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 互联网经济 THE INTERNET ECONOMY 

□文 / 刘东梅

在线教育二十年：
从“教育+互联网”到“互联网 + 教育”

早期在线教育是典型“教育 + 互联网”模式，在传统教育基础上嫁接互联

网渠道，传统思维占据主导，无论技术、人才，还是运营管理等都与互联

网特质相去甚远，产业升级速度缓慢。随着网络技术发展、网民消费习惯

改变，“互联网 + 教育”探索开始，互联网思维占主导，颠覆了以往的教

学主体、教育模式和运营思路等，并对传统教育体制产生倒逼作用。

Records of Internet History

▲

互联网史话

手机阅读本文



912015 年第 7 期

萌芽期（1994-1996 年）

关键词：教育远程化
当时中国互联网刚刚起步，电脑配置、

网络速度、宽带基础等都较差，网络普及

和接受程度较低，在线教育就在这样的背

景下萌芽和发展。

教育平台：网校出现 国家支持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教育机构开始以

网络为介质进行远程教育，通过互联网分

享自己的师资力量，扩大教育资源覆盖范

围。在国家教委的支持下，清华等 10 所

高校共同建设“中国教育与计算机示范工

程”，并提出“远程教育”的概念。1996

年 101 网校成立，成为首家中小学远程教

育网站。

教学形式：文本为主 体验有限

远程教育将渠道从线下拓展线上，但

教育形式方面仍是以文本传输为主，教育

形式受限，用户体验受限，用户群体主要

是由于时间、地域和学历等因素无法接受

教育的年青人，社会对于在线教育普遍接

受度不高，更谈不上付费。

短暂繁荣期（1996-2000 年）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
这一阶段，国家支持的高等学历在线

教育得到发展，民营培训机构也积极转战

线上。随着信息技术与基础教育、高等教

育紧密结合，高校不断推出在线教育课程，

教育信息化建设也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

重视。同时，传统基础教育和高等学校中

的老师、学生也成为主要用户，整体市场

出现短暂繁荣。

市场规模： 概念火热 数量过千 

适逢互联网快速发展期，网校概念被

热炒，企业和学校都开始关注在线教育的

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短短四年的时间内，

中国网校数量迅速增至上千家，在线教育

市场整体容量逐年提升，但是与当时发展

更为迅猛的门户网站、电子商务等行业相

比，仍显得缓慢。

学历教育主导市场，教育部进行远程

教育试点。1998 年推出网上研究生进修课

程；同年，教育部正式批准清华大学、北

京邮电大学、浙江大学和湖南大学为国家

现代远程教育第一批试点院校。2000 年教

育部将远程教育试点院校增至 31 所，同

时准许高校开设网络教育学院，颁发网络

教育学历文凭。这是在线教育发展史上的

重要突破，为在线教育未来发展进行了早

在线教育二十年：从“教育 +互联网”到“互联网 +教育”

远程教育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教育时间和空间上的

限制，教育资源得以重新匹配，教育形式逐步丰富，

大幅提升了教育效率。

刘东梅  艾瑞咨询分析师

图 1 在线教育发展历程

萌芽期

（1994-1996）

徘徊期

（2000-2010）

短暂繁荣期

（1996-2000）

快速发展期

（2010- 至今）

“互联网 +教育”探索“教育 +互联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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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用户教育，也成为当时在线教育市场

