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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屆幼兒大班的畢業典禮，禮堂布置得溫馨
典雅。孩子們穿着小禮服，揮舞着手中的熒光棒，輕
聲唱着離別的歌曲。在劉園長眼裏，這不僅是孩子們
幼兒園生活的終結，同樣也是她個人的一次 「畢
業」 ，她形容 「這七年的經歷像是一場夢，沒醒也不
想醒。」

生變：從「入園難」到「招生荒」
蓓芽幼兒園成立於2018年，彼時正是內地放開

「二孩」 政策的高峰期。當初要進入這樣一所雙語幼
兒園，家長們還需為自家孩子過關斬將、爭搶學位。
那熙熙攘攘、熱鬧非凡的情景，劉園長至今記憶猶
新。年過五十的義叔在幼兒園工作了七年，也見證了
這家幼兒園的興衰沉浮： 「開始那兩年最熱鬧，孩子
特別多，有360多個學生。現在結業時，只剩一百多
人，太少了。」

數據顯示，伴隨着 「二孩」 政策的全面放開，全
國民辦幼兒園迎來了突飛猛進的黃金時期，數量從
2008年的10萬所增長至2018年的近20萬所，短短十
年翻了一番；到2021年，更是達到29.5萬所。

一切看似蒸蒸日上。然而，危機卻悄然而至。
2021年，內地在園幼兒數量首次出現負增長，當

年減少了13萬人；2022年降幅擴大，減少了178萬
人；到2023年，更是減少了534.5萬人，跌幅之大，
令人咋舌。即便是連續六年成為 「全國第一生育大
省」 的廣東，也無法幸免。劉園長的幼兒園從原有的
15個班級縮減到9個，每班學生人數從原來的30多個
驟降至十餘人，校園變得冷冷清清。

來自佛山的家長方小姐有兩個孩子，分別出生於
2017年和2020年。據她回憶，當年大兒子入讀幼兒園
時，家長們為了一個學位爭得「頭破血流」。 「要識得
人，交留位費，還要面試，不提前一年預約還趕不
上。」 但到了今年小兒子準備讀幼兒園時，情況完全
不同，「園長和老師特別熱情，說只要報名就能上。」

事實上，為了爭奪生源，幼兒園之間的
競爭漸趨白熱化。在社交平台上，很多園長
和老師甚至通過拍攝劇本故事、表演歌舞來

吸引家長關注。在這其中，不乏有幼兒園苦苦
支撐後心灰意冷，只能無奈提前退出。

求變：轉行待業 各尋出路
「早點結業，興許是好事。」 另一家陽光（化

名）幼兒園的園長樂樂苦笑道，結業的決定是在畢業
典禮後做出的，她自掏腰包請幼兒園老師們吃了一頓
飯。 「那天結束時，無人離開，大家都不願接受這個
現實。」

「園裏的主任曾安慰我， 『咱們趕上第一波關園
也挺好的，至少老師們還能找份工作。越晚，工作越
不好找。』 」 如今，樂樂園長已入職成為一家國企的
普通員工，35歲的她轉行進入了一個全新領域。看着
朋友圈裏幼教同行們為招生而忙碌，她心裏五味雜
陳： 「從前忙得沒有時間休息，現在卻閒得發慌。」

另一位園長唐女士的幼兒園，從開辦到結業合計
虧了160萬元（人民幣，下同）。她熬過了疫情時連
續9個月無收入的艱難時期，其間承擔着每月5萬元的
租金和教師工資的沉重負擔。 「好不容易熬到疫情結
束，生源卻驟減一半，只好關停。」 談到未來，唐女
士也有些迷茫， 「我現在是全職家庭主婦，工作也不
好找。」

隨着倒閉的幼兒園不斷增多，二手租賃市場上湧
現大量幼兒園物業轉讓標的。記者打着諮詢的名義找
到地產中介彭小姐，她熱情地向記者推介正在轉讓的
幼兒園： 「這個地段好，學生多，我們還可一併轉讓
有17年的幼兒園資質。」 被轉讓的這家幼兒園位於廣
州番禺，今年的生源從 「幾個班」 驟減到 「幾個
人」 ，最後幼兒園 「沒學生了」 ，三層樓1.1萬平方米
的場地被迫空置。彭小姐說： 「我們同時盤下了兩家
幼兒園，等待新租客的進駐。」然而，整租或拆分出租
這些幼兒園都並非易事，如今依然空置，門可羅雀。

