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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教育行业属于国民经济中的人力资源行业，是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发展的基础

。从社会分工来看，教育属于第三产业，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带

来社会经济效益。但是，教育部门不是物质生产部门，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教育属于社

会公益性事业，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是公办高等院校，主要资金来源

是国家财政拨款。国家财政实力越强，分配到高等教育行业的资金越多，普通高等院校的发

展就有更多的资金保障。近些年来，我国教育投入不断加大，初、中、高等教育结构不断调

整，国家对于基础教育的投入比例逐年增加，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有所减少，但依然处于较

高水平。不同等级的教育其收益率不仅不同，而且还随着教育等级的提高而依次降低，即在

三级教育中，初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国家财政的扶持重

点首先是初等教育，预算内初、中、高等教育经费的支出比例将进一步合理调整，未来高等

教育所占财政经费比例将继续下降，民办高等教育的投资机会则更加明显。

    当前公办高等学校和民办学校都走特色化道路，但公办高等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又有国家

政策的扶持，产学研一条龙，比民办学校起点高、速度快。过去，与公办高等学校相比，民

办高等学校在招生、用人、管理等方面都体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但现在公办高等学校的用人

与管理机制也开始转变，变得更灵活更富于竞争。因此，民办高等学校必须提高自身竞争力

，确立合适的特色定位，以更优秀的教育教学资源和更有效的教学方式去吸引生源。我国高

等教育市场的市场集中率仍然非常高，民办高校无论是从学校数量还是从培养学生数量上都

只占绝对少数，在校生与招生数量的增长以及实现大众化的绝对主力是公立高校。另外，我

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布局与各地区的人口、经济发展不协调，有些地区（如东北、西北）经济

实力有限、人口不多，高等教育规模偏大，负担过重；有些地区（如华东、华南）经济发达

、人口众多，高等教育规模偏小，负担偏轻。从总体上看，中国高等教育经过这些年的改革

和发展以后，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势头和基础。中国高等教育在经过大规模扩招以

后，已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和更加有序的发展阶段，这对于高等教育的协调健康发展走非常

有利的。到2015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将达到3350万人，在校生3080万人，其中：研究生170

万人，毛入学率达到36.0%。&quot;十二五&quot;期间，将优化高等教育宏观布局结构。将高

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继续实施&quot;985工程&quot;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继续实

施&quot;211工程&quot;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按照国民经济布局和城镇化体系建设要求，完

善中央部属高等学校和重点建设高等学校的战略布局，加强区域高等教育中心建设，形成与

国家生产力布局和社会发展需要相衔接的高等学校布局结构。推进高等学校有特色、高水平



发展。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为高

等学校创造开放、公平、有序竞争的发展环境，使各类高等教育都能涌现出一批有特色的一

流学校。

    本研究咨询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教育部、国

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

等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全国及海外多种相关报刊杂志以及专业研究机构公

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对我国高等教育及各子行业的发展状况、市场竞争格局、发展趋势等

进行了分析，并重点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行业发展状况和特点，以及中国高等教育行业将面

临的挑战、企业的发展策略等。报告还对全球的高等教育行业发展态势作了详细分析，并对

高等教育行业进行了趋向研判，是高等教育经营、投资机构等单位准确了解目前高等教育行

业发展动态，把握机构定位和发展方向不可多得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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