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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所載若干資料、統計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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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方刊物及弗
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所載資料未必與中國境內外其他來源的資料相符。我們認為，本節所
載資料來源適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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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實或有誤導，或遺漏任何部分以致該等資料不實或有誤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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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亦不就其準
確性發表任何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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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提供市場研究顧問服務）詳細
分析中國教育市場、中國及華南地區（包括廣東、廣西及海南）民辦高等教育市場、中國及
華南地區（包括廣東、廣西及海南）民辦職業教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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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研究數據庫數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市場研究報告依據以下假設
編撰：(i)中國經濟於預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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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可能仍保持穩定；及(iii)中國家庭對兒童教育的高度重視、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扶持、整體
社會增加對民辦教育的投資、收入及財富的增長及一孩政策放寬等市場推動因素可能推動
中國民辦教育市場的發展。市場總規模預測由弗若斯特沙利文依據宏觀經濟數據進行歷史
數據分析並計及相關行業推動因素獲得。

弗若斯特沙利文是一間獨立全球顧問公司，於19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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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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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000元。我們於本節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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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確認，就彼等作出合理查詢後所知，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日
期以來，並無出現可能會限定本節所載資料或與之相抵觸或對其有影響的不利行業變動。

中國教育體系概覽

中國教育體系大致可分為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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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歷教育包括(i)從學前教育至高中的基礎教育；(ii)職業教育；及(iii)高
等教育。頒發不同文憑╱學位的專科院校或大學提供的高等學歷教育。職業學歷教育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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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職業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技工學校、職業高中及中等專業學校提供中等職業教育，
專科院校通常提供三年制職業課程的高等職業教育。我們的核心業務包括高等教育和職業
教育。下圖列示中國學歷教育體系的組成。

中國學歷教育體系圖解

學
歷

教
育

2.5至6歲 18歲及以上6至15歲 15至18歲

學前教育 小學 初中 高中 本科院校 *

職業高中 專科院校 *

職業教育

高等教育基礎╱K12教育

技工學校 *

中等專業學校

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學歷教育體系圖解僅包涵正規學歷教育，而成人教育（教育部劃為教育類別）未有具體說明。

* 我們的業務涵蓋技工學校、專科院校及本科院校。

中國教育體系亦可分為公辦教育和民辦教育。公辦教育機構由國家或地方政府建立
及營運，主要資金來源於中國公共教育支出，而民辦教育機構由非政府機構或個人建立及
營運，主要資金來源於學校營運。本節所述僅涵蓋我們經營所處民辦高等教育行業和民辦
職業教育行業。

中國高等教育行業的需求分析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高等教育行業於過往幾年穩定增長。根據中國國家
統計局及教育部的統計，中國高等教育行業的總收益由2013年的人民幣7,976億元增至2017
年的人民幣11,109億元，預期將進一步增至2022年的人民幣16,559億元。根據弗若斯特沙
利文報告，中國高等教育在校人數由2013年的26.5百萬人穩定增至2017年的30.2百萬人，
預期將進一步增至2022年的32.2百萬人。

儘管近年來高等教育在校人數增加，但大學的入學率仍較低。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
報告，適齡人口14.9百萬人中，僅45.7%獲高等教育機構錄取，而獲大學錄取的人數僅佔
24.7%。因此，我們認為中國高等教育市場的增長潛力巨大。

此外，高等教育畢業生找工作日漸困難。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高等教育畢業
新生佔整體年輕失業者的比例由2005年的約35%增至2017年的約46%。市場對具備專業技



82

776345 \ (Project Diamond_Redaction Proof) \ 29/07/2019 \ X11

行 業 概 覽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能的畢業生的需求不斷上升，而中國大部分公立大學專注學術研究而非實踐技能培訓。因
此，預期專注應用技術的大學數量將不斷增加。

獲大學
錄取的學生

參加高考
的學生1

獲高等教育機構
錄取的學生1

適齡人口
（18歲）

單位：百萬人

7.6

4.1

16.7

9.4

2017年中國高等教育的需求分析

其他年輕
失業者(1)

