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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2012年高等教育行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

章。首先介绍了高等教育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高等教育产业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高

等教育行业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高等教育行业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高等教育行

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高等教育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高等教育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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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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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思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2012年高等教育行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内容

严 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正确制定

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 心等渠道发布的

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

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 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

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

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 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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