗或誤

導。我們相信，本節資料的來源為適當的資料來源，並且我們在摘錄及轉載有關資料時

已採取合理審慎態度。董事無理由相信，有關資料在任何重大方面為失實或誤導，或遺

漏任何事實，致使資料在任何重大方面出現失實或誤導。經審慎考慮後及根據弗若斯特

沙利文的意見，董事確認，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日期起至最後可行日期止，市場資料

並無重大不利變動以致本節所載資料產生保留意見、相抵觸或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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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礎教育市場概覽

中國教育制度概覽

一般而言，中國教育制度分為學歷及非學歷教育。中國學歷教育主要包括基礎教育及高

等教育。基礎教育可進一步劃分為四個階段：學前教育、小學、初中及高中。下圖列示

中國教育制度的組成。

中國教育制度圖解

學前教育 初中

義務教育

基礎╱K-12教育

2.5至6歲 6至15歲 15至18歲 18歲及以上

職業教育

高等教育

高中 本科院校

專科院校

高等非學歷教育

技工學校

中等專業學校

愛好及興趣培訓

民辦培訓

幼兒教育
職業培訓

職業高中

小學

非
學
歷
教
育

學
歷
教
育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中國基礎教育市場概覽

於中國，主要針對三至六歲兒童的學前教育不屬義務教育範疇。在城市地區，學前教育

主要以幼兒園課程提供，而在農村地區，則主要以學前班提供。儘管公共資本及民間資

本均可投資於學前教育機構，但中國絕大部分學前教育機構是由民間資本投資及經營。

小學教育是中國九年義務教育的首個階段，學制通常為期五或六年。中國大多數小學由

政府公共資金投資及經營。

初中教育是中國九年義務教育的第二個階段，學制通常為期三或四年。學生可於初中畢

業後參加中考。中國大多數初中由政府公共資金投資及經營。

中國高中教育學制通常為期三年。其並非強制性，但其為獲中國大學及研究生課程錄取

的先決條件（不適用於成人教育）。通過畢業考試的高中學生可參加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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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考試或高考。一般而言，中國高中畢業生獲發中國高中文憑。少數高中頒發國際文

憑、美國及加拿大文憑等國際通用文憑予其畢業生。大部分高中不會向其畢業生頒發雙

文憑。

中國基礎教育市場的市場規模

中國基礎教育市場收益總額由二零一二年人民幣 16,710億元增至二零一六年人民幣
24,337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9.9%。由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一年，預計按 8.7%的複合年
增長率持續增長，於二零二一年達至人民幣36,886億元。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中國基礎教育市場學生入學總人數從 206.1百萬人略增至

210.2百萬人。受入學率增長及學齡人口增長所推動，預計未來將更快速增長，於二零
二一年人數達至229.2百萬人。

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概覽

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概覽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為彌補公共資源的短缺，中國民辦教育首次獲中國法律准許，之
後其經歷快速發展，如今已成為中國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預期民辦教育將進一步

發展，主要受到中國政府的強大政策支持及家長需求增加所帶動。

中國民辦學校通常遵循中國教育部門規劃及要求的課程。然而，與一般僅提供應試課程

的公立學校相比，民辦學校在提供多樣化課程方面更具靈活性。

由於中國民辦學校所擁有的公共資金支持較少，民辦學校通常收取的學費高於公立學

校。然而，部分民辦學校為向貧困家庭的兒童（例如農民工子女或偏遠農村地區兒童）
提供教育（一般為義務教育），通常收取與公立學校同等或甚至更低的費用。

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收益

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收益總額由二零一二年人民幣 1,240億元增至二零一六年人民幣
2,416億元，並預期於二零二一年將達人民幣 4,665億元，由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及

由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一年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為18.1%及14.1%。此快速增長主要由於父

母及學生對民辦學校的偏好上升，導致民辦學校學生入讀人數增加以及民辦學校收取的
學費增加。下表載列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收益總額及二零一

七年至二零二一年有關收益的預測收益：

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收益（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二一年估計）

