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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變革與產業發展趨勢 

本文以幼兒教育產業統括中國大陸整個學前教育事業。幼教產業是兒童產業

的一環，以幼兒及其家長為核心服務對象。而兒童產業是指與兒童有關的食、衣、

住、行、育、樂之經濟活動的總稱，包括兒童教育事業、兒童福利服務、童裝玩

具、圖書或為兒童專門設計之各式商品等相關經濟活動（施宜煌，2013；陳建志、

薛慧平、張冠萫，2009；蔡延治，1995）。 

根據 2017 年中國大陸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 2017 年，中國大陸

共有幼兒園 25.50 萬所，比上年增加 1.51 萬所。學前教育入園兒童 1937.95 萬人，

比上年增加 15.87 萬人，增長 0.83%；在園兒童 4600.14 萬人，與該年齡層人口

數相比入園率 79.6%（如圖 1），比上年增加 186.28 萬人，增長 4.22%。其中民

辦幼稚園 16.04 萬所，比上年 6,169 所，增長 4.00%，入園兒童 999.32 萬人，比

上年增加 34.24 萬人，增長 3.55%。在園兒童 2,572.34 萬人，比上年增加 134.68
萬人，增長 5.53%（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7）。龐大的人口基數和適齡兒

童人數為幼教產業發展提供了廣闊市場。伴隨著中國大陸人口政策的調整，二胎

政策的放開，新生兒出生率呈現增長，這些都對當前的學前教育事業造成了新的

挑戰，同時也提供了發展的機遇，以下將從政府、家庭、社會三個層面闡述社會

變革為幼教事業發展帶來的挑戰與機遇。 

 

圖 1  1978 年、2012 年 2015-2017 年學前教育在園幼兒和入園率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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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大陸政府政策調整 

1. 學前教育相關政策的大力推廣 

2010 年中國大陸教育部發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

（2010-2020）》（以下簡稱「綱要」），其中明確提出「到 2020 年，全國學前教育

普及率要達到 85%，重視 0 至 3 歲嬰幼兒教育。」《國務院關於學前教育發展的

若干意見》（以下簡稱「國十條」）指出，「制定優惠政策，鼓勵社會力量辦園和

捐資助園。扶持和資助企事業單位辦園。」爲進一步提升各地學前教育發展，中

國大陸教育部及各地方政府紛紛公布推動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的三年行動計畫，各

地方政府亦劃撥專門資金，推出相關扶持政策，多種途徑加強幼兒園教師培育， 
建立幼兒園園長和教師培訓體系，提升當地學前教育發展水準，為民衆提供普惠

性學前教育資源。 

2. 城鎮化率提升及人口政策調整帶來的龐大市場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統計顯示，2017 年底，中國大陸城鎮

常住人口 8 億 1,347 萬人，比上年末增加 2,049 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城

鎮化率）為 58.52%，比上年底提高 1.17 個百分點（新華社，2018）。伴隨著城鎮

化加速，城鎮化比例提高，這意味著更多的人口將集中在城鎮人口較集中的地

區。城鎮化發展有利於擴大內需，提高生產效率，促進要素資源優化配置，增強

經濟輻射帶動作用，提高群眾享有的公共服務水準。城鎮化率提高將帶來技術進

步與效率改進，帶動生產性服務業和消費性服務業的增長，對於幼教產業而言，

集中的城鎮人口將爲幼教產業提供龐大的潛在消費市場，同時也為幼教產業的專

業化、多元化及轉型升級帶來廣大市場。 

中國大陸於 2014 年 1 月發布 1 號檔《關於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見》，提出

對中國大陸的計劃生育政策進行重大調整，其中最主要的改變是將《中華人民共

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的「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更改

為「夫妻雙方或一方為獨生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可生二胎，即為「單獨二孩」

政策。2015 年底進一步放開了「全面二孩」政策，即「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

子女」。伴隨著全面二胎政策的實施，新生人口呈現增長。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 2015 年中國大陸 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2015 年 0-5 歲學齡前兒童 9,531
萬人，與 2010 年比較明顯的變化是學齡前兒童人數增加了 505 萬人，隨著生育

政策的調整，二胎政策的放開，這一數字還可能有所增加，2014 年出生人口數

在 2013 年基礎上增加 47 萬人，2016 年出現更大幅度上升，即在 2015 年基礎上

增加了 131 萬人，達到 1,786 萬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7）。適齡兒童數量

的增長將為未來幼教產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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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科技進步的助力作用 

