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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大学，后来历经发展，主要是英国、德国、美国

的大学的不断转型，形成了高等教育的三项职能，即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获得长足发展，改革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初步形成了

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社会主义高

等教育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在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

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高等教育学历有五种：普通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电大开放教育、成人高等

教育、远程网络教育。

      2015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47万人，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

校2852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219所，，高职（专科）院校1341所。研究生招生64.51万人，

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737.85万人，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236.75万人。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高等教育市场调查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共八

章。首先介绍了高等教育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及消费需求，

然后对中国高等教育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机遇及

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高等教育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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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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人高校师资情况

5.2.2 成人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5.2.3 成人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5.3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5.3.1 民办高等教育学校规模

5.3.2 民办高等教育学生情况

5.3.3 民办高等教育师资情况

5.3.4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1）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前景分析

（2）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5.4 中外合办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5.4.1 中外合办高等教育发展规模

（1）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统计

（2）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统计

（3）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项目统计

5.4.2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分类分析



（1）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区域分布

（2）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合作对象的国别和地区

（3）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合作办学专业

（4）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合作伙伴

（5）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合作类型

5.4.3 中外合办高等教育发展前景分析

 

第6章：中国高等教育行业重点区域发展分析

6.1 高等教育行业区域分布总体情况

6.1.1 高等教育行业区域分布概况

6.1.2 高等教育行业区域发展特点

（1）我国普通高校东、中、西三大区域布局不均衡

（2）国家对东、中、西三大区域普通高等教育投入不均衡

（3）三大区域高校占有教育资源不均衡

（4）三大区域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果不均衡

6.1.3 高等教育行业区域分布特点形成的原因

（1）经济原因

（2）自然地理环境原因

（3）历史原因

（4）政策原因

6.2 北京市高等教育行业发展分析

6.2.1 北京市高等教育行业发展状况

（1）北京市高等教育行业规模分析

（2）北京市高等教育行业发展特点

（3）北京市高等教育行业结构分析

6.2.2 北京市高等教育子行业分析

（1）普通高等教育发展

（2）成人高等教育发展

（3）民办高等教育发展

6.2.3 北京市高校校办产业发展分析

6.2.4 北京市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6.3 江苏省高等教育行业发展分析



6.3.1 江苏省高等教育行业发展状况

（1）江苏省高等教育行业规模分析

（2）江苏省高等教育行业发展特点

（3）江苏省高等教育行业结构分析

6.3.2 江苏省高等教育子行业分析

（1）普通高等教育发展

（2）成人高等教育发展

6.3.3 江苏省高校校办产业发展分析

6.3.4 江苏省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6.4 广东省高等教育行业发展分析

6.4.1 广东省高等教育行业发展状况

（1）广东省高等教育行业规模分析

（2）广东省高等教育行业发展特点

（3）广东省高等教育行业结构分析

6.4.2 广东省高等教育子行业分析

（1）普通高等教育发展

（2）成人高等教育发展

6.4.3 广东省高校校办产业发展分析

6.4.4 广东省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6.5 陕西省高等教育行业发展分析

6.5.1 陕西省高等教育行业发展状况

（1）陕西省高等教育行业规模分析

（2）陕西省高等教育行业结构分析

6.5.2 西安市高等教育子行业分析

（1）普通高等教育发展

（2）成人高等教育发展

6.5.3 陕西省高校校办产业发展分析

6.5.4 陕西省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第7章：中国重点高等教育学校运营分析

7.1 公办高等教育学校运营分析

7.1.1 清华大学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产业发展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1.2 北京大学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产业发展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1.3 复旦大学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1.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产业发展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1.5 南京大学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产业发展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1.6 浙江大学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产业发展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1.7 上海交通大学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产业发展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1.8 西安交通大学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产业发展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1.9 南开大学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产业发展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1.1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产业发展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1.11 武汉大学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产业发展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1.12 北京师范大学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产业发展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1.13 哈尔滨工业大学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产业发展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1.14 中国人民大学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产业发展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1.1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产业发展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2 民办高等教育学校运营分析

7.2.1 江西科技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产业发展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2.2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2.3 黄河科技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2.4 仰恩大学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2.5 西安外事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产业发展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2.6 北京城市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2.7 西安培华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2.8 黑龙江东方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发展特色

（6）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2.9 西安翻译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发展特色

（6）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0 山东英才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1 文华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2 西安欧亚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3 三亚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4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5 山东协和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3 中外合办高等教育学校运营分析

7.3.1 宁波诺丁汉大学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卓越国际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颁发证书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3.3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颁发证书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3.4 江南大学北美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颁发证书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3.5 重庆工商大学现代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颁发证书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3.6 山东农业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颁发证书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3.7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欧美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颁发证书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3.8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颁发证书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3.9 山西财经大学中德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颁发证书

（6）学校发展特色

（7）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7.3.10 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

（1）学校发展简介

（2）学校师资力量

（3）学校学科建设

（4）学校人才培养

（5）学校科研能力

（6）学校颁发证书

（7）学校发展特色

（8）学校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8章：中国高等教育行业投融资分析(ZY WZY)

8.1 中国高等教育行业投资分析

8.1.1 高等教育行业投资机遇分析

（1）普通高等教育

（2）成人高等教育

8.1.2 高等教育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1）高校信贷办学风险分析

（2）高校校办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3）民办高校投资风险分析

8.2 中国高等教育行业融资分析

8.2.1 高等教育行业融资总体概况

8.2.2 高校融资渠道分析

（1）财政经费



（2）银行信贷

（3）社会捐助

（4）项目融资

（5）委托贷款

（6）信托融资

（7）融资租赁

（8）资产置换

（9）科研及服务收入

（10）校办企业及附属事业收益

8.2.3 高等教育行业信贷建议

（1）高等教育行业总体授信原则

（2）高等教育资金用途授信建议

（3）高等教育细分行业授信建议

（4）高等教育不同区域授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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