+18.1%

+14.1%

0

200

400

600

124.0 146.5
179.9

207.1
241.6

278.7
319.1

363.9
412.8

466.5

收
益
（
人
民
幣
十
億
元
）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估計

二零一八年
估計

二零一九年
估計

二零二零年
估計

二零二一年
估計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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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教育的收益來源：公立及民辦學校比較

作為最重要的社會事業之一，教育行業一般由政府或相關社會機構所主導。因此，人們

普遍認可，中國基礎教育市場的大部分收益源自政府撥款，公立學校尤其如此。例如，

於二零一六年，中國基礎教育市場中的公立學校約 90.9%的收益源自政府撥款，而學雜

費僅佔有關收益約3.5%。

相反，民辦學校主要由學雜費及其他收益來源（如投資者提供的資金及捐款）為依託。

學雜費作為大部分收益來源於二零一六年佔中國基礎教育市場中的民辦學校收益總額約

71.4%。

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驅動因素

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發展主要由以下因素所驅動：

. 中國家庭重視子女的教育：在中國，子女教育一直受到父母的高度重視。父母願意

負擔巨額成本讓子女接受優質教育。此外，越來越多中國父母希望其子女接受一般

由優質民辦學校提供的有別於其他且並非考試為主的教育。

. 政府支持：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已推出一系列政策鼓勵

發展民辦教育機構。例如，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中國政府對民辦教育的支出按

年複合增長率 26.2%增長。中國政府亦鼓勵私人投資教育部門。例如，關於修改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的決定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起生效，其對民辦學校

提供額外支援措施。此外，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二零一一年頒佈的國民經濟和社

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計劃鼓勵民間資本辦學，並確保民辦學校享有與公立學校同等

的法律地位。在若干地區，地方政府已採取優惠政策，例如就校舍建設提供免費土

地或財政支持，以吸引著名民辦學校經營商。

. 私人投資增加：隨著中國教育行業的不斷發展及中國政府的支持，中國民辦基礎教

育市場日益吸引私人投資者的關注，且彼等以私人投資及首次公開招股等方式進行

重大投資。我們預期私人投資者將持續進軍此行業，並成為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

的重要融資渠道。

. 收入及財富增加：由於中國經濟增長，中國人民的收入及財富已大幅增加。因此，

中國家庭很有可能進一步加強其對教育的投資，原因是大多數中國家庭高度重視子

女教育。

. 一孩政策放寬：過去多年，中國基礎教育學生入讀人數受到出生率低導致學齡人口

減少的負面影響。預期二孩政策將使中國出生率維持於穩定水平，從而支撐中國基

礎教育市場的發展。該政策很有可能自二零一六年底開始對中國人口產生影響。就

學齡人口而言，預期該影響將自二零一九年開始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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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市場限制

公立教育已處於中國教育市場的主導地位並佔據大量教育資源，相比之下，民辦教育為

新興市場。例如，於二零一六年，超逾 90%的公共教育資金用於公立學校。大多數合資

格的教師亦於公立學校工作。因此，大多數中國學齡人口將繼續接受公立教育。此外，
一般而言，公立學校較民辦學校的歷史更悠久，故此往往令家庭相信公立學校較民辦學

校更有經驗及更可信賴。

在中國，民辦學校通常較公立學校收費更高，因為（包括其他因素）更多的公共資金進

入公立學校，而非民辦學校。例如，於二零一六年，民辦高中的平均學雜費每年約為人

民幣 9,958元，而公立學校僅收取約人民幣 1,756元。由於根據中國適用法律及法規，公

共學校提供的義務教育免收學費，故在義務教育階段的費用差距甚至更大。民辦學校較

高的收費為許多中國學生就讀民辦學校設置門檻，然而，中國家庭收入及財富的持續增

長很有可能降低這一門檻。

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學生入讀人數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已呈現穩定增長。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

場的學生入讀總人數自二零一二年 31.4百萬人增至二零一六年 40.1百萬人，複合年增長

率為6.2%。預期將持續增加，由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一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6.4%，於二

零二一年達致 54.4百萬人。下表載列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學

生入讀總人數及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一年有關人數的預測：

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學生入讀總人數（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二一年估計）