2016 年，中國大陸教育部發布《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規劃》，其中表示加

快探索數位教育資源服務供給模式，有效提升數位教育資源服務水準與能力，深

化資訊技術與教育教學的融合發展，這將有利於網際網絡教育與現有線下教學的

進一步融合。並且伴隨著智能設備的普及，尤其是移動設備佔據了人們大量的碎

片化時間，兒童教育線上產品極大的豐富了家長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同時也

極大的提高了獲取優質資源的便捷性。另外大數據及處理技術不斷創新與更迭，

使得互聯網教育產品不斷更新，互聯網教育企業及其產品的精準定位獲得廣大用

戶的青睞。 

(二) 新世代家長需求 

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收入水準的提高，教育消費在居民消費中的比重

不斷提高，中國社會傳統觀念一直重視子女教育，新世代的家長多爲年輕的 80、
90 年後的一代，與之前世代的家長相比，這一世代的家長普遍學歷較高，作爲

互聯網時代的原住民，他們對互聯網的接受程度較高，樂意接受新興事物，對於

教育的追求更加偏向於素質教育，這些都與傳統的 60、70 年後家長呈現明顯不

同。家長素質、觀念的提升與轉變也爲幼教產業的轉型升級提供了新的方向。 

(三) 當前幼教行業存在的問題 

伴隨著幼教行業的發展，市場資本的逐利本性與幼兒教育的公益性之間的矛

盾也開始顯現。截至目前爲止，學前教育機構中，民辦幼兒教育機構佔有六成，

民辦學前教育在提供學前教育資源，補充公立學前教育供給不足中發揮著重要的

作用。但是與此同時，高達六成的民辦學前教育相對分散，各自經營，尚缺具有

品牌價值和提供優質教育服務與資源的品牌幼教，即使是中國大陸目前佔絕對市

場份額的紅黃藍等較佳幼教品牌也不時爆發出虐童等醜聞，民辦幼教在資本擴張

的同時，如何監管自身品質，加強監督管理，目前仍面臨著許多問題。另外，在

幼教師資品質層面，伴隨著幼教產業迅速發展，對相關從業人員的需求快速增

長，相當數量未達到合格資質的人員進入幼教行業，為整個行業的發展埋下了諸

多隱患。回顧近幾年中國大陸幼稚園存在的諸多问题，與這些因素關係密切。     

另外，目前，中國大陸幼教產業尚未進行明確分化，早期教育、幼兒教育，

0-3 歲、3-6 歲不同年齡層的需求不同，所需的教育資源與服務也不相同，目前

尚未形成有效的區分和針對性的專業服務，從觀察到的市場而言，整體呈現相對

紊亂的局面。因此，伴隨著市場的發展與行業規準的不斷完善，幼教產業的集團

化、品牌化、專業化、分類化服務將成為市場競爭的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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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社會資源擁有者核心競爭力之改變 

(一) 幼兒園 

伴隨著《綱要》、《國十條》等相關政策的頒布，以及各地方學前教育三年行

動計畫的推進，公辦民辦並舉辦園理念的確立，各地新辦園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

立。在這一大的背景下，大量的資金、政策向幼兒園傾斜。然而，從目前情況來

看，大規模擴充公辦幼兒園在資金、師資配置、專業管理等層面皆不符合現實。

此時民辦幼兒園將作為重要補充彌補當前學前教育資源不足的空缺。然而回顧整

個學前市場供需狀況，就公辦學前教育而言，前兩輪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畫，主

要將焦點集中於擴充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的數量，幼兒園教師師資系統培訓等，

各地新建幼兒園數量增加，幼兒園園長和教師得到了相應的專業培訓。然而在這

一過程中亦出現不少問題，如重視幼兒園的基建、環境等硬體條件的關注，缺乏

對幼兒園所內部文化的提升與形塑；大量的資金花費在園所建設上，教師工資待

遇依舊低水準等；至於民辦學前教育而言，儘管政府鼓勵多種社會力量參與辦

園，辦園數量上有所增加，但在硬體條件、環境設施、師資品質等層面依舊存在

諸多問題，尤其是在欠發達地區品牌特色幼兒園數量不足。隨著中國大陸對學前

教育的持續投入，勢必在將來形成公辦幼兒園提供普惠式學前教育服務，民辦幼

兒園提供特色學前教育服務，在既滿足普惠性服務的同時又積極回應市場的多元

化服務需求，形成「普惠+特色」的二元模式。 

(二) 市場 

整體而言，目前中國大陸的幼教產業市場規模龐大，幼教產業涉及的行業面

十分廣泛，兒童教育機構（如幼兒園、早期教育機構等）、兒童文創產品、兒童

玩具設計等。在中國大陸將幼教分爲兩個部分即 0-3 歲早期教育，3-6 歲學前教

育。目前而言，0-3 歲早期教育的需求相對較彈性，3-6 歲學前教育部分則屬於

剛性需求。 

首先，從學前教育機構層面而言，3-6 歲主要集中在幼兒園，目前公辦幼兒

園與民辦幼兒園的比例約爲 4：6，民辦幼兒園已成爲重要力量，目前市場對於

高質量、高水準的學前教育資源市場需求強烈，民辦幼兒園的集團化、品牌化將

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其次，0-3 歲早期教育這個層面，經過十餘年的市場導入，