高等教育
畢業新生

2017年

54%

46%

2009年

59%

41%

2005年

65%

35%

高等教育畢業新生佔整體年輕失業者的比例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1. 參加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即高考）的
學生及獲高等教育機構錄取的學生統計數據包括
18歲以上的小部分人數。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1. 年輕失業者指已登記尋找就業機會的待業人士，
包括中學、高中、中等職業教育、院校及大學
的畢業生且從未參軍、進修或受聘者。

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的進入門檻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的進入門檻極高，具體如下：

• 監管批文：中國民辦學校的營運商須獲得及持有一系列批文、牌照及許可證，並遵
守特定註冊及備案規定。申請手續繁瑣複雜且有不確定因素，乃該行業（尤其是新學
校營運商）固有的門檻；

• 營運經驗及管理能力：營運及管理經驗對於營辦學校及取得規模經濟效益至關重要，
為新入行者的重大進入門檻；

• 品牌知名度及生源：中國學生傾向於入讀經營歷史悠久且聲譽良好的學校，而經營
歷史及聲譽需要時間實現，導致新入行者難以吸引充足學生；

• 可用土地及相關設施：中國部分城市的土地資源不足，難以取得相關設施，加上租
金成本上漲，導致創辦新校及既有學校於新地點建立分校需較高資金與時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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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要求：在中國開辦新學校需要投入大筆資金興建校園及設施以及應付其他相關
開支，因此學校營運商能否取得充足資金至關重要；及

• 能否聘用優秀教學人員：中國高等教育行業的架構調整使具備相關實踐行業經驗及
專業知識的優秀教師更短缺，可能會阻礙缺乏師資的新參與者進入市場。

中國及華南地區民辦高等教育行業概覽

隨著政府當局致力制訂監管架構以推動民辦高等教育，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迅速
發展。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民辦高等教育機構可分為三類，即民辦普通本科學
校、民辦普通專科學校及獨立學院。

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市場規模及在校人數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總收益由2013年的人民幣779億
元增至2017年的人民幣1,151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0.2%，預計2022年將增至人民幣1,812

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9.5%。隨著高等教育在校人數增加，民辦高等教育的在校總人數亦
穩定增長。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的在校總人數由2013年的5.6

百萬人增至2017年的6.3百萬人，複合年增長率為3.0%，預計2022年將進一步增至6.7百萬
人，複合年增長率為1.4%。

下圖列示2013年至2017年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的總收益與在校總人數及2022年的
預期收益與在校人數。

2013年 2017年 2022年估計

單位：人民幣十億元

115.1

181.2

複合年增長率：10.2%

複合年增長率：9.5%

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總收益（中國），2013年–2022年估計

77.9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單位︰百萬人

分部

總計

本科及
研究生教育

專科院校
教育

民辦高等教育在校總人數（中國），2013年–2022年估計

6.3

3.9

2.4

6.7

4.1

2.6

5.6

3.6

2.0

2013年 2017年 2022年估計

複合年增長率：
3.0% 複合年增長率：1.4%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的學費水平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隨著人均GDP的增長，每名學生每學年的高等教育平均
學費由2013年的人民幣7,445元增至2017年的人民幣7,902元。由於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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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GDP繼續增長，預計中國高等教育平均學費水平會繼續上升。2017年，民辦高等教育機
構的平均學費水平約為人民幣12,679元，遠高於公辦高等教育機構的人民幣6,996元。

華南地區民辦高等教育行業市場規模及在校人數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華南地區包括廣東、廣西及海南三省。廣東省經濟較廣
西和海南更為發達，佔中國GDP的10.9%。截至2017年底，廣東有54所民辦高等教育機構
（包括中外合資學校），民辦高等教育機構數量位居中國首位。廣東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的在
校人數達653,300人，佔中國民辦高等教育機構在校總人數的10.4%。與廣東相比，廣西和
海南的經濟相對落後，高等教育資源有限，因此發展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的空間較大。截至
2017年底，廣西和海南分別僅有24所和8所民辦高等教育機構，在校人數分別約為181,100

人和67,000人，分別佔中國民辦高等教育機構在校總人數的2.9%和1.1%。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華南地區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總收益由2013年的人民幣104

億元快速增至2017年的人民幣142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8.1%。2017年，華南地區民辦高
等教育行業總收益佔中國民辦教育行業整體總收益的12.3%，預計華南地區民辦高等教育
總收益將由2017年的人民幣142億元進一步增至2022年的人民幣212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8.3%。2013年至2017年，華南地區民辦高等教育在校人數由755,900人增至901,400人，複
合年增長率約為4.5%。預計華南地區民辦高等教育在校人數迅速增長，由2017年的901,400

