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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事件：2月8日晚教育部发布《校外培训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定义校外培训为以中小学生和3至6岁学龄前儿童为对象，以
提高学业水平或者培养兴趣特长等为主要目的，有组织或系统性的教育培训活动。这是“双减”政策发布之后的进一步规划，在
资格审批、培训时间、教研人员资质等方面均提出了具体的规范意见。对比双减，我们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有以下几点核心边际
变化：

高中及非学科与K9学科界限更清晰。本次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K9学科培训相关限制，不再提及高中参考K9学科执行，第四条明
确规定校外培训按照学科和非学科实行分类管理；而此前双减的表述为不再审批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和面向普通
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管理，参照本意见有关规定执行。这意味着高中及非
学科与K9学科界限变清晰，监管和政策是要分开讨论的。

K9学科培训仍有较多监管要求，规范化趋势不变。本次征求意见稿对于K9阶段学科培训仍有较多监管要求，如义务教育阶段应登
记为非营利法人，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寒暑假期组织K9阶段培训等等，与双减没有特别大差异；课外培训监管规
范化趋势延续。

校外办学许可开始审批。此前双减对于审批新增机构的表达是，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而此次征求意见稿对于表示，开展校外培训活动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校外培训办
学许可，具备法人条件，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应登记为非营利性法人。

本次政策文件明确对K9学科的限制，而对高中阶段与K9阶段的非学科培训态度较为友好。双减后龙头企业已逐渐砍掉K9阶段学科
培训业务，以非学科类的素养培训为主，建议关注聚焦高中阶段、主营一对一个性化辅导的【学大教育】；K9素养培训龙头、业
绩持续兑现的【新东方】【好未来】；此外还有素质+职业+全日制多元化布局的【卓越教育】，综合布局素质培训+直播电商的
【思考乐】。

2风险提示：征求意见稿落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行业竞争加剧，培训需求不及预期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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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次征求意见稿与双减文件的核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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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延续“双减”政策方向，在机构资格审批、培训时间、教研人员资质等方面均提出了具体的规范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学科类和非学
科类分类管理；鼓励、支持少年宫、科技馆、博物馆等各类校外场馆（所）开展校外培训，丰富课程设置、扩大招生数量，满足合理校外培训
需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完善经费保障机制，通过多种方式，引入质量高、信用好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满足
学生多样化需求；“高中阶段参照执行”内容删除；机构由审批制转为应取得相应办学许可，且新增要求教研人员不得参与校外培训；课程价
格设计上，由成本构成公示正式转向由政府设定收费管理办法或审批，并明确要求预收费用纳入监管。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方正证券研究所

双减 征求意见稿

非学科类培训
各地要区分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类别，明确相应主管部门，分类制定标准、严
格审批；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未经审批多址开展培训的校外培
训机构

校外培训按照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分类管理；鼓励合理开展
校外培训，引导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
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教学和教研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专
业资质

高中培训 高中阶段参照政策规定执行 删除“高中阶段参照执行”

K9学科培训
培训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法人，并由主管部门实行规模调控；机构的教学和教研人
员，应当取得教师资格；幼儿园、中小学在职教师不得从事校外培训活动

延续“双减”方向；同时新增幼儿园、中小学教研人员不
得从事校外培训规定

新增机构 K9学科类各地不再审批；非学科类分类制定标准、严格审批

应依法取得相应办学许可，具备法人条件；校外培训办学
许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利用互联网
技术在线开展校外培训活动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
部门审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办学许可，在向教育行政部
门申请许可前，应当报同级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涉及
多个部门的，应当分别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培训时间
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线上
培训每课时不超过30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21点。

培训所在地中小学教学时间之外，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K9学科类培训；省级人民政府
教育行政部门可以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对培训时长、时段等
作出规定

课程价格 根据市场需求、培训成本等因素确定培训机构收费项目和标准，向社会公示
K9学科类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
收费管理办法；其他校外培训的收费价格，应当报审批机
关备案；将预收费用纳入监管



2018年前课外辅导赛道火热，K12培训市场快速扩张；2018年以来监管政策逐步收紧，行业发展承压：截至2019年，K12教
育培训市场规模达到约8846亿元，占中国教育培训市场38%份额；到2022年末市场规模仅余约2692亿元，在中国教育培训
市场中占比15%。

机构K9业务叫停，尚未对高中业务做出相关规定：2021年，国务院出台“双减”政策。政策对学科类培训机构资质及融资
做出一系列限制，明确提出学科类培训应登记为非营利机构。2022年以来政策力度持续加大，对违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愈
加严格，并制定了详细的行政处罚措施与执行流程。

2 行业：双减政策冲击行业，机构出清改善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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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中高考竞争激烈，升学压力大，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焦虑，学科类教培需求旺盛。

➢ 高中升学人数稳定，2015年至2022年毛入学率由87.0%稳步提升至91.6%；
➢ 高等教育竞争水深火热，2021年/2022年高考人数同比增加10.7%/8.2%，2015年至2022年高考报名人数占应届生人数比

重由59%快速增长至85%；
➢ 升学竞争加剧了中国家长长期存在的教育焦虑，家庭教育支出快速增加。

2 行业：升学压力大，教培需求持续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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