规模增长的主要动力，占市场规模的比例

近 94%。时至今日，高等学历在线教育仍

是市场规模增长的主要动力。

同时，民营培训机构转战线上，并获

得高等学历经营权限。比如 1999 年弘成

教育成立，与 40 多家高校展开合作，为

学生提供高等学历教育服务。2000 年，新

东方网校正式上线运营，成为培训机构触

网大潮的重要节点。

教育形式：多媒体化 体验提升

由于国家对于互联网教育投入持续增

加，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在线教

育相关技术得以推进发展，音频、视频在

线教育资源开始出现并快速发展。

互联网技术革新增强了用户体验，多

媒体成为教学载体，教育体验得以大幅提

升。但是网络课程的制作仍然主要依靠教

育机构自身，制作成本较高，整体制作精

良程度还不高，在线教育企业规模化发展

难度很大，远程教育仍在不断地寻求突破。

徘徊期（2000-2010 年）

关键词：信息化程度加深
早期的狂热和投机形成了巨大的互联

网泡沫，2000 年随着泡沫破灭，在线教育

企业也遭受重创，高等学历在线教育和企

业网校分别处于冰火两重天的境地。2003

年随着“非典”爆发，学校大面积停课，

企业网校出现短期回暖，也为网络教育普

及创造了契机。

市场规模：徘徊前进 整体增长

在线教育整体保持增长，但是高等学

历在线教育和企业网校的发展冰火两重

天。一方面高等学历在线教育受到国家政

策的支持，稳定增长。2001 年试点院校范

围扩大至 45 所，2007 年扩大至现在的 68

所。2002 年奥鹏教育等企业经教育部批准

也开始提供高等学历在线教育相关服务。

另一方面，以企业网校为代表的在线教育，

自 2001 年开始随着互联网泡沫破裂而急

速衰落，在“非典”爆发后发展出现短时

间回暖，但整体难掩衰退大势。

Records of Internet History

▲

互联网史话

图 2 2010-2017 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亿元） 增长率（%）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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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期，高等学

历在线教育也逆势增长，成为在线教育市

场主要动力，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学历

证书可以直接用于职业提升，可以说是用

户的刚性需求。第二，在线教育收费水平

比线下培训机构更低，符合用户追求低价

的习惯。第三，高等学历人群的网络普及

率较高，所以，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在

线教育接受程度也较高。

教育模式：因循守旧 缺乏突破

这一阶段在线教育仍然沿袭传统教育

理念，缺乏颠覆式创新。虽然教育形式的

多媒体化提升了用户体验，但是教育内容

仍在简单复制，将传统应试教育的内容照

搬至线上，并没有根据互联网用户的群体

特征和使用习惯重新设计，因而，在线教

育整体的交互性、趣味性的需求没有得到

满足。

盈利模式：上市火热  盈利成疑

在线教育企业掀起了上市热潮。2007

年弘成教育在美国上市，此后，职业和高

等学历在线教育企业陆续赴美上市，这增

强了在线教育企业的资本实力，也提升了

整体社会关注度。

但是除了高等学历在线教育这种刚需

教育之外，其他在线教育机构的盈利能力

仍然较弱。在线教育企业多是将在线教育

作为线下培训机构的简单补充，或是作为

资讯的展现平台，难以吸引用户。

同时互联网泡沫让网络经济受损，加

剧了企业网校运营的负担，在线教育企业

艰难维持。但互联网泡沫带来破坏性的同

时，也催生了企业的网络经济意识，让在

线教育企业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自身的盈

利问题，在线教育企业在摸索中前进，并

逐渐迎来变革的拐点。

在线教育二十年：从“教育 +互联网”到“互联网 +教育”

图 3 2010-2017 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结构

学前在线教育 0.8 1.0 1.3 1.8 2.2 2.9 3.8 4.9

企业 E-learning 12.4 17.0 22.9 27.5 34.6 45.0 55.8 69.0

中小学在线教育 31.0 41.1 56.6 76.5 102.3 138.0 191.3 265.4

职业在线教育 128.7 151.9 183.6 217.6 257.0 300.1 355.6 428.7

高等学历在线教育 318.0 364.0 436.1 516.4 601.9 705.7 830.7 965.9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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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史话