31.4 33.1
35.3

37.8
40.1

42.3
44.8

47.8
50.9

54.4

18.5 19.9 21.3 23.0 24.4 25.8 27.5 29.6
31.8

34.5

6.0 6.3 6.7 7.1 7.6 8.0 8.4 8.7 9.1 9.4

4.5 4.6 4.9 5.0 5.3 5.7 6.1 6.5 6.8 7.1

2.3 2.3 2.4 2.6 2.8 2.9 3.0 3.0 3.2 3.5

+7.1% +7.2%

+6.1% +4.5%

+4.2% +5.8%

+4.4% +4.4%

+6.2% +6.4%

單位：百萬人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估計

二零一八年
估計

二零一九年
估計

二零二零年
估計

二零二一年
估計

幼兒園

總計

一二年
至一六年
複合年
增長率

一六年
至二一年
（估計）
複合年
增長率

階段

小學

初中

高中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滲透率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民辦學校於中國基礎教育市場的滲透情況有所增加，此表明更

多學生已選擇就讀民辦學校。該增加有可能於未來數年繼續。預期民辦幼兒園、民辦小

學、民辦初中及民辦高中的滲透率將分別由二零一六年的 55.2%、 7.6%、 12.3%及 11.8%
分別增長至二零二一年的60.7%、9.1%、14.8%及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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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辦學校與公立學校對比

相較公立學校而言，民辦學校有以下特徵：

. 入讀規定的靈活性：民辦學校的入讀計劃普遍較為靈活，且對學生背景限制較少，

而公立學校通常具有更多規定，例如永久居住地須在公立學校所在的城市。

. 經營靈活性：中國民辦學校於經營及發展策略方面普遍具有較高的獨立性，而公立

學校因受有關政府部門的直接管理而於日常經營及發展策略方面鮮有獨立性。

. 競爭意識：民辦學校更重視不斷提高其競爭力，而公立學校則因依賴政府的財政支

持，故面對的經營壓力較小。

. 經營機制的靈活性及多樣化：民辦學校的經營機制通常較公立學校更具靈活性及多

樣化。民辦學校擁有其自身的招聘制度及以表現掛鈎的獎勵機制，此舉可靈活聘請

教師並激勵教師提高教學質量。

. 平均學雜費：民辦學校一般收取的學雜費高於公立學校。二零一六年民辦高中、初

中、小學及幼兒園收取的年均學雜費估計分別為人民幣 9,958元、人民幣 4,260元、

人民幣 3,839元及人民幣 3,823元。在中國，小學及初中均為義務教育。中國公立學

校概不就義務教育收取學費，而僅收取金額有限的雜費。

中國二線及三線城市的民辦基礎教育市場

一線城市的民辦基礎教育市場就收益而言增長率較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平均增長率

有所下降。一線城市的民辦基礎教育市場收益由二零一二年人民幣 145億元增至二零一

六年人民幣262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6.0%。預期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一年收益將繼續

以複合年增長率13.4%增長，並於二零二一年達到人民幣491億元。

次級城市的民辦基礎教育市場就收益而言，與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平均增長率相

比，顯示有較高增長率。主要原因之一為次級城市的公立教育資源一般較為有限，原因

是地方政府的財政預算有限。

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教育

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教育市場概覽

中國西部地區包括雲南省、貴州省、四川省、重慶、西藏自治區、陝西省、寧夏省、甘

肅省、青海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及內蒙古自治區，於二零一六年佔中國總人口 23.6%

及佔全國國內生產總值17.8%。

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學生總數由二零一二年約 5.7百萬人增至二零一六年

約 7.3百萬人，複合年增長率為 6.3%。預期其將由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一年按複合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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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率6.7%增長，於二零二一年將達致約 10.2百萬人。下表載列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

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學生入讀人數及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一年有關人數的

預測：

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教育市場學生入讀總數（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二一年估計）

