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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教育培训行业快速发展，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过度竞争、培训质量参差不齐等。

为了规范教育培训市场，我国政府出台了“双减”政策，旨在减轻学生课外负担和家庭教育支出。这一

政策的实施，对培训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旨在探讨“双减”政策下培训机构营销策略，以实现可

持续发展。研究发现，培训机构可以从传统学科教育转型素质教育、赋能新科技，深耕文旅产业、产游

一体化，直播带货助力新教育等三个方面进行营销策路调整，以适应“双减政策”下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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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exposed some problems, such as excessive competition and uneven training qual-
ity. 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ark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a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imed at reducing the extracurricular burden on students and family 
education expens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olicy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raining in-
stitution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adjustment of marketing strategies for training inst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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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raining institutions can adjust their marketing strategies in three aspects: trans-
forming traditional subject education into quality education, empowering new technologies, deep-
ening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integrating industry and tourism, and promoting new edu-
cation through live streaming sale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market environment under the “dou-
ble reduc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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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教育培训行业快速发展，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过度竞争、培训质量参差不齐

等。为了规范教育培训市场，我国政府出台了“双减”政策，旨在减轻学生课外负担和家庭教育支出。

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培训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旨在探讨“双减”政策下培训机构如何进行营销策

略调整，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正式发布了双减政策，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正

式实施。双减即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政策，是在我国教育领域针对当前教

育现状和问题制定的。制定双减政策主要是为了解决我国教育领域中存在的学生负担过重(作业总量、作

业时常等方面)、教育不公平(不同区域、学校、师资方面)、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以推动教育公平

和优质教育的发展。双减政策在义务教育阶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政

策要求减轻学生的作业量以及作业时长。要求合理的调控以及设计作业的结构，让孩子尽量在学校把作

业完成，不能给家长布置作业，不能让孩子自己批改作业。二是针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要求各机构不

能占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进行学科培训，同时要求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双减”政策

的颁布和实施，对教育培训机构营销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2. 教培机构营销策略研究综述 

2.1. 国外研究综述 

Dragojlovic V 等研究认为，营销手段和营销导向的发展对教育有着不可否认的贡献[1]。在这一过程

中，学校管理有着特殊的责任，从学校到营销文化，学校组织要有条不紊地运行，从而达到提高学校效

率和质量的目标。这样的管理将使学校能够更有效地对环境的变化、新服务的提供、成功的市场运作做

出反应，并按照使用者的要求和期望开展活动[2]。Byukusenge T 等研究当前的营销策略，并提出案例公

司具有新的和有效的营销思路。研究讨论了市场细分和营销策略，采用 SWOT 分析法对案例公司的具体

情况进行综合分析[3]。Tilibaa M A，Acatrinei C 提出，在对韩国教育机构数字化研究中指出，2019 冠状

病毒病危机对教育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它促进了教师和学生以及机构管理者的数字能力的发展[4]。
然而，人们也好奇 Covid-19 危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加速学校的数字化转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信赖技术

对教学质量的支撑。基于调查，作者研究提出了一些可能影响教育环境中技术发展的因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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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研究综述 

殷媛媛研究主要结合双减政策对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学科教育培训机构的发展转型策略进行研究，以

期帮助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能够快速适应新政策下的市场环境，实现新的发展目标[6]。吕铭欣指出在“双

减”政策背景下，大量的 K12 教育培训机构开始探索转型之路，调整前进方向，纷纷开始向艺术教育、

素质教育，职业教育，科技开发等领域进攻[7]。邵梦研究指出，对号称有 2 万亿元体量的校外培训机构

而言，转型是唯一出路。并再从资质审核、培训内容、融资方式、收费管理、培训时间、教师资质、广

告内容等方面对学科类培训机构进行了严格的要求[8]。范倬钧以营利性教育培训机构为研究对象，提出

面临强烈的市场竞争，教育培训机构一要根据市场需求，从服务的角度设计和开发新的教学产品。只有

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才能产生好的营销效果，才能拉动业务增长。二来教育培训机构不光要注重“品牌