人增至2022年的996,300人，複合年增長率約為2.0%。

下圖列示2013年至2017年華南地區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的總收益與在校總人數及2022

年的預期收益與在校人數。

0

10

25

14.2

21.2

15

20

5

10.4

2013年 2017年 2022年估計

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總收益（華南地區），2013年–2022年估計

單位︰人民幣十億元

複合年增長率：
8.1%

複合年增長率：
8.3%

996.3

559.5

436.8

755.9

425.1

330.8

515.8

385.6

901.4

單位︰千人

民辦高等教育在校總人數（華南地區），2013年–2022年估計

2022年估計2013年 2017年

分部

總計

本科及研究生
教育

專科院校教育

複合年增
長率：2.0%

複合年增長
率：4.5%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按在校人數計，2017年華南地區民辦高等教育市場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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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30.6%，高於全國平均值20.8%，顯示更多學生傾向選擇民辦機構追求高等教育。按在
校人數計，預計華南地區民辦高等教育的市場佔有率於2022年將維持於30.6%。

華南地區民辦高等教育的市場推動因素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華南地區民辦高等教育發展主要受下列因素推動：

• 華南地區高等教育入學率低：由於高等教育機構的招生名額並非根據一省人口分配
至該省，且廣東高等教育資源不足以滿足龐大的人口需求，故廣東高等教育入學率
低。另一方面，廣西和海南高等教育資源不足且地方政府財政支持有限。因此，廣
東、廣西及海南各自的高等教育入學率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說明在華南地區發展
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的潛力巨大；

• 跨省高考：廣東是中國重要的製造中心，吸引各地外來務工人員不斷湧入。廣東地
方政府於2016年實行一項舉措，允許廣東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在廣東參加高考。因
此，預計對廣東民辦高等教育的需求將增加；及

• 提高教育質素：與公辦大學相比，民辦高等教育機構傾向提供針對實訓的應用科學
重點課程，為學生畢業後就業做準備。由於廣東是中國重要的製造中心，市場對具
備實用性和易用性技術技能的人才需求增加，且預計會急劇增加，因此將推動華南
地區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的發展。

華南地區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發展趨勢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華南地區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的發展趨勢包括以下方面：

• 民辦高等教育日益普及：鑑於華南地區高等教育入學率低且教育資源有限，預期未
來更多民辦高等教育機構將進入市場，以滿足華南地區不斷增長的高等教育需求。
此外，民辦高等教育機構教育質素提高亦可能贏得政府支持，從而獲得更多招生名
額；及

• 培養人才以更好適應華南地區需求：鑑於國務院於2015年採納國家戰略「中國製造
2025」，提倡未來數年發展中國製造業，廣東因製造業發達而面臨巨大機遇。然而，
預計廣東科學技術人才供不應求。因此，預計華南地區民辦高等教育機構將提供專
注於應用科學的課程，培養技術人才及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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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業 概 覽

中國及華南地區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的競爭格局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在全國範圍內高度分散。由於高
等教育機構營運商專注於特定地點而非跨地區或跨省營運，故參與者並無擁有較大市場份
額。與2013年的718家相比，2017年共有746家民辦高等教育機構（包括265家獨立學院）。

華南地區的民辦高等教育市場也相當分散。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截至2017年
底，華南地區民辦高等教育市場的五大參與者佔市場份額約16.5%。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
報告，截至2017年底，我們提供民辦高等教育服務的學校（包括華立學院及華立職業學院）
共有約26,300名學生，按就讀人數計，本集團於華南所有民辦高等教育服務供應商中排名
第五，佔華南民辦高等教育市場份額約2.9%。下表載列2017年華南五大民辦高等教育服務
供應商的市場份額及招生信息。

2017年華南民辦高等教育市場領先參與者的市場份額

排名 市場參與者

就讀人數

（千人） 市場份額

1 A公司 33.7 3.7%

2 B公司 31.5 3.5%

3 C公司 31.2 3.5%

4 D公司 26.4 2.9%

5 本集團 26.3 2.9%

其他 752.3 83.5%

總計 901.4 100.0%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民辦高等教育行業終止合作趨勢