+1.0% +3.0%

+3.8% +5.3%

+7.9% +6.4%

5,748.4 6,061.1
6,472.5

6,903.3
7,349.7

7,764.0
8,246.0

8,838.8
9,453.5

10,162.4

3,960.1 4,272.2 4,610.4 4,967.0 5,291.4 5,601.8 5,974.9
6,457.3

6,962.6
7,570.9

743.2 711.7 728.2 742.7 773.0 802.2 826.6 848.3 873.6 894.1

673.9 691.4 717.7 737.7 782.5 833.9 883.9 941.5 978.9 1,012.3

371.1 385.9 416.1 456.0 502.9 526.0 560.7 591.7 638.4 685.1

+7.5% +7.4%

+6.3% +6.7%

一二年
至一六年
複合年
增長率

一六年
至二一年
（估計）
複合年
增長率

單位：百萬人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估計

二零一八年
估計

二零一九年
估計

二零二零年
估計

二零二一年
估計

幼兒園

總計

階段

小學

初中
高中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教育市場收益由二零一二年的人民幣 213億元增至二零一六年的
人民幣412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8.0%。預期其將由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一年繼續按複

合年增長率15.6%增長，於二零二一年達致人民幣851億元。下表載列二零一二年至二零

一六年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教育市場收益及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一年有關收益的預

測：

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教育市場收益（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二一年估計）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8.0%

21.3 24.0
29.6

35.1
41.2

48.4
56.5

65.4

74.8

85.1
+15.6%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估計

二零一八年
估計

二零一九年
估計

二零二零年
估計

二零二一年
估計

收
益
（
人
民
幣
十
億
元
）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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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市場驅動因素

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主要市場驅動因素如下：

. 地方政府扶持：中國西部地區地方省政府不斷努力扶持民辦教育發展。於二零一二

年，四川省財政廳頒佈《四川省省級民辦教育發展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作為於

二零零三年頒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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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此外，於二零一二年，雲南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採納《雲南省

民辦教育條例》。中國西部地區其他省份亦實施多項扶持政策以持續推動民辦教育

發展。

. 民辦教育質量提升：於發展初期，中國西部地區提供基礎教育的民辦學校缺乏資源

或經驗，導致與相同地區提供基礎教育的公立學校之間存在教學質量差距。受到有

利政府政策推動，該等民辦學校逐漸獲得更多優質資源。利好政府政策亦吸引全國

知名的民辦教育品牌到中國西部地區開辦學校。整體而言，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

教育市場教學質量已顯著提升，從而激勵更多家長選擇民辦教育而非公立教育。

. 收入及財富增長：中國西部地區的家庭對休閒及教育活動的支出有可能因持續且強

勁的經濟發展及城市化進程的推動令家庭收入及財富增加而有所增加。

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發展趨勢

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主要發展趨勢如下：

. 滲透率日益增加：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學校於基礎教育市場的滲透率預期繼續增加，

主要由於 (i)年輕一代的家長日益對著重子女全面發展的教育感興趣，而提供豐富課

外活動課程及資源的民辦學校預期將受益於該趨勢；及 (ii)中國西部地區民辦教育

市場的教學質量不斷提升，促使愈來愈多家長選擇為子女報讀民辦學校。

. 本土品牌發展：預期更多本土教育品牌崛起及建立彼等的市場地位。中國西部地區

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發展相較落後，因此市場非常分散。然而，隨著經濟發展、政

策環境改善及本土參與者積累的經驗增加，本土品牌預期將隨著兼具資源整合及商

業經營競爭力的本土市場領導者的崛起而迅速發展。

. 差異化：民辦教育與公立教育的差異增加：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學校同行之間及與公

立學校之間的競爭預期將進一步加劇。與北京、上海等發達市場相比，中國西部地

區的民辦基礎教育現時與公立基礎教育之間的差異不大。未來數年，預期中國西部

地區民辦學校將提供更多獨特課程，如外語課程、體育及藝術課程以及國際環境課

程等，進一步加大與公立學校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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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業整合：中國西部地區基礎教育市場正進行改革，預期隨著領導民辦教育經營商

