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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及本文件其他章節載有中國經濟及我們運營所處行業的有關資料及統計
數據。本節所載資料及統計數據部分來自公開可用的政府及官方來源。本節所載的
若干資料及統計數據摘錄自我們委聘的獨立第三方弗若斯特沙利文所編製的市場研
究報告。我們相信該等資料及統計數據的來源恰當，並在摘錄及轉載該等資料及統
計數據時已合理審慎行事。我們並無理由相信該等資料虛假或具誤導性，或遺漏任
何事實致使該等資料屬虛假或具誤導性。該等資料及統計數據並未經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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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人
員、僱員、顧問、代理或代表或參與 [編纂]的任何其他方獨立核實，且概不就其準
確性發表任何聲明。因此，本文件所載來自政府及其他第三方來源的官方資料未必
準確，故不應過分依賴該等資料。

資料來源

我們委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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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中國職業教育市場進行詳盡分析。弗若斯特沙利文是一家全球性諮詢公司，亦是
獨立第三方。該公司於1961年成立，在全球設有40個辦事處，擁有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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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人民幣
800,000元的費用。本文件中所列、註明來自弗若斯特沙利文或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的數據和統計資料，乃摘錄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且經弗若斯特沙利文同意後發佈。

於編製市場研究報告期間，弗若斯特沙利文開展了初步研究（即與領先行業參與
者及行業專家就行業現狀進行探討）及次級研究（涉及審查公司報告、獨立研究報告及
弗若斯特沙利文自身研究數據庫的數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市場研究報告乃基於以下
假設編製：(i)中國經濟在未來十年內可能維持穩定增長；(ii)中國的社會、經濟及政治
環境在預測期（2018年至2022年）內可能保持穩定；及(iii)相關行業的關鍵驅動因素在
預測期（2018年至2022年）內可能推動市場發展。市場總規模預計值取自弗若斯特沙
利文針對宏觀經濟數據及相關行業驅動因素進行的歷史數據分析。

除另有說明外，本節所載的所有數據及預測均來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董事確
認，在作出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深知，有關市場資料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刊發日
期以來並無發生任何不利變動，以致限制、抵觸或影響本節所載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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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職業教育行業概覽

中國職業教育體系一般分為學歷及非學歷職業教育。非學歷職業教育提供就業所
需的知識及技能培訓，但不會授予學位或學歷證書，而學歷職業教育會在完成教育後
授予學生學歷證書。

非學歷職業教育主要包括職業技能教育和職業考試培訓。學歷職業教育包括職業
中專教育及高等職業教育。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非學歷職業教育的受眾更加廣
泛，年齡從15歲至45歲，跨度達30歲，為非學歷職業教育提供商提供了大量的需求及
市場機會。下圖說明中國職業教育體系的組成。我們的核心業務涵蓋職業技能教育，
同時，我們亦有部分學校提供小部分民辦職業中專教育。

中國職業教育體系

信息技術
烹飪技術

受眾年齡

主要目的 獲得就業技能 備考資質證書及招錄 獲得文憑所需技能 獲得文憑所需技能

資質 證書 證書 文憑 文憑

汽車服務

財務&會計
其他

資質及證書 中專
技校
職高

大專
大學招錄

職業技能教育 職業考試培訓 職業中專教育 高等職業教育

非學歷職業教育 學歷職業教育

中國職業教育體系

15-45 15-45 15-17 18-21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教育部

根據教育部的資料及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主要由於培訓人次及學費增加使中
國職業教育行業從2013年的人民幣6,016億元穩步增至2017年的人民幣7,681億元，
2013年至2017年的年複合增長率為6.3%，且預計於2022年將達到人民幣10,623億
元，2017年至2022年（預測）的年複合增長率為6.7%。2017年非學歷職業教育市場
及學歷職業教育市場分別為40.3%及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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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至2022年（預測）中國職業教育市場的總收入