司法部徵求意見稿頒佈後，由於禁止公立學校舉辦或參與舉辦營利性民辦學校，故
越來越多民辦獨立學院與相關公立高等教育機構終止或打算終止合作。終止合作有可能但
未必會以向公立高等教育機構支付終止費用為條件。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基於香港
上市高等教育公司所披露資料，終止費用介乎人民幣120百萬元至人民幣240.0百萬元。公
立高等教育機構亦可能不會要求任何終止費。有關司法部徵求意見稿及對我們的影響，請
參閱本文件程「業務 —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正案及司法部徵求意見稿 — 司
法部徵求意見稿」。

中國及華南地區民辦職業教育行業概覽

中國民辦職業教育行業的市場規模及招生人數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民辦職業教育行業產生的總收益由2013年的人民幣
275億元增至2017年的人民幣352億元，預期2022年將進一步增至人民幣523億元。根據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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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民辦職業教育機構的招生總數由2013年的4.3百萬人增至2017年的
4.6百萬人，預期2022年將進一步增至5.1百萬人。

下圖列示2013年至2017年中國民辦職業教育行業總收益與招生總數及2022年的預期
收益與招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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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華南民辦職業教育行業的總收益由2013年的人民幣45億
元增至2017年的人民幣53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4.2%。2017年至2022年，預計總收益將以
6.4%的複合年增長率增至2022年的人民幣73億元。2013年至2017年華南民辦職業教育的招
生人數由772,800人增至783,300人，複合年增長率約為0.3%。預計華南民辦職業教育行業
的招生人數會加速增長，由2017年的783,300人增至2022年的923,200人，複合年增長率約
為3.3%。

下圖列示2013年至2017年華南地區民辦職業教育行業總收益與招生總數及2022年的
預期收益與招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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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民辦職業教育的市場推動因素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華南民辦職業教育的發展主要由以下因素推動：

• 華南高等教育招生率低：華南高等教育招生率低，許多無法進入高等教育機構的高
中畢業生被迫選擇職業教育。相較公辦職業課程，民辦職業機構的教學系統、專業
設置及就業服務更為靈活，廣受未能升讀高等學校的學生歡迎；及

• 廣東的地域優勢帶來人才需求：作為中國的重要製造中心，廣東的製造企業眾多，
有大量就業機會，推動華南民辦職業教育行業發展。此外，廣東亦吸引全國各地外
來務工人員不斷湧入。為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廣東外來務工人員子女通常選擇職
業教育機構而非普通高等教育機構。

華南民辦職業教育行業的發展趨勢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華南民辦職業教育行業的發展趨勢如下：

• 課程調整：為適應產業及社會發展（尤其是廣東製造業改革），華南民辦職業教育機
構預期將調整及優化課程和培養人才；

• 提高學術水平：廣東地方政府出台政策鼓勵發展高等職業教育。因此，預計進入高
等職業教育機構的學生人數會增加，亦會有更多修讀高等職業教育課程的學生進入
頒發學士學位的高等教育機構；及

• 吸引民間資本：鑑於廣東製造業技術人才需求增加，廣東地方政府鼓勵更多民間資
本經由不同渠道注入民辦職業教育行業。因此，預期華南民辦職業教育機構數量會
繼續增加。

華南民辦職業教育行業的競爭環境

華南民辦職業教育市場相對分散。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截至2017年底，華南
民辦職業教育市場的五大參與者所佔市場份額僅約13.0%。就招生人數而言，我們於業務經
營所在的華南民辦職業教育市場居領先地位。截至2017年底，我們提供民辦職業教育服務
的學校（包括華立職業學院及華立技師學院）共有約23,700名學生，按就讀人數計，本集團
於華南所有民辦職業教育服務供應商中排名第二，佔華南民辦職業教育市場份額約3.0%。
下表載列2017年華南五大民辦職業教育服務供應商的市場份額及招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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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華南民辦職業教育市場領先參與者的市場份額

排名 市場參與者
就讀人數
（千人） 市場份額

1 E公司 24.5 3.1%

2 本集團 23.7 3.0%

3 A公司 19.4 2.5%

4 F公司 17.7 2.3%

5 G公司 16.7 2.1%

其他 681.3 87.0%

總計 783.3 100.0%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