早教行業在一線城市已步入高速發展階段，並向二三線城市擴張，隨著家庭消費

水準的轉型升級，教育投入日益增加，越來越多的家長開始關注 0-3 歲嬰幼兒早

期教育，對知名品牌的早期教育機構趨之若鶩。早期教育的概念與需求開始向三

四線城市擴展，市場需求與日俱增。但由於目前早期教育行業尚未有統一的行業

標準，行業門檻低、從業人員素質層次不齊，再加上市場監管不力，目前的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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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市場魚龍混雜，對於普通民衆而言選擇較為謹慎。再次，兒童文創產業與兒

童玩具設計等產業也是幼教行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市場需求巨大，然而目前

市場供給相對匱乏，低廉、山寨、以次充好的產品充斥市場，普通消費者可選擇

的商品種類、品質等均有待提升。總而言之，目前的整體狀況即爲普通民衆對於

質優價廉的學前教育服務的需求與市場供給相對不足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對市

場而言，聚焦重點，瞄準目標對象群眾，提供多層次、個性化幼教服務與產品方

能提升市場競爭力。 

(三) 大專院校 

大專院校學前教育專業是培養學前教育專業人才的重要基地。伴隨著近幾年學

前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學前教育專業人才的市場需求量龐大，對學前教育教師個

人專業能力或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迎合市場需求，各已有學前教育專業的大

專院校紛紛擴大招生規模，一些之前沒有相關專業的院校也紛紛開設學前教育專

業，培養學前教育專業人才。一方面，生源數量上的擴大對原有專業的大專院校在

專業教學、學生管理、設施配套等方面面臨種種壓力，同時急速擴張的規模也使培

養品質打上了問號。另一方面，部分大專院校之前並未有學前教育專業，甚至也未

有師資培養的傳統，為招收生源，保證招生，遂匆忙開設學前教育專業，這也使社

會大眾懷疑其培養畢業生之品質。儘管目前市場對學前教育專業畢業生的需求量

大，僅從量的滿足而忽視質的提高可能會為日後學前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埋下隱

患。另外，當前大專院校學前教育專業培養的人才主要是為幼兒園師資做準備，其

課程開設、培養模式都是圍繞幼兒教師這一職業屬性開展的。伴隨著幼教市場的崛

起，幼教師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但同時，0-3 歲的早期教育師資、兒童文創

設計、兒童產品研發、兒童線上教育開發與應用等新興的職業、崗位對於大專院校

複合型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對於大專院校而言，其學前教育相關

專業系所的培養模式不應僅關注幼教師資的培訓，更應與其他行業、專業相結合，

培養學前教育跨域與多元專長之複合型人才，滿足幼教市場的多元化需求。 

(四) 政府 

政府層面應發揮其主導作用。首先，在幼兒園辦園層面，積極推進普惠性學

前教育，在政策引領、資金扶持、監督管理等層面一一落實，在推進普惠性學前

教育數量增加的同時，穩步提升普惠性學前教育品質。其次，加強市場監管，規

範行業標準，對於不符合市場規範，影響消費者利益，損害幼教產業健康發展的

企業給予有效管理與監督，完善市場競爭機制與退場機制，規範市場環境。最後，

在專業人才培養方面，嚴格審批機制，避免一窩蜂現象，進一步加強監督、管理

與調整。在資源分配層面，關注城市與農村、東部與西部、城鎮與鄉村之間的差

異，進行合理佈局，優化資源配置。 

 

第 107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1），頁 103-110 

 

產業與教育的關係  主題評論 

 
三、產業發展與教育人力供需及人才培育之關係 

產業發展離開不了充足的人力資源支撐，專業人才的培育為產業發展提供了

源源不斷高素質的勞動力，數量充足的高素質人力資源進入產業內部又催生了相

關產業的不斷轉化調整，進而推進整個產業的不斷轉型升級。相對於幼教產業而

言，當前的幼教專業人才的供給無法滿足龐大的專業市場需求，人才缺口巨大。 

相關數據顯示，2016 年中國大陸幼兒園在園兒童（包括附設班）達 4413.86
萬人，僅從 2011 年到 2016 年這五年間，中國大陸新增入園幼兒 990 萬人。而與