的發展，大量擁有權轉讓及併購不斷湧現，市場日趨整合。此外，預期資本市場增

加參與中國西部地區的基礎教育市場將加快市場的整合進程。

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教育的競爭格局

由於二零一七年並無民辦基礎教育集團的市場份額超過0.5%，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教

育市場仍分散。於二零一七年按學生入讀人數計，中國西部地區五大民辦基礎教育集團

合共佔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1.1%。

於二零一七年按學生入讀人數計，我們在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教育市場中排名第二，

市場份額為0.3%。於二零一七年，按學生入讀計，中國西部地區的民辦基礎教育市場餘

下五大集團的市場份額分別為0.3%、0.2%、0.2%及0.2%。

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市場

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市場概覽

受惠於其龐大人口，按學生入讀人數計，四川省為中國最人民辦基礎教育市場。在中國

西部地區，四川省亦擁有民辦基礎教育最大滲透率。

由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市場呈穩步增長。四川省民辦基礎教

育市場的學生入讀總入數由二零一二年約 1.7百萬人增至二零一六年約 2.1百萬人，複合

年增長率為5.6%。預期由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一年人數將繼續按5.6%的複合年增長率增

長，於二零二一年達致約 2.7百萬人。下表載列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四川省民辦基

礎教育市場學生入讀人數及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一年有關學生入讀人數的預測：

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市場學生入讀總數（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二一年估計）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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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市場收益增長率較中國民辦基礎教育市場高。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

市場收益由二零一二年的人民幣 55億元增至二零一六年的人民幣 109億元，複合年增長

率為18.7%，而預測由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一年將繼續按15.5%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於

二零二一年達致人民幣 224億元。下表載列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四川省民辦基礎教

育收益及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一年有關收益的預測：

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市場收益（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二一年估計）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滲透率

總體而言，民辦學校於四川省基礎教育市場中的滲透率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有所

增加，且有可能於未來數年繼續增加。四川省民辦幼兒園、民辦小學、民辦初中、民辦

高中的滲透率預期將分別由二零一六年的 56.3%、 4.8%、 9.8%及 8.5%升至二零二一年的

62.4%、 5.2%、 11.6%及 12.3%。下表載列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四川省民辦幼兒園、

民辦小學、民辦初中及省高中的滲透率（按學生入讀人數計）及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一

年有關滲透率的預測：

四川省按學生入讀人數劃分的民辦學校於基礎教育中的滲透率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二一年估計）

4.3% 4.3% 4.5% 4.7% 4.8% 4.9% 5.0% 5.1% 5.2% 5.2%

7.0% 8.0% 8.6% 9.2% 9.8% 9.9% 11.0% 11.2% 11.4% 12.3%

5.3% 5.9% 6.4% 7.5% 8.5% 9.4% 10.3% 10.9% 11.4% 11.6%

13.5% 14.9% 15.8% 16.8% 17.4% 18.1% 19.0% 19.7% 20.4% 21.1%

51.9% 52.9% 54.5% 56.3% 56.3% 58.2% 59.1% 60.2% 61.3% 62.4%

小學 高中 初中

基礎教育 幼兒園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估計

二零一八年
估計

二零一九年
估計

二零二零年
估計

二零二一年
估計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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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的競爭格局

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相當分散。於二零一七年按學生入讀人數計，四川省五大民辦

基礎教育集團合共佔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3.6%。

於二零一七年按學生入讀人數計，我們在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市場名列第二，市場份額

為1.0%。於二零一七年，按學生入讀計，四川省的民辦基礎教育市場餘下五大集團的市

場份額分別為1.1%、0.6%、0.6%及0.4%。

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發展趨勢

除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基礎教育的主要發展趨勢外，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市場亦有以下主

要發展趨勢：

. 更多新經營及商業模式：預期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的領先經營商將擴大業務。雖然