記者再度來到蓓芽幼兒園，發現最近倒是又有了
些 「人氣」 ：園裏所剩的設備正在陸續出售，工人們
進進出出，忙碌着搬東西。禮堂裏， 「畢業快樂」 的
布簾還掛在原處，但教室已空空蕩蕩。眼看着教室裏
的15架鋼琴即將易主，義叔不禁深深嘆息。當初花大
成本打造的 「童話世界」 ，如今即將煙消雲散。劉園
長站在原地，看着招租廣告，這場 「未做完的夢」 也
到了夢醒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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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到內地，一波 「殺校潮」 正悄悄襲
來。隨着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越來越多的幼
教機構面臨 「老師多過學生」 的窘況，今年全
國多地的幼兒園招生人數已大幅下降。即便是
號稱 「全國人口第一大省」 的廣東也未能幸
免，幼兒園關門已不是什麼新聞。與此形成鮮
明對比的是，內地人口老齡化趨勢越來越突
出，養老服務需求面臨巨大市場缺口。近期召
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提出要積極發展
「銀髮經濟」 。在 「少子化」 與 「老齡化」 並
存的人口結構雙重作用下，內地 「一老一小」
服務消費形成的經濟格局正在經歷深刻變化。
大公報今起將推出《老幼人口變局》系列專
題，深入剖析這一趨勢背後的深遠影響與未來
應變，敬請垂注。

遞交辭職信時，小婷並沒有猶
豫。幼兒園近年招生愈發困難，這種

壓力最終轉嫁到了幼師的身上。小婷所在的幼兒園，
以前有小班、中班各2個，大班3個，除此之外還有一
個小小班，如今只剩大、中、小班各1個。幼兒數量的
減少並不意味着工作量減少，在廣東民辦幼兒園工作
的楊老師也表示，由於收生不足，開學前她每天要打
十幾通電話，或是上門家訪說服家長繳交學費。

「事情多到永遠做不完。」 小婷說，她要負責帶
課、備課、寫總結，還要招生、聯繫家長、參加培
訓、考證，甚至兼任部分保育員的工作。 「從早上睜
眼忙到晚上，下班後也要留意家長群，怕漏掉消
息。」 即便如此，小婷收入並不樂觀， 「最高工資不
過八千，還是加了補課費和加班費的情況下。」

隨着少子化年代到來，高淨值家庭對子女教育的
投入日益增長，使得兒童成長陪伴師的市場需求越來
越旺盛。相關報告顯示，2025年左右，陪伴經濟的市
場規模有望達到400億至500億元人民幣。

如今，小婷結束了幼教生涯，轉型成為成長陪伴
師。 「輕鬆太多了！」 據小婷介紹，兒童成長陪伴師
主要是陪伴孩子成長。雖然全天與孩子在一起，但壓
力比幼教小得多。 「現在照顧一個4歲的小女孩，負責
接送她上幼兒園、陪她玩、做戶外活動。」

與幼兒園忙碌的節奏相比，成長陪伴師也更自
由， 「可以每天睡到9點，不像以前七點就得趕去幼兒
園。收入也翻了一倍多，每月能拿1萬2以上。」 小婷
說，現在吃住都由僱主負責，大部分工資都能存下。
「請得起成長陪伴師的家庭條件都很好，父母工作雖
然忙，但特別重視孩子的教育成長。」

另謀出路
幼教轉型成長陪伴師

註：數據暫不含港澳台，黑龍江、寧夏、西藏尚未
公布2023年最新數據。

2023年
全國出生人口

TOP5
單位：萬人

廣東 河南 山東 四川 貴州

103.0

41.1
52.9

61.069.5資
料
來
源
：
網
易
數
讀

少子化少子化幼園求救幼園求救

新型職業

廣東浩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的廠房內，紙尿褲和衞生巾生產

線同時運作。生產車間一側堆滿了印有越南語和
印尼語包裝的紙尿褲，幾名員工正忙着貼出口標
準的標籤。這家專注母嬰產品多年的企業，正迅
速調整業務，尋找新的出路。

「國內紙尿褲市場太難做了，出生率降低讓
市場縮小得越來越快。」 該公司銷售藍小姐坦
言。為了應對挑戰，公司早在2019年便引入衞生
巾生產線，如今這一產品已佔到公司業務的

