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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K12英语教育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K12

英语教育行业相关概述、中国K12英语教育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K12英语教育行业的现

状、中国K12英语教育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K12英语教育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

中国K12英语教育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K12英语教育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

想投资K12英语教育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家长们对孩子英语教育程度的重视也进一步促进了少儿英语培训市场的繁荣，家长们认为

英语培训机构更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线下学习英语的方式也更其符合家长认知的传统的教

学方法，能够提供同伴交往、团队学习氛围、情景教学环境等条件；线上学习英语的模式目

前对家长来说还处于探索阶段，不确定性较强，还未得到家长的广泛信任。据调查数据显示

，线下培训机构是现阶段家长比较信任的学习形式，占比高达 60.0%，而仅通过线上学习英语

的方式占比为 8.4%。

 通过线下培训机构进行学习是主要的学习形式，占比为 60.0%。

         

 报告目录：

 第一章、K12 教育市场政策环境分析    

          k12课外培训机构在2018年迎来&ldquo;严监管&rdquo;态势，其中2018年2月26日，教育部

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的通知》。

 我国 k12 教育相关监管文件

                           k12课外辅导             时间             文件             内容                               2018年2月             《教

育部2018年工作要点》             推动解决中小学课外负担重                               2018年8月             民促

法送审稿             建立预付管理风险防范机制，合理确定收费标准和收费周期                              

2018年8月             《关于规范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设臵标准、审批

登记、培训行为、日常监管等作出具体规定                               2018年12月             《中小学生减负

措施三十条》             严禁超标培训、严禁招生与升学挂钩                               2022年2月             《教

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             深化入学改革，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2022年7月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演进以各类考试、竞赛、培

训成绩作为招生依据，不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               

数据来源：公共资料整理



 1.1、体制与机制改革是民办教育改革主线，分类管理制度的逐步推进为民办教育市场有序成

长奠定基础    

 1.1.1、体制与机制改革是民办教育改革主线    

 1.1.2、分类管理制度助力民营教育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1.2、人口政策演变助推婴儿潮，奠定 K12 市场规模未来增长基础   

 1.3、新型城市化进程持续拉动内需，为民办教育市场稳步扩大提供增长契机    

 1.4、在线教育发展迅速    

 1.4.1、教育信息化改革的政策红利    

 1.4.2、&ldquo;互联网+教育&rdquo;正在进入快速成长通道   

  

 第二章、K12 英语教育市场供求分析    

 2.1、行业周期：快速成长阶段    

 2.1.1、婴儿潮奠定 K12 市场规模未来 5-10 年的增长基础    

 2.1.2、二胎政策对 K12 市场规模增速的拉动作用有限   

 2.1.3、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加大，未来 3 年 K12 市场快速成长可期    

 2.2、行业需求分析   

 2.2.1、全国 K12 英语市场规模分析    

 2.2.2、一线城市 K12 英语市场体量大，中高端消费明显    

 2.3、行业供给分析    

 2.3.1、K12 教育供给的三种模式：内容、平台、技术    

 （1）课程内容生产方，积累是关键    

 （2）平台资源整合方，取胜看流量    

 （3）工具产品提供方，形态分散    

 （4）技术设备提供方，改造和提升教育质量    

 2.3.2、K12 英语教育的盈利模式趋于多元化    

 （1）国内 K12 教育公司的盈利模式较为单一    

 1）、内容收费    

 2）、广告收费    

 3）、技术服务    

 4）、咨询服务    

 5）、软件收费    

 6）、平台佣金    



 （2）国外 K12 教育盈利模式多样化     

 （3）国内 K12 教育盈利模式逐渐清晰，并趋于多元化    

  

 第三章、K12 英语教育产业链分析    

 3.1产业链分析     

 3.1.1、课程内容生产方    

 3.1.2、平台资源整合方    

 3.1.3、工具产品提供方    

 3.1.4、技术设备提供方    

 3.1.5、客户    

 3.2、核心竞争要素：K12 教育机构核心竞争力的本质基础是内容    

 3.3、同业竞争者    

 3.3.1、互联网企业布局 K12 教育市场    

 （1）互联网巨头：自有平台+对外投资    

 （2）互联网初创企业寻痛点入场   

 （3）互联网企业汹涌而来探索盈利模式    

 3.3.2、线下 K12 教育机构拓展线上业务    

 （1）传统教育企业线下业务放缓    

 （2）各机构尝试线上以谋突破    

 1）、好未来：自建平台+投投投    

 2）、新东方：打造线上线下教育生态圈    

 3）、学大教育：依托&ldquo;e  学大&rdquo;进行自我变革   

 （3）线上平台是发力方向   

 3.3.3、传统企业跨界布局 K12 教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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