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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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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chinairr.org/report/R13/R1303/202209/27-509837.html

  产品价格：纸介版9800元  电子版9800元  纸介+电子10000元

  订购电话: 400-600-8596  010-80993936

  传真: 010-60343813

  网址:  http://www.chinairr.org

  Email: sales@chyxx.com

  联系人：刘老师 陈老师 谭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www.chinairr.org/report/R13/R1303/202209/27-509837.html


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办教育的快速发展，行业市场规模不断增长中国教育产业持续受到来

自政策、消费者及资本层面的高度重视，无论从整体行业规模还是市场活跃度来看，皆处于

不断扩张阶段。

    从民办学校数量上看，近年来，在公办学校数量持续下滑的同时，民办学校受到国家政策

持续利好，数量一直维持震荡上升的趋势。2017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38万所，同比增

长0.41%，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7.76万所，同比增长3.90%。民办教育发展快速，2017年学校数

量占比全国总数34.57%，学校增速远高于总体增长水平。2018年，民办学校数量将进一步上

升至18.59万所。

    到2025年，我国民办学校(机构)数量将达到28.52万所，年复合增长率在6.1-6.5%之间。2025

年，民办学校在校生数量将逼近9000万人。民办教育产业规模从2015年不足7983亿增长到2017

年的10579亿，三年内复合增速15%。未来人才需求将进一步增加，而中国公办学校数量有限

，培养出的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这就给民办教育创造了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必将实现快

速的发展。预测至2020年，民办教育产业规模将达到1.55万亿元，至2025年，这一数字将接

近2.45万亿元，并实现10%左右的年均复合增长率。2025年中国民办学校(机构)规模预

测2022-2028年中国民办教育产业规模预测（单位：亿元）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

《2022-2028年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机构市场前景研究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共十章。首先介

绍了中国 民办中小学教育机构行业市场发展环境、 民办中小学教育机构整体运行态势等，接

着分析了中国 民办中小学教育机构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 民办中小学教育机构市

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 民办中小学教育机构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

国 民办中小学教育机构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 民办中小学教育机构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 民办中小学教育机构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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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章 2022年世界民办中小学教育所属行业运行概况

第一节 2022年全球民办中小学教育运行环境分析

一、全球经济现状及对教育的影响



二、全球民办私立教育政策扫描

三、全球就业形势分析

第二节 全球民办中小学教育特点分析

一、私立基础教育办学主体与办学形式多样性

二、企业参与教育私营化进程及其作用分析

三、政府支持是教育私营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四、对民办私立学校的验收和评估分析

第三节 全球民办中小学教育运行综述

一、全球私立民办教育运行机制分析

二、西方国家民办学校的经费来源

三、民办学校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

四、国外政府对民办学校的管理模式

第四节 世界主要国家民办私立教育研究

第五节 2022-2028年世界私立教育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世界私立教育市场规模将进步扩大

二、各国政府将加大支持及监管力度

三、政府对私立教育的资助方式趋于多样化

四、世界私立教育呈现出多元化的办学形式

五、世界私立教育发展将更加注重教育质量与办学特色

 

第二章 2022年中国民办教育所属行业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民办教育行业市场特征分析

一、中国民办教育行业的社会认同感逐步加强

二、市场呈现出多元化办学主体和多样化办学形式

三、中国民办教育行业越来越重视专业品牌建设

四、办学和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

五、基本形成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

第二节 中国民办教育行业运营特征分析

一、中国民办教育行业办学模式分析

二、中国民办教育行业经营特色分析

三、中国民办教育行业发展思路分析

第三节 中国民办教育行业存在问题及应对策略分析



一、中国民办教育外部环境问题及建议

二、中国民办教育行业内部管理问题

三、中国民办教育行业企业应对策略分析

 

第三章 2022年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产业运行环境解析

第一节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2022年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2022年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三、202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析

五、2022年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分析

六、2022年对外贸易的发展形势分析

第二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的政策及制度环境分析

一、中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简介

二、中国民办教育行业相关促进政策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五、教育部关于大力发展民办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

第三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社会环境分析

一、中国人口环境和结构分析

二、中国0-14岁人口数统计

三、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

四、中国就业形势发展分析

第四节 中国教育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中国教育总体发展概况

二、中国教育机构数量统计

三、中国在校学生规模统计

四、中国教育经费支出统计

五、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分析

六、中国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

 

第四章 2022年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产业发展动态

一、深圳民办中小学获专项奖励资金

二、武汉民办中小学行业自律管理

三、民办中小学六类违规行为被严惩

第二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产业重点省市规范分析

一、深圳将建立民办中小学补贴制度

二、温州全面实施民办教育综合改革

三、天津市发布民办教育促进条例

四、株洲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概况

五、黑龙江民办助学教育机构设置标准

第三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民办教育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二、中国民办中小学数量逐年减少

三、民办学校缺乏足够社会认同感

四、民办中小学教师梯队建设不健全

第四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建议

 

