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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本质是供需关系，而供给与需求是相对应的。按照经济学理论，需求可以创
造供给，供给也可以创造需求，扩大了供给和需求，也就创造了社会财富。但是，
如果经济发展要想健康、积极、可持续，必须保证供给和需求是真实的、有益的、
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
因此，无论是发展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
，无论是提供产品还是服务，满足的都应该是真实、有益的需求，产业发展应该有
利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

近年来，校外培训市场尤
其是学科类校外培训急速发展，K-12
市场规模一度达到万亿级。早在2016年，参加中小学校外辅导的学生规模便已超过
1.31亿人次，从业人员规模达700万至850万人，最近几年更是愈演愈烈。随着资
本的卷入，校外培训
愈加偏离教育轨道，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一是校外培训“野蛮生长”
，破坏教育生态。“双减
”前，我国K-12市场规模近万亿，总量数十万家，已超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数量，
校外培训机构建立起了自己的“教育帝国”，与学校教育分庭抗礼，严重影响了教
育生态。二是市场无序竞争，“劣币驱逐良币”。
“双减”前，校外培训入行门槛很低，培训机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对很多机构
而言，培训只是短期行为，“挣钱”才是最终的目标。培训机构无证经营、质量低
下、机构倒闭、卷款跑路事件时有发生。
三是制造焦虑，形成“剧场效应”。
资本卷入之后，校外培训市场一度热火朝天，资本展开“烧钱”大战，广告铺天盖
地，对全社会进行狂轰滥炸式营销，炒作贩卖焦虑。人为渲染和传播的“教育焦虑
”形成“剧场效应”，使得更多家长被裹挟其中，只能被迫买单。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全面规范校外培训市场，情况大为好转。

近期，中央有关会议提出“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收缩性政策是指具有收缩效应
的政策，简单来说，就是带来需求收缩、供给收缩、降低社会预期的政策。典型的
收缩性政策包括紧缩性财政政策
、收缩性货币政策等，它们通过增加税收收入、减少财政支出、削减货币供应等手
段抑制社会总需求、减少社会总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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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政策目标。“双减”政策大力整治校外培训乱象、限制机构发展、规范
培训行为，一大批校外培训机构关门，教育培训行业市值大幅下跌。那么，“双减
”针对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治理是收缩性政策吗？笔者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过度校
外培训满足的
不是真实的教育需求，而是
宣传和虚构营造出的需求。
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校外培训供给无限膨胀，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名目繁杂。类似
的课程内容被人为划分为基础班、提高班、创新班、精英班、“一对一”等等。表
面上来看，消费者的选择变多了、需求被满足了，然而，这真的是学生和家长的真
实需求吗？大量培训内容和产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生产者把它生产出来了，消费
者发现这种产品有供给，并在商家的不断诱导和营销之下，出于担心落于人后的心
理，才决定购买它。

过度校外培训背离教育初衷，
满足的不是有益需求。
古今中外，教育都是公益事业，而教育的公益性与资本的逐利性之间存在天然的不
可调和的矛盾。什么是好的教育？对家庭而言，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孩子过上健康
幸福的生活；对社会而言，是发展素质教育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资本和校外培训机构而
言，则是卖课程、搞营销，实现利益最大化。“双减”前，校外培训市场完全依靠
市场调节，资本出于逐利考量，将“学的多”等同于“学的好”，将“参加课外培
训”宣传为“能取得好成绩、获得好未来”，异化了“好教育”的定义，带来的是
过度培训、过度营销、恶性竞争。一段时期以来，“出了校门就进课外辅导班”“
校-家-校外培训机构三点一线”是不少中小学生的常态，这不仅人为加重学生的学
习负担，还会扼杀孩子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

过度校外培训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外部性。
随着资本卷入，过度校外培训带来的危害不容忽视。对家庭而言，过度培训加重学
生学习负担，危害学生身心健康，加大家庭经济压力，影响群众生活水准。对学校
而言，规模庞大的校外培训机构在国家教育体系之外再造了另一套教育体系，扰乱
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对社会而言，过度培训散播教育焦虑、加剧社会内卷、妨
碍教育公平。从产业结构角度说，庞大的教育培训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创造真正
的价值，而是满足虚幻的、内卷的、无益的需求。有调查显示，超半数的中国家庭
教育支出
高于家庭收入的2
0%，在年收入超过50万的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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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70%的家庭教育支出
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超过20%，其中47.6%的家庭超过了30%，高昂的培训支出不
仅直接加剧了家庭经济压力，还会挤占居民其他消费，不利于扩大内需。不仅如此
，高昂培训支出还可能导致群众不敢生、生不起，影响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总之，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具有以下特点，即：满足真实需求、满足有益需求
、有利于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按照上述标准，校外培训产业存在营造虚幻需求、满
足无益需求、给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负外部性等突出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双减”政策关系到民生福祉、关系到生育养育、关
系到共同富裕
，满足的是整体利益需求、全局目标需求、长远战略需求、孩子一生健康成长需求
、民族复兴
持续动力需求。虽然这项政策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但它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是一项
有利于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政策，而不是一项“收缩性政策”。

（作者为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原文刊载于中国经济导报，网络版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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