此相對應的是，幼兒園所有教職工人數總和僅有 381.8 萬人，師幼比 1：12，這

與 2013 年教育部印發的《幼兒園教職工配備標準（暫行）》規定，全日制幼兒園

的教職工與幼兒園的比例 1:5—1:7 相距甚遠。如果僅從 1:7 的目標來說，中國大

陸需新增幼教職工 248.8 萬人，這個數字是中國大陸學前教育專業培養 11 年學

生的總和。師資的嚴重匱乏已成不爭的事實（智穀趨勢，2017）。此外，中國大

陸幼教師資專業人員相應的學歷不高，專業素質不足，嚴重制約影響整體行業提

升。尤其在民辦幼兒園領域，這種情況更加嚴重，民辦幼兒園教師素質整體偏低，

持有教師資格證的比例較低。相關調查表明，總體上，民辦幼兒園教師學歷以職

高、職業中專為主，發達地區民辦幼兒園教師學歷相對優於貧困落後地區（王默、

洪秀敏、龐麗娟，2015）。另外，民辦幼兒園教師持有教師資格證的比例較低，

持有教師資格證書是幼兒教師具有一定專業理論和專業技能的體現。隨著近年來

社會力量、民間資金投資辦理學前教育熱情的不斷提高，大量民辦學前教育機構

的設立對於教師的需求不斷增加，大量未經過專業培訓與訓練且未獲得幼兒教師

資格證的非專業人員進入幼兒教師隊伍，為學前教育事業發展埋下諸多隱患，這

也是近幾年中國大陸民辦學前教育機構虐童醜聞頻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隨著市場競爭的激烈，家長對於高質量學前教育服務需求的增加，對於優質

學前教育資源的渴望更趨強烈，這將進一步加大優質教育資源的集中和稀缺。因

此，對於幼教產業而言，高素質專業人才需求迫切，一方面數量的缺口急需補齊；

另一方面專業品質的提升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只有數量充足且具備高素質

的專業人才才能提升整個行業的整體競爭力，不斷實現其轉型升級。 

四、配合當前幼教產業發展趨勢，教育之因應策略 

當下，中國大陸幼教市場前景廣闊，產業發展也日益呈現出多元發展態勢，

為配合當前產業發展趨勢，大專院校作為學前教育專業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茲

提出以下教育因應策略，供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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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性擴大招生規模，努力提升培育品質 

儘管當前市場對學前教育專業人才需求量巨大，家長對於高質量學前教育服

務需求與日俱增，這些都為學前教育專業畢業生提供了廣闊的就業前景。然而，

如果僅一味追求擴大招生數量，忽略專業人才培養品質，這勢必造成整體從業人

員品質的下降，這對於大專院校專業建設、人才培養品質以及市場專業人才供給

造成不可逆的傷害。因此，大專院校在開設學前教育相關專業前，應理性思考，

結合本校自身情況，理性擴增招生規模，重視專業人才培訓品質，為社會培育優

質之學前教育專業人才。此外，適度增設普惠性公營幼兒園，加強監督管理，明

確劃分早期教育和幼兒教育，以及留意地區、城鄉資源的分配和發展，亦為未來

努力之方向。 

(二) 培養跨領域複合型人才  

資訊時代，不同領域不同專業之間相互合作、相互學習，實現跨領域的整合。

跨界、跨領域的整合顛覆了原來的行業傳統，也催生諸多新經濟形態的產生。對

於大專院校人才培養而言，應該勇於打破原有人才培養模式，注重創意、創新人

才的培養，鼓勵不同專業、不同領域的跨學科學習，培養出兼具多元專長之複合

型人才（如 π 型或ㄤ型人才），此外，人才培養應兼具專業性與靈活性。在專業

設置上，除了專業所需的專業課程之外，廣泛開設選修課程，積極鼓勵學生參與

選修課程學習。另外，搭建不同專業之間的橋樑，實現不同專業間的融合，以學

前教育專業為例，學前教育專業可以與藝術設計、互聯網技術、產品設計等諸多

專業發生聯繫，進行跨專業、跨領域學習，積極培養學前教育專業的複合型人才，

以滿足市場多元人才之需求。 

(三) 拓展職前、在職師資培育管道 

目前中國大陸幼教師資面臨著學歷低、專業素質欠缺、專業人員數量不足的

諸多問題，這種人力資源量與質的不足將會掣肘中國大陸幼教產業的發展。因

此，首應關注解決的是專業師資培養的問題。各師範院校一方面要積極開設相關

專業，招收學前教育專業人才；另一方面，積極拓展教師培訓管道，給予廣大幼

兒園教師優質的在職培訓支持，通過在職的培訓進一步補足專業能力或專業素養

不足的部分。除了傳統的職前—在職培訓體系外，各大專院校及開設相關專業的

廣播電視大學、大學推廣部或夜間部、培訓機構應積極投入到專業師資的在職培

訓，切忌貪多求快，只顧數量增長，忽視品質的提升。亦即在保證師資素質的同

時，穩步提升幼教專業師資數量，以符應未來幼教師資之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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