（人民幣十億元）

601.6 604.8
662.3 702.1

768.1 809.3
863.4

926.7
992.1

1,062.3

236.3 244.0 259.8 281.1 309.2 323.4 340.8 365.3 390.6 419.1

365.3 360.8 402.5 421.0
458.9 485.9 522.6

561.4
601.5

643.2

6.3%
5.9%

7.0%

6.7%
7.0%

6.3%

合計
學歷職業教育
非學歷職業教育

2013年至2017年
年複合增長率

2017年至2022年（預測）
年複合增長率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預測）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儘管近年來中國職業教育行業的收入及培訓人次穩步增長，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
仍缺乏熟練的技術人才。由於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結構轉型，中國勞動力市場存
在相當大的不匹配，以及缺乏熟練技術人才的結構性問題。根據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部的資料，職位空缺與求職者的比例呈現上升趨勢，從2013年的1.09增至2017年
的1.16，這表明人才供需不匹配的明顯上升趨勢。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2022年
職位空缺與求職者的比例預計會進一步增至1.20。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勞動
年齡人口總數從2013年的1,005.6百萬減至2017年的998.1百萬，主要受中國人口老齡
化的驅動。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勞動年齡人口總數預計在2022年將進一步減至
992.8百萬，這導致勞動力市場供應減少。此外，中國持續的城市化趨勢及產業升級對
國家勞動力帶來更多的挑戰及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們認為職業技能教育有巨大的市
場潛力。

中國人才需求與供給分析(1) 
（2013年至2017年）

中國勞動年齡人口(2) 
（2013年至2022年（預測））

1.09

1.12

1.09 1.09

1.16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職位空缺與求職者的比例
（百萬人次）

2013年至2017年
年複合增長率：-0.2%

2017年至2022年（預測）
年複合增長率：-0.1%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預測）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1,005.6
1,004.0 1,003.6 1,002.5

998.1 997.8
996.4 995.1 993.9 992.8

資料來源：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弗若斯特沙利文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1. 人才需求與供給分析是指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監測的中國100個城市就業市場的職位空缺與
求職者比例。

2. 勞動年齡人口定義為15歲至64歲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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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頒佈了一系列的激勵政策及法規，以促進優質職業教育和技術技能培
訓，旨在提供足夠的優質職業培訓以滿足市場需求，培養大量具備熟練適用的技術技
能的勞動人口，以及解決職業教育中未滿足的需求以彌合僱主和學生之間的供需差距。

‧ 教育部2015年印發的《關於深入推進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意見》載明，
通過實施進一步鼓勵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政策而加快現代職業教育發
展、提高職業培訓集團的參與度及改善職業教育服務提供商的運營環境的
重要性；

‧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6年印發的《技工教育「十三五」規劃通知》，強
調了通過政策支持、資金支持、項目支持及市場支持來改善技工教育環境
的必要性；及

‧ 教育部2017年印發的《關於進一步推進職業教育信息化發展的指導意見》，
該意見旨在促進資源配置以適應市場需求、鼓勵社會資金參與構建信息化
職業教育以及建立知識產權保護及利益共享機制。

中國職業技能教育市場

中國職業技能教育行業的市場規模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職業技能教育的總收入從2013年的人民幣630億元
增至2017年的人民幣980億元，2013年至2017年的年複合增長率為11.7%，預計於
2022年將增至人民幣1,614億元，2017年至2022年（預測）的年複合增長率預計為
10.5%。

2013年至2022年（預測）中國職業技能教育的總收入

63.0
70.5

78.7
88.0

98.0
108.9

120.6
133.2

146.7
161.4

0

50

100

150

200

（人民幣十億元）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預測）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13年至2017年
年複合增長率：11.7%

2017年至2022年（預測）
年複合增長率：10.5%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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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職業技能教育的市場細分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職業技能教育的目標學生群體可分類為15至21
歲的學生和22歲以上的學生。15至21歲的學生主要選擇職業技能教育，目的是為了接
受就業前的技能培訓，彼等通常願意支付更高的學費報名參加全日制長期課程。22歲
或以上的學生則主要是為了提升職業技能、追求更高職位或應對轉崗，彼等通常會選
擇時間更加靈活且學費相對較低的業餘、短期或線上課程。