第五章 2022年中国民办中小学市场调查研究

        民办教育已经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全国共有各级

各类民办学校19.15万所，各类教育在校生5616.61万人。

        2022年民办幼儿园17.32万所，比上年增加7457所，增长4.50%；家长对小学、初中教育较

为重视，民办普通小学和初中规模也不小。2022年全国民办普通小学6228所，比上年增加49所

，增长0.79%；民办初中5793所，比上年增加331所，增长6.06%；民办普通高中3427所，比上

年增加211所，增长6.56%；民办中等职业学校1985所，比上年减少8所，下降0.40%；民办高等

学校757所，比上年增加7所。2022年中国各类民办学校机构数量及同比增长情况

第一节 中国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

一、中国中小学教育机构规模分析

二、中国普通高中数量及在校学生数

三、中国普通初中数量及在校学生数

四、中国普通小学数量及在校学生数

第二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基本状况

一、全国民办中小学教育机构规模分析



二、民办中小学教育机构类型和分布

三、民办高中数量及在校学生人数分析

四、民办初中数量及在校学生人数分析

五、民办小学数量及在校学生人数分析

六、全国各省区民办教育经费投入情况

第三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趋势和特点

一、注重服务

二、类型增多

三、非正规教育机构参与

四、办学由类城市转向二三类城市

五、竞争进一步激烈

六、教师成为争夺的主要资源

七、部分地方政府加大了扶持力度

八、民办学校加强内部管理和自律

九、民办学校教育研究得到积极的推进

 

第六章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行业市场竞争态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的竞争优势分析

一、创业劲头足且效果显著

二、办学理念新颖机构精简

三、管理体制有更大灵活性

四、政府扶持和民众的意愿

第二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的竞争劣势分析

一、外部条件尚不成熟

二、对民办教育存在偏差

三、学校内部存在着问题

四、学校资金运作的问题

第三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面临的机遇分析

一、国家政策对民办教育的重视

二、民办教育具有潜在市场价值

三、国情和过度教育的需求机遇

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机遇



第四节 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面临的挑战分析

一、民办学校原有优势相对在减弱

二、民办办学模式及特色优势减少

三、民办学校教师薪酬优势在减弱

四、民办教育存在矛盾制约其发展

 

第七章 中国民办中小学校行业标杆企业研究

第一节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北京拔萃双语学校

一、学校基本概况

二、学校师资力量

三、学校办学特色

四、学校课程设置

第二节 上海市民办金盟小学

一、学校基本概况

二、学校发展动态

三、学校课程设置

第三节 深圳市平湖外国语学校

一、学校基本概况

二、学校办学特色

三、学校学生社团

第四节 上海市民办新世纪小学

一、学校基本概况

二、学校办学理念

三、学校课程特色

第五节 北京市私立汇佳学校

一、学校基本概况

二、学校办学规模

三、学校教育理念

 

第八章 2022-2028年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22-2028年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国家关于民办教育的发展规划



二、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必然性

三、民办中小学教育发展三化趋势

四、民办中小学教育未来发展策略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行业市场预测分析

一、民办中小学供给预测分析

二、民办中小学需求预测分析

三、民办中小学盈利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市场竞争走势分析

一、品牌特色成竞争焦点

二、软硬件成竞争选项

三、竞争区域逐渐扩大

 

第九章 2022年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投融资分析

第一节 公共财政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法规变迁分析

一、公共财政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法规变迁

二、公共财政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变迁

三、公共财政支持民办教育政策法规变迁启示

第二节 中国民办教育投融资发展历程分析

一、公立学校统天下，教育经费主要依靠财政划拨

二、民办教育蓬勃发展，私人办学蔚然成风

三、民办教育新政出台，原有投融资模式重新整合

四、国际资本与民营资本介入，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

第三节 中国民办教育投融资方式、特征

一、教育投融资事件日趋增多，影响持续扩大

二、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等细分领域成为投资方关注重点

第四节 中国民办教育风险投资情况分析

一、中国民办教育风险投资现状

二、民办教育风险投资利弊分析

三、民办教育风险投资管理制度构建

第五节 2022年中国民办教育行业投融资情况分析

一、2022年中国民办教育投融资情况

二、中国民办教育融资按细分行业分布



三、2022年中国民办教育投融资动态

 

第十章 2022-2028年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产业投资分析

第一节 2022-2028年中国民办中小学教育行业投资概况

一、民办中小学教育业投资特性

二、民办中小学教育具有良好投资价值

三、民办中小学教育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民办教育投资机会分析

一、中长期教育纲要民办教育政策分析

二、教育经费不足为民办教育提供契机

三、中国民办学校营利政策开始放宽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民办教育投资风险及防范

一、民办教育产业政策风险

二、民办学校市场竞争风险

三、民营学校经营风险分析

四、民办学校财务风险分析

第四节 2022-2028年中国民办教育投资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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