基礎教育業務的資本密集性質，惟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先進教學方法及有效

管理機制為其主要競爭優勢。因此，預期領先經營商可借助其教育資源及先進教學

方法，尋求業務合作機遇。預期民辦學校的新經營及商業模式將會出現，例如民辦

學校管理安排、校舍租賃、培訓教師的合作等。

. 輸出經驗及資源：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領先經營商一般具備成熟的業務模式

及相關配套資源，如培訓制度、招聘制度、校園設計及建設以及校服製作能力等。

四川省民辦基礎教育市場的眾多小型經營商願意將其部分或全部業務外包予領先經

營商，以達致經濟效益。部分經營商亦可透過與領先經營商在教師培訓及招聘方面

的合作或引進先進教材提高教學質量。

民辦培訓市場的概覽

中國民辦培訓市場的概覽及市場規模

民辦培訓市場可分為課後培訓、課外活動及早教中心。

中國民辦培訓市場的收益總額已由二零一二年的人民幣 4,314億元增長至二零一六年的

人民幣 7,472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4.7%。預期由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一年將繼續按

13.4%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於二零二一年達致人民幣14,006億元。

隨著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及兒童全面發展的重視程度增強，越來越多的父母決定讓子女學

習至少一門藝術技能（如樂器、繪畫及書法等）。由於並無領先經營商擁有 5%以上的市

場份額，故中國民辦培訓市場相當分散。

中國民辦培訓市場的特定市場驅動因素

由於中國高等教育資源十分有限，中國兒童從小就開始就讀培訓學校，這已成常態。二

零一七年，50.7%的高中畢業生接受高等教育，且於二零一七年，僅有12.6%參加高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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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畢業生獲一本大學錄取。於四川省，於二零一六年，僅有 10.6%參加高校的高中畢

業生獲一本錄取，令高等教育資源的競爭更加激烈。

鑒於中國高等教育資源有限，加上娛樂休閒業發展迅速，職業道路走向差異化，許多家

庭亦考慮為子女尋求多元化的職業生涯。不少長家長因而讓子女接受音樂或舞蹈培訓，

以發展更多技能。

在中國，培訓服務僅可由未獲政府機關財政資助的民辦實體及民辦培訓學校提供。民辦

培訓學校的經營依賴其收取的學費。因此，民辦培訓較公共教育更昂貴。然而，家庭收

入及財富豐裕，使父母能為子女教育花費更多。

中國民辦培訓市場的發展趨勢

隨著家庭收入增加，越來越多的中國父母願意讓子女接受藝術或音樂培訓。預計中國民

辦培訓的滲透率於未來將有所增加，原因在於 (i)培訓學校擴大其地域涵蓋面及培訓教師

人數增加有助於滿足民辦培訓服務日增的需求，特別是低線城市；及 (ii)未來孩子將會

一般參加多門民辦培訓課程而並非一門課程。

中國民辦培訓市場相當分散。許多民辦培訓學校僅有有限數目的教師。此外，許多教師

均為兼職合同工，教育體制計劃匱乏。由於中國私人培訓市場參與者擬實現更高的協同

效益及形成系統化培訓計劃，故該市場的整合很可能會增加。於此過程中，私人培訓學

校有望建立更好的培訓制度及制訂更科學的課程。

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培訓市場的概覽及市場規模

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培訓市場的收益總額已由二零一二年的人民幣 804億元增長至二零一

六年的人民幣 1,462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6.1%。預計由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一年將繼

續按 14.9%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於二零二一年達致人民幣 2,927億元。中國西部地區民

辦培訓市場的收益大部分來自四川省。下表載列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中國西部地區

民辦培訓市場收益以及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一年有關收益的預測：

中國西部地區民辦培訓市場收益總額（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二一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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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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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民辦培訓市場的概覽及市場規模

四川省民辦培訓市場的收益總額已由二零一二年的人民幣 259億元增長至二零一六年的

人民幣 426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3.0%。預計由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一年將按 13.0%的

複合年增長率增長，於二零二一年達致人民幣 783億元。下表載列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

六年四川省民辦培訓市場收益以及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一年有關收益的預測：

四川民辦培訓市場收益總額（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二一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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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四川省民辦培訓市場相當分散。這些全國性經營商大多數擁有10個以上的校舍，大部分

校區位於成都。當地從業者的校園在四川省覆蓋面較廣及若干從業者專注於課外培訓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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