烹飪技術、信息技術及汽車服務分部產生的收入佔2013年中國職業技能教育市
場總收入的35.2%。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該總市場份額於2017年增至40.1%，
並預計於2022年將增至43.7%。這主要由相關就業市場的需求不斷上升及人們加強就
業技能的強烈意願所驅動。

2013年與2017年與2022年（預測）中國按行業劃分的
職業技能教育（以收入計）

64.8%

35.2%

59.9%

40.1%

56.3%

43.7%

2013年 2017年 2022年預測

信息技術、烹飪技術及汽車服務 其他行業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烹飪職業技能教育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烹飪職業技能教育市場的總收入從2013年的人民幣
24億元增至2017年的人民幣40億元，預計於2022年將進一步增至人民幣64億元。此
增長主要是由於經濟發展和消費升級驅動了餐飲行業的蓬勃發展、消費者對食品質
量、服務及品相認知度日益提高（令對專業廚師的需求增加）、政府出台了對烹飪職業
市場有利的政策並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專業廚師薪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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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至2022年（預測）中國烹飪職業技能教育市場總收入

2.4
2.8

3.2
3.6

4.0
4.5

4.9
5.4

5.9
6.4

0

2

4

6

8 人民幣十億元
2013年至2017年

年複合增長率：13.6%
2017年至2022年（預測）
年複合增長率：9.9%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預測）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下表載列烹飪技術行業熟練工人（包括主廚、廚師、切配員、食品加工員及廚房
內其他工人）的需求短缺及預期的工資增長，表明烹飪職業技能市場增長的潛在機會。

2013年至2022年（預測）中國烹飪技術
行業熟練工人供需差距  

2013年至2022年（預測）中國烹飪技術
行業廚師平均年薪  

9.7 10.4
11.1 11.8

12.5
13.3

14.0
14.8

9.8
10.6

11.5
12.4

13.3
14.2

15.1
16.0

17.0
17.9

（百萬人次）

0
2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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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6

18

9.18.4

供應 需求
差距: 3.1

差距: 2.2

差距: 1.4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預測）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41,053
44,942

49,462
53,880

58,992
64,592

70,601
77,258

84,526
92,454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人民幣）

2013年至2017年
年複合增長率：9.5%

2017年至2022年（預測）
年複合增長率：9.4%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預測）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信息技術職業技能教育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信息技術職業技能教育市場的總收入從2013年的人
民幣186億元增至2017年的人民幣332億元，預計到2022年將達到人民幣603億元。
信息技術職業技能教育市場的主要驅動因素包括：(i)互聯網和雲計算、大數據、區塊
鏈、虛擬現實及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普及；(ii)信息技術行業的工作要求越來越高；(iii)
許多信息技術專業的學歷教育學生沒有所需的適用就業技能；及(iv)中國政府的政策支
持，如國務院頒佈的《關於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促進了信息技術行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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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至2022年（預測）中國信息技術職業技能教育總收入

18.6
21.3

24.9
28.8

33.2
37.5

42.1
48.0

53.9

60.3

（人民幣十億元）

2013年至2017年
年複合增長率：15.6%

2017年至2022年（預測）
年複合增長率：12.7%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預測）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下表載列信息技術行業熟練工人的需求短缺及預期的工資增長，表明信息技術職
業技能教育市場增長的潛在機會。

2013年至2022年（預測）
中國信息技術行業熟練工人供需

2013年至2022年（預測）
中國信息技術行業工人平均年薪

7.8 8.4 8.8 9.4 10.3 11.3 12.1 12.7
10.4 11.3

12.7
14.4

16.5
18.5

21.0
23.8

26.5

29.5

7.26.9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預測）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差距: 3.5

差距: 7.7

差距: 16.8

供應 需求

（百萬人次）

112,119
120,864

130,366
141,726

154,450
167,864

181,697
196,072

101,802
93,044

（人民幣元）
2013年至2017年
年複合增長率：8.8%

2017年至2022年（預測）
年複合增長率：8.5%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預測）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汽車服務職業技能教育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汽車服務職業技能教育市場的總收入從2013年的人
民幣11億元增至2017年的人民幣21億元，預計到2022年將達到人民幣38億元。該增
長主要受中國汽車行業的發展、對具備最新維修及保養技術和服務需求以及汽車裝飾
和改造的知識和技能的熟練工人的需求增加、汽車平均里程不斷增加以及二手車交易
量不斷上升所驅動。此外，2015年國務院發佈的《中國製造2025》及2016年發佈的
《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等優惠政府政策亦確保了該等領域人才的良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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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至2022年（預測）中國汽車服務職業技能教育總收入