化”的建立，而且在营销过程中要站在长远发展的立场上，建立系统的营销策略，淘汰失效的营销手段

[9]。 

3.“双减”政策对培训机构的影响 

3.1. 业务范围受限 

双减政策明确划分了学科类培训和素质类培训的界限。学科类培训主要涉及学生的学术课程，如语

文、数学、英语等，而素质类培训则包括体育、艺术、科技等非学术领域。这一划分限制了培训机构在

学科类培训方面的经营范围，要求培训机构将重心转向素质类培训。双减政策明确规定了学科类培训

和素质类培训的范围，培训机构需要按照政策要求调整业务结构[10]。许多培训机构不得不缩减或停止

学科类培训业务，这直接影响了其收入结构，因为学科类培训往往是培训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和主要

利润构成。 

3.2. 收入来源减少 

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 3 个月的费用，且收费金额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这一措施直接减少

了培训机构的现金流，影响了其财务状况和资金链的稳定性。培训机构不得在周末、寒暑假及法定节假

日期间开展学科类培训。这些时间段原本是培训机构的主要营收时期，政策的实施导致培训机构失去了

在这些高峰时段的收入来源。为了符合双减政策的要求，培训机构需要投入更多资源进行课程内容的调

整、师资培训、合规审核等，这些都会增加运营成本，压缩利润空间。政策实施后，部分家长可能会根

据政策要求选择退费，或者因为培训机构无法继续提供原先承诺的服务而要求补偿。这些都会对培训机

构的现金流造成压力。双减政策对培训机构的收费标准、收费时长等进行了严格限制，导致培训机构收

入来源减少。 

3.3. 运营成本上升 

培训机构需要根据政策要求调整课程内容，开发符合政策导向的新课程，这需要投入额外的研发成

本。同时，教学方法的调整，如减少应试训练，增加素质教育和综合能力的培养，也可能增加教学成本。

培训机构可能需要对现有教师进行培训，或者招聘具有更高资质的教师，这都会增加人力成本。同时，

对教师队伍的管理和监督也需要更多投入。在硬件管理上，培训机构可能需要对现有场地进行改造，或

者寻找新的教学场所，以满足面积、安全、卫生等方面的要求，这会增加租金和改造费用。在软件管理

上，为了适应线上线下融合的趋势，培训机构可能需要投资于信息技术系统，如在线教学平台、客户管

理系统等，这会增加技术投入和运营成本。此外在广告宣传受限的情况下，培训机构需要探索新的市场

营销策略来吸引和保留客户，这可能包括提高服务质量、增加个性化服务、开展社区活动等，这些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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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运营成本。 

3.4. 市场竞争加剧 

双减政策限制了培训机构的业务范围和盈利模式，尤其是对学科类培训的严格管控，导致原本庞大

的市场空间被压缩。培训机构需要在更小的市场空间内争夺客户，行业竞争现状自然更加激烈(见图 1)。
政策实施后，家长和学生对培训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更倾向于非学科类的素质教育。培训机构需要迅速

调整课程内容和服务，以适应新的需求，这就要求它们在产品创新和服务质量上展开竞争。双减政策使

得一些不符合政策要求、实力较弱的培训机构被迫退出市场，而那些能够迅速适应政策变化、具有较强

竞争力的机构则有机会扩大市场份额。这种行业洗牌加速了市场竞争，双减政策使得培训机构面临更加

激烈的市场竞争，部分机构可能因无法适应政策要求而退出市场。 
 

 
Figure 1. The current state of competition in the education industry 
图 1. 教育行业竞争现状 

4. 双减政策下培训机构营销策略研究 

4.1. 转型素质教育、赋能新科技 

随着教育培训行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对素质教育的重视，众多培训机构开始向素质教育转型，