30%。此外，公司還將重心轉向國際市場，探索
東南亞、印度、越南等地區的增長潛力。 「今年
海外訂單比去年增長了20%-30%。」

不僅是紙尿褲行業，整個母嬰用品市場都因
人口出生率下降而承壓。2023年，中國傳統母嬰
店的閉店率高達45%，許多奶粉經銷商和母嬰店
主甚至退出市場。全國僅存的16萬家母嬰店也在
高成本和低銷量的雙重壓力下苦苦支撐。一名經
營奶粉生意17年的經銷商透露，2024年開年以
來，他的業務已連續虧損。

在低出生率地區，情況更為嚴重。 「我們的
東北代理商反饋，現在很多門店一天都見不到幾
個顧客。」 藍小姐表示，新生兒減少直接導致需
求萎縮，即便在一線城市，年輕人不願結婚生子
的現象也成為嬰幼兒產品行業的發展瓶頸。

面對這些挑戰，公司開始嘗試開發老人用品
市場。 「我們生產的老人紙尿褲通過代銷模式試
水市場，並未成立自主品牌。」 藍小姐表示，現
階段更重要的是提升產品競爭力，比如開發高吸
收材料等，為未來的轉型做好技術儲備。

幼兒園關停潮是中國全社會
面臨的長期挑戰。中國人口學會

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翟振武指出，人口負增
長趨勢不可避免。育齡婦女數量持續下降， 「十
三五」 期間，20-34歲生育旺盛期女性年均減少
340萬人，2021年相比2020年又減少了473萬
人。這導致出生人口數量下降，即使生育率不
變，出生人數也將呈現下降趨勢。

幼兒園倒閉潮只是多米諾骨牌的開始。廣東

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表示： 「即使是
出生率相對較高的廣東，也出現了幼兒園關閉的
現象。」 他預判，未來幾年，這一趨勢可能會擴
展到小學、初中甚至高校。他認為，出生率下降
與人口老齡化疊加，將深刻改變中國的社會結
構，包括教育資源分配、公共服務體系等方面。

彭澎建議，社會各界需提前進行資源整合與
優化，以應對當前問題並為未來做好準備。整合
教育資源、提高教學質量是必要的解決方案。例

如，推進中小學集團化合併，適度降低報考大學
熱度，避免資源浪費。

在低出生率浪潮中，教師、師範學生及學校
管理人員將面臨較大衝擊。彭澎認為，政府、教
育機構、企業及個人都需從現在開始做好準備，
不僅要解決眼前的資源過剩問題，還要着眼未
來，合理整合與轉化教育資源與社會資源，更好
地服務市場需求，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
展。

◀行業日益不景氣，
幼師小婷（右）轉型
做了成長陪伴師。

轉換賽道 母嬰用品生產商轉戰衞生用品
商家突圍

專家預判：骨牌效應 料逐漸波及中小學
整合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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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蓓芽（化
名）幼兒園門
外，招生啟事還
未來得及撕去，
旁邊已貼上招商
廣告。

◀目前，幼兒在
園人數普遍減
少。圖為廣州一
所幼兒園老師組
織小朋友們有序
排隊接水。

編者按 廣州蓓芽（化
名）幼兒園門外，
一塊巨大招租廣告

旁，上月才張貼的招生啟事在風中抖
動。曾經滿園歡聲笑語的中英雙語幼
兒園，如今大門緊鎖。 「我最近心情
很糟糕，不太適合受訪。」 劉園長手
機上，記者的約訪信息和其他家長的
溝通退款信息混雜在一起，隔了一
天，她才回覆。

2023年，內地各省市區學前教育
在園幼兒數量較2022年減少534.5萬
人。幼教機構從曾經一位難求、備受
追捧的 「朝陽產業」 ，一夜之間淪為
門庭冷落、乏人問津的 「燙手山
芋」 。就連廣東這個號稱 「最能生的
省份」 ，也迎來了接踵而至的幼兒園
「殺校潮」 。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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