1.1 1.3
1.6

1.8
2.1

2.4
2.7

3.0

3.4
3.8

（人民幣十億元）

2013年至2017年
年複合增長率：17.5%

2017年至2022年（預測）
年複合增長率：12.6%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預測）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下表載列汽車服務行業熟練工人的需求短缺及預期的工資增長，表明汽車服務職
業技能教育市場增長的潛在機會。

2013年至2022年（預測）中國汽車
服務行業熟練工人的供需

2013年至2022年（預測）中國汽車
服務行業工人平均年薪

3.6 4.0 4.4 4.8 5.3 5.7 6.2
6.8

4.2

5.9
7.0

8.4
9.4

10.8
12.3

13.9

15.5

4.8

3.33.0

供應 需求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預測）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差距: 4.0

差距: 1.2

差距: 8.7

（百萬人次）

40,813 41,815 43,298 45,917 48,407 51,031 53,738
56,550

38,36135,868

（人民幣元）
2013年至2017年
年複合增長率：4.8%

2017年至2022年（預測）
年複合增長率：5.5%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預測）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職業技能教育的市場驅動因素

中國職業技能教育的發展主要受以下因素推動：

• 政府推動：中國政府已頒佈一系列激勵政策及條例，以促進優質職業教育
及職業技能培訓。舉例而言，中國政府已頒佈《國務院關於推行終身職業
技能培訓制度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強建設職業技能培訓資源及鼓勵發展
民辦職業技能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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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技術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近年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一直面臨著缺乏
技術人才的結構性問題。大量具有充分理論知識但實踐技能不足的新畢業
生進一步刺激對技術和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斷增長。就業人數方面，職業技
能行業就業人口增長迅速，其中包括信息技術行業、烹飪技術行業、汽車
服務行業及其他高技能行業；

• 城鎮化的持續趨勢：由於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從農村地區湧入城市地區的
流動人員一直穩步增長。流動人員一般受教育程度較低且缺乏專業和系統
的技能培訓，鼓勵他們參加職業技能教育，以滿足城市地區的就業需要；

• 產業升級：中國的產業升級導致了大量傳統產業及企業的轉型，創造了對
具有更高實踐技術技能要求的新工作崗位的需求；及

• 就業競爭日益激烈：僱主採用了更加嚴格的注重實用技能的招聘要求。求
職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為強調學生適用的實用技能並為不同的就業方向提
供更多元化的選擇的職業技能教育提供了巨大的潛在市場機會。

中國職業技能教育的發展趨勢

領先的優質職業技能教育提供商預計將受益於以下發展趨勢：

• 更緊密的校企合作：因為職業技能教育彌合了學生與僱主之間的差距，所
以提供商正在更緊密地和企業合作，以滿足不斷變化的僱主需求，包括團
體課程開發、員工技能培訓、人才評估等；

• 鼓勵優質供應商：隨著《國務院關於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的意見》等
多項國家指引的公佈，混亂的市場狀況將得到改善。隨著市場競爭日趨激
烈，優質職業技能教育供應商只有具備多樣化的課程產品、優質的教學資
源以及技術及設備支持，方能從中獲利並實現穩健的未來發展。相反，管
理不善且經營能力低劣、資金實力及品牌建設能力薄弱的市場參與者將很
快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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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全面的服務：除了技能教學外，職業技能教育機構將提供更全面的服
務，以幫助培養學生的職業發展。例如，向難以支付學費的學生提供貸款
服務；定制就業建議及職業諮詢服務將幫助學生找到工作；及

• 更大的學生規模：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和行業的升級，人才需要接受更多
最新培訓。鑒於以實踐為導向的性質和線下、線上以及線下與線上結合等
多種教學方式的可用性，預計職業技能教育提供商將來會吸引更多的學生。

