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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留学，旧称留洋，一般是指一个人去母国以外的国家接受各类教育，时间可以为短期或长

期（从几个星期到几年）。这些学生被称为留学生。在中国大陆，学生把前往香港、澳门等

地区的学习也称为留学，这是由于这些地区有着不同的教育制度。美国等国家组织的一类海

外短期的交换学生计划，其英文名字&ldquo;Study abroad&rdquo;直译也为留学，请参见海外

研修（中国大陆称为海外交流）。

    2017/2018学年，中国留学美国的学生人数为36.3万，同比仅增长3.6%。由于长期以来赴美留

学生人数占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超过50%，故赴美留学生的增长情况直接影响整体留学生增

速，赴美留学人数增速的下降明显拖累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增速。2007-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生

人数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2007-2018年中国留学回国人数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留学市场深度研究与报告》共十章。首先介

绍了留学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留学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留学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

然后介绍了留学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留学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

留学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留学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留学行业，本

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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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生命周期理论基础



2、留学行业生命周期

 

第二章 2019年中国留学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总量及增长分析

二、工业发展形势分析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

五、对外贸易发展形势分析

第二节 中国留学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留学行业政策法规分析

二、留学行业相关标准分析

三、上下游产业相关政策从时间维度看，政府对于国际教育和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整体处于开

放过程中，同时对留学中介、国际学校等行业的相关管理机制也逐渐规范化，特别是《民办

教育促进法》修订稿的推行，对于国际学校类资产的定义更加清晰，这更有利于市场化管理

，但考虑到意识形态层面的管控问题，日益扩张的国际学校未来的确也存在政策风险。国际

教育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发布机构                                    政策名称 

                                  政策内容                                    政策影响                                                    2003年                     

              国务院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国家鼓励引进外国优

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办学                                    公立学校国际部、民办国际高中开始日益出现     

                                              2010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办

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进一步加快了公立学

校国际部的数量增长                                                    2013年                                    教育部                                    

《高中阶段国际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草案                                    明确对各类高中的&ldquo;国际

部&rdquo;和&ldquo;国际班&rdquo;从招生、收

费等多方面予以规范，对部分不符合规定的&ldquo;国际班&rdquo;

进行清理或转制                                    北京、上海宣布不再审批新的公办高中国际班，浙江、安徽

、黑龙江、吉林等地将公办高中国际班的审批权收归到省级                                                    2016年    

                               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

指导意见》                                    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



招生录取办法。                                    改进考试成绩呈现方式，可以采用分数、等级等多种形式呈

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行&ldquo;等级&rdquo;呈现，克服分分计较，避免过度竞争，顺应新

高考改革的总体路，&ldquo;综合素质评价&rdquo;要在中考录取中真正发挥作用                             

                      2016年                                    上海市教委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

步加强本市高中国际课程境外教材审查工作的通知》                                    外资或中外合资背景的

民办中小学校，必须制定外资退

出方案，严格审核并督导融合境外课程的中小学校，牢

牢把握国家主权意识和意识形态                                    今后将对上海以&ldquo;中外融合&rdquo;课

程形式开展国际课程试点的21所国际高中，和以&ldquo;拓展型研究型&rdquo;课程形式开展国

际课程的试点高中学校所采用的进口教材进行审查                                                    2017年                        

           全国人大                                    《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                                    第十九条规定，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                                    直接推动

民办国际高中的爆发式增长                                                    2017年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取

消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                                    一方面加强对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

机构的规范、指导和服务。另一方面，各类精品留学工作室及第三方服务平台开始出现。       

                                            2019年                                    教育部                                    《关于做好2019年普通

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ldquo;国际

部&rdquo;&ldquo;国际课程班&rdquo;&ldquo;境外

班&rdquo;等名义招生。严格规范公办普通高中&ldquo;国际部&rdquo;

（或&ldquo;境外课程班&rdquo;）招生行为                                    纳入统一招生管理，实行计划单

列，录取分数应达到同批次学校录取要求，学生就读期间不得转入普通班级。意味着对于公

立学校国际班课程会处于严格监管之下，另外对于公立校国际班资源的争夺会更加激烈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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