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滕泰：校培行业“团灭”，
赛道调整再开教育产业新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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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滕泰、张海冰 

近期，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市场因行业监管政策出现重大调整，造成相

关上市公司市值大幅缩水，龙头公司年初以来累计跌幅已经超过 90%，是

近年来罕见的行业“团灭”事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教育培训产业

的穷途末路呢？事实上，只要掌握知识产业发展的新规律，尽快找到新的

赛道，顺应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和的需要，中国的

教育培训产业仍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经济转型需要强大的职业教育培训产业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人们获取知识、技能的需求只有增加，

没有减少，公立教育部门不可能完全覆盖这些需求，在职业技能培训和自

我完善的新赛道上，教育培训产业将获得比以往更加巨大的发展空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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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增长乏力的同时，向智能制造、高端制造、软性

制造升级的制造业，和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现代服务业以及文化娱乐业等

各种软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对人才教育培训的需求不断增长。 

据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联合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

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 2020 年的人才缺口超过 1900 万人，2025 年这

个数字将接近 3000 万人；服务业的缺口更大，仅家政、养老等领域至少

需要 4000 万人。同时，新经济催生下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新

的职业、岗位和技能需求也不断增加。从 2019 年至今，人社部已经陆续

发布三批共 38 个新职业，如在线学习服务师、互联网营销师、电子竞技员、

无人机驾驶员、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

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有人估计，未来五年中，38

个新职业人才缺口将会到达 9000 万以上。而国家财政资金在教育方面的

投入，将主要用来支持义务教育、公办普通高中教育和公办高等教育，对

于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投入相对不足——这必然为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培训

产业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追求美好生活需要，为教培产业提供新赛道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催生了深度而广泛的自我完善培训需求。随

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看重自我成长、自我拓展和自我实现，

也有相应的经济条件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更多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旅游、

休闲、广场舞等形式，而是向着难度更高、专业性更强、投入更大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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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兴趣和自我实现。在自我成长这个领域，教育培训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举例而言，美国的 3 亿多人口中，有 6000 万人拥有潜水证书，占全

世界潜水活动的 41%左右。而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潜水人口，则分别占全世

界潜水活动的 25%和 20%。 而中国拥有潜水证书的人则很少。但是消费

者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长，据国际专业潜水教练协会（PADI）统计，2018

年全球潜水考证数增长率约为 5%，而中国人潜水考证数年增长率约 40%，

是全球平均增速的 8 倍。 

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潜水培训机构是 PADI（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Diving Instructors——专业潜水教练协会），它拥有的

6800 个 PADI 潜水中心和度假村，以及超过 13.7 万名 PADI 专业人士和

2700 万份认证——目前占据潜水培训市场近 80%份额。2017 年时，PADI

的股权卖出了超过 7 亿美元的高价。 

除了潜水，人们在私人飞行、户外探险、运动健身、音乐表演等方面

也有着越来越多的需求，而这些方面的兴趣成长不是自己“玩玩”就能实

现的，都需要系统的培训，这些领域都可能成为教育产业广阔的蓝海。 

浅学习与线上教育培训产业的广阔空间 

作为专业深度学习的重要补充，知识付费等浅学习方式，也在知识快

速更新、人们求知欲增强的大背景下，有着广泛的发展机会。当前，各种

新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创造出来。与多年前的知识更替周期长达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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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同，如今在很多领域的知识更新周期已缩短至 3~5 年。人们必须接受

知识更新加速的新挑战，那些不能适应学习常态化的人，终将成为落后者

甚至被淘汰。 

不仅 IT 领域的持续培训和学习需求爆发式增长，就连给我们留下传统

印象的医学界，其知识更新的速度也超出我们的想象。全球知名医学知识

信息专业机构爱思唯尔的研究指出：1950 年，医学知识翻倍的时间长达

50 年；1980 年，这一时间需要 7 年；2010 年，医学知识翻一倍还需要

3.5 年的时间；而到 2020 年，只需要 73 天，医学知识量就会翻一倍。与

此同时，现代的快节奏生活让人们的空余时间越来越碎片化，利用公交通

勤、排队等候、餐饮休息的时间，为人们提供知识普及的“碎片化学习”

应运而生。目前不仅有得到、喜马拉雅这样的“知识分享”平台，哔哩哔

哩弹幕网等视频网站、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都有大量的播主在从事知识

传播、科学普及、一直到系统授课等碎片化学习。 

2021 年一季度，抖音平台上成人教育创作者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84.1%，成人教育企业号数量增长了 488.3%，成人教育视频数量增长了

194.3%。在哔哩哔哩弹幕网（B 站），2020 年科普内容的播放量增长最快，

高达 1994%，泛知识类内容占 B 站全平台视频总播放量的 45%；有 1.13

亿用户在 B 站学习，是中国在校大学生数量的三倍多。随着 5G 的普及和

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越来越普及，碎片化学习和

线上教育的空间还将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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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鼓励职业教育大发展 

与对校外培训产业实行严厉监管措施形成明显对照的是，近年来政策

法规的制定、修订和完善，为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空间，职

业教育将成为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培训产业的主要赛道。 

以往学生和家长往往觉得接受职业教育与“上大学”相比，总是要低

一等，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能够获得技能和解决就业，但无法进一步提升

学历，由此导致人们轻视职教，宁愿参与已经白热化的高考竞争。而近年

来的法规制定和完善，正在打通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平等地位和互通路

径。2014 年 6 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就把原来

职业教育包括中职、专科阶段的职业教育，扩展到包括本科、研究生阶段

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国家建立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初级、中级、高级职业教育有效衔接的制

度，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业成果融通互认。这就让参加职业教育的

受教育者不但能够获得技能，而且能够进一步提升学历，大大增强了职业

教育的吸引力。 

与义务教育阶段的办学严格限制社会力量参与的政策不同，法律和政

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2016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决定》首次提出企业要发挥“重要办学主体作用”； 2017 年，

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 年）》

就提出了“到 2020 年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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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这实际上是政策在鼓励甚至推动生源流向职业教育。考虑到 2019 年

进入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占适龄人口的比例为 34.4%，进入普通高中的比

例为 52.6%，前者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2018 年 2 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

提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举办或者参与举办职业学校”；2021 年 3 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对产教融合和校企合

作、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学校；2021 年 5 月，《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

例》第九条再次明确提出：“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

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显然，政策在关闭一扇

门的同时，也在另一个方向敞开了一扇又一扇大门。 

把握软价值规律，创造知识产业新需求 

无论是职业教育，还是自我完善培训和碎片化学习，其本质都是知识

产品的创造和传播，其规律当然不同于制造业，也和传统的服务业有很大

的区别——只有从满足人们追求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把握知识产业从研发、

体验和流量三个维度创造价值的软价值新规律，才能开发和创造出无限的

新需求。 

产品开发是知识产业价值创造的首要环节，对职业教育来说，产品研

发的重要性不比制造业更低，专业、课程、教材、测验体系、教学方法……

都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进行开发，而且每一个有效创意背后，往往都

是几倍、几十倍的无效投入。当然，如果一旦产生有效研发创意，就能创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