中國職業技能教育的威脅及挑戰

• 激烈的競爭環境：隨著中國職業技能教育市場日趨成熟，各教育機構提供
的產品將越來越不分高低。儘管如此，客戶的要求將更加嚴格且客戶的品
味將更加多樣化。因此，研發能力對於未來競爭中的參與者極為重要。

• 來自學歷教育的壓力：中學、高中、中專、大專及本科的15歲至21歲的畢
業生是選擇職業教育的主要群體之一。然而，隨著近年來學歷越來越受重
視，學歷教育學校招生人數的增加對職業技能教育的招生構成威脅。

中國職業技能教育的競爭格局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的職業技能教育市場高度分散，有數千名職業
技能教育提供商，由於職業技能教育提供商傾向於關注本地或全國範圍內的特定行業
細分，故並無參與者擁有相當大的市場份額。領先的參與者通常採用自營業務模式，
而大多數參與者選擇特許經營模式。就2017年的平均培訓人次而言，我們是整個中國
最大的職業技能教育提供商，亦是我們經營所在每個行業領域中最大的參與者。根據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就2017年的平均培訓人次而言，前三大職業技能教育參與者
合共佔市場總額的2.5%。我們是中國最大的職業技能教育提供商，截至2017年12月
31日的平均培訓人次為102,050人次，市場份額為1.7%，第二及第三最大提供商截至
2017年12月31日的平均培訓人次分別為32,275人次及20,023人次，分別佔市場份額
的0.5%及0.3%。

中國的烹飪職業技能教育市場相對集中，就2017年平均培訓人次而言，前三大
市場參與者佔有26.9%的市場份額。截至2017年12月31日，我們在烹飪職業技能教育
市場中排名最高，平均培訓人次為65,372人次，佔有23.1%的市場份額。中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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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職業技能教育市場相對分散，就2017年平均培訓人次而言，前三大市場參與者佔
有9.9%的市場份額。截至2017年12月31日，我們在信息技術職業技能教育市場中排
名最高，平均培訓人次為21,442人次，佔有3.4%的市場份額。汽車服務職業技能教育
是中國相對集中的市場，就2017年平均培訓人次而言，前三大市場參與者佔有20.5%
的市場份額。截至2017年12月31日，我們在汽車服務職業技能教育市場中排名最高，
平均培訓人次為15,236人次，佔有9.7%的市場份額。下表載列我們所運營行業分部的
主要參與者：

2017年中國領先烹飪技術
職業技能教育提供商

2017年中國領先信息技術
職業技能教育提供商

2017年中國領先汽車服務
職業技能教育提供商

集團
平均

培訓人次 市場份額 集團
平均

培訓人次 市場份額 集團
平均

培訓人次 市場份額

(%) (%) (%)

本集團 65,372 23.1 本集團 21,442 3.4 本集團 15,236 9.7
集團A 8,077 2.9 集團C 20,882 3.3 集團E 15,000 9.5
集團B 2,600 0.9 集團D 20,023 3.2 集團F 2,000 1.3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職業技能教育的准入壁壘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的職業技能教育行業具有相當高的准入壁壘。特
定的准入壁壘包括：

‧ 品牌聲譽：在競爭日益激烈的職業技能教育行業中，消費者認可度是使一
個品牌從其他品牌中脫穎而出的關鍵因素。新進入者難以快速有效地建立
龐大的業務網絡；

‧ 管理能力：課堂教育仍為中國職業技能教育的主要模式。因此，選址、教
師招聘、課程、支持設施及設備以及管理層釐定的其他關鍵因素可能會影
響職業技能教育提供商的質量及聲譽；

‧ 優質教師資源：既有理論知識又有相關行業經驗的優質教師資源有限，尤
其是在二三線城市；

‧ 資本實力：建立職業技能教育機構需要大量的資本投資，包括（其中包括）
基礎設施建設、課程開發、留住教師、提升品牌形象及擴大校園網絡；及

‧ 嚴格的監管許可：職業技能教育機構須遵守多項中國法律法規。若干許可
證及中國政府批文須於學校開始運營前獲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