以适应新时代教育需求。在此背景下新东方、好未来、猿辅导等头部机构利用自身的优势，充分利用新

科技，提升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公平，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新东方和好未来等头部机构利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实现对学生学习情况的分析和评估，为每位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教育资源。

同时，通过线上教育平台，将优质的教育资源传递给更多地区和学校，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此外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学而思推出的大模型 MathGPT 平台(见图 2)，平板型智能

学习机等科技产品的迭代研发和广泛使用[11]。这些技术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真实、生动的学习场景，提

高学习兴趣和效果。此外，在历史、地理等学科教学中，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

历史事件和地理环境。新技术的运用和发展，将更快助力培训机构新转型。 

4.2. 深耕文旅产业、产游一体化 

教育培训机构另一个营销策略调整在于转型文旅产业，探索产游一体化发展。这一模式将教育培训

与文化旅游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学习体验，同时也为文旅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新东方在教培转型文旅产业方面可以说是行业领先。优秀教师资源能够为新东方文旅业务开展提供

支撑。对游客来说，跟团旅游的话，一个好的导游是非常重要的，而新东方拥有大量优质教师，教师们

在经过培训之后可以担任导游、讲师等工作。由于教师们的知识储备较为丰富，文学素养也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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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AL AI Intelligent Platform 
图 2. 好未来 AI 智能平台 

 
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加生动、有趣、深刻的讲解，增加其旅游体验。据了解，目前新东方文旅的讲师大多

是由内部转岗而来，主要是汉语言和历史专业老师，不仅理解地方文化更为深刻，还能够把严肃的历史

人文讲出趣味性和故事性。并且，新东方将目光人群瞄准了中老年客群，能够同其他旅游企业形成差异

化。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内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2~2023)》显示，2021 年 45 岁以上的中

老年旅游者合计出游 11.94 亿人次，占据了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 36.81%。由数据可知，中老年客群是旅

游市场的重要客源。 
产游一体化发展模式有助于提升文旅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教育培训行业的参与，为文旅产业带来了

新的客源和消费需求，同时也为文旅企业提供了专业的人才支持。通过与教培机构的合作，文旅企业可

以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优化产品和服务，提升产业竞争力。 

4.3. 直播带货助力新教育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直播带货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消费模式。在教育领域，直播带货为教

育机构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尤其是教育直播产业链的崛起(见图 3)，更助力职业教育的发展[12]。 
传统的教育模式通常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而直播带货教学模式则将学生作为主体，

通过直播平台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实践能力。例如，一些教育机构通过直

播带货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到商品的推广和销售过程中，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直播带

货不仅可以销售商品，还可以传递知识和技能。教育机构可以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将一些实践性的教

学内容引入到课堂中，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知识。在这一方面，新东方的直播带货转型无疑是成

功的，如今的东方甄选已经打出了名气，积累了大量粉丝。数据显示，东方甄选全年带货商品交易总额

(GMV)达百亿元，抖音总订单数达到 1.36 亿单，抖音总粉丝数为 4180 万。对于要发力文旅市场的新东

方来说，能够通过这些直播带货业务积累下来的粉丝为文旅业务引流。直播带货需要借助直播平台和技

术，这为教育机构提供了新的教学方法。例如，一些教育机构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将课堂教学与网络

直播相结合，实现线上线下的互动教学。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可以扩大教学的影响力，还可以提高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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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live streaming industry chain in the education industry 
图 3. 教育行业直播产业链 

 
质量和效果。此外直播带货需要教育机构与产业界的紧密合作，这为教育机构提供了新的教育生态。例

如，一些教育机构与电商平台合作，开展直播带货活动，将教育内容与产业需求相结合，提供更加实用

和有针对性的教育服务。 

5. 结语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培训机构需要调整原有的营销策略，从传统学科教育转型素质教育、赋能新科

技，深耕文旅产业、产游一体化，直播带货助力新教育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营销策略调整研究。三位一体，

重新打造双减政策下后教育时代培训机构发展新格局，以适应政策要求和市场变化，实现教培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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