图 4 2010-2017 年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

快速发展期（2010 年至今）

关键词：教育在线化
从 2010 年开始，在线教育真正进入

在线阶段。教育模式出现颠覆式创新，教

育领域更加细分，全球性的教育投资和创

业热潮愈演愈烈，并且用户群体从学生扩

大到全民，在线教育行业也被赋予了促进

优质教育资源公平共享的崇高使命。

教育模式：颠覆出现 渠道多元

在线教育提供了全新的知识传播模式

和学习方式，即将引发全球教育的重大变

革。2010 年，由孟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可

汗创立的可汗学院成功运营，引发了全世

界的广泛关注。随后，美国 MOOC（大规

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台的上线更是吸引了

全球大量用户，并颠覆了传统以教师为中

心，一对多的教学模式，更多以学员为中

心，注重交互性与个性化的教育模式出现，

比如“翻转课堂”等。另外，在线教育学

分认定与学分转换制度也在推进中，这意

味教育产业迎来重大变革和机遇。

教育形式变得多媒体化、互动化，人

们可以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个性

化的学习。目前系统性的学习以 PC 端录

播课程为主，可大幅降低教育成本，但是

由于缺少有效的沟通和监督，课程完成率

比较低。1 对 1 直播形式主要用于外语教

育，互动性更强，利于提升学习兴趣，课

程完成率也高，但是课单价较高。

另外，教育渠道多元化发展，电脑、

手机、iPad、数字电视以及智能设备（如

谷歌眼镜）等不断涌现。移动端主要是各

类教育 APP，如早教、答疑、背单词等细

分内容，整体同质化程度较高，也因此在

线教育产品的营销变得愈来愈重要。

市场规模：稳定增长 市场细分

在线教育保持高速增长，2014 年中国

在线教育市场规模 998 亿元，预计未来仍

将保持近 20% 的增速，2015 年突破 1100

亿元，2017 年将达 1733.9 亿元，市场空

间巨大。主要动力来自于高等学历在线教

育、在线语言教育、职业在线教育，而学

在线教育总用户规模（万人） 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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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线教育拓展较慢，具体来说：

高等学历在线教育仍是主要增长动

力。原因在于：发展时间长，用户接受程

度高；可提供学历证书，利于职业发展；

付费率高，人均课单价高。同时存在限制

增长的因素，包括：监管制度不完善、学

历含金量和企业认可度降低、在线学历教

育固有观念难以转变等。整体来看，未来

前景广阔。2014 年国务院取消和下放“利

用网络实施远程高等学历教育的网校审

批”，将有百万量级的学生使用高等学历

在线教育。在今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

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中

提出，“探索建立网络学分认定与学分转

换等制度，加快推动高等教育服务模式变

革。”这将为高等学历教育提供政策助力。

在线语言教育和职业在线教育是第二

大增长领域。增长原因在于：课程标准化

程度高，可帮用户掌握实用技能，且价格

相对于线下优势明显，用户付费意愿强烈。

在线语言教育用户横跨各年龄层，市场不

容小视，并且教育创新与创业最多，2014

年为 193.8 亿元。目前内容以英语为主；

系统性学习主要在 PC 端，背单词等在移

动端；口语类以 1 对 1 和 APP 为主。职

业在线教育受资本市场支持，商业延展能

力强 , 可与招聘行业联合为培训用户推荐

职位等。

学前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较小。由于用

户人群特殊，且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用户

付费意愿较弱。随着二胎政策开放，市场

将小幅度提升；内容方面，现有产品集中

在人文知识和语言学习，而自然科学、宇

宙、安全、生存技能学习产品将成机会 ; 

运营方面，可与婴幼儿电商、快消品电商

相结合。

中小学在线教育前景广阔。目前市场

还有待培养，这是因为：用户升学压力巨

大，接触网络时间较少，而且中小学教学

内容存在地域壁垒，各地教材和考卷存在

较大差异，产品研发难度较大。但是未来

前景广阔，在线测评、大数据分析、个性

化定制教育方案等将为行业突破带来新的

机遇。

用户规模：高速增长 规模扩大 

2014 年 中 国 在 线 教 育 用 户 规 模 达

7796.9 万人，预计未来将保持 15% 左右

的增速，2017 年将达 12032.6 万人。调

研数据发现，在线教育用户主要是高学历

群体，互联网渗透率较高，用户付费意愿

较强。随着网民数量增长，网络速度提升，

用户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教育虽是一个“慢”行业，但获取用

户却要快，只有在早期抓住用户，才不会

被同质企业所取代。另外，加强用户研究，

挖掘数据价值，对于在线教育企业突破单

一经营模式，实现跨界经营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投资：各方圈地 投资狂热

在线教育受资本市场热捧，2013 年成

为“中国在线教育元年”。受到 2012 年

美国三大 MOOC 平台大额融资的强烈冲

击，全球性的在线教育投资热潮愈演愈烈。

中国在线教育受到了资本市场、创业先锋、

在线教育二十年：从“教育 +互联网”到“互联网 +教育”

在线教育的崛起，不只带来教育技术的变革，更带

来教育观念、教育模式、人才培养过程等方面的深

刻变化，教育产业迎来重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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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育机构、互联网企业的高度关注。

2013年开始，大量资金流入在线教育行业。

一方面，互联网巨头开始运用自己强大的

流量优势，布局在线教育行业；另一方面，

传统教育机构通过并购、合资成立具有强

大互联网基因的在线教育公司，布局在线

教育市场。主要投资领域包括学前教育、

中小学教育和语言培训等，之后热点转向

语言培训和职业教育，其他领域分布均衡。

2014 年之后投资机构投资额度动辄上亿

元、投资笔数也迅速增加，很多机构设立

在线教育专项投资基金，还出现了小规模

并购融资热潮。但很多在线教育初创公司

因为无法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募集资金困

难而死掉；部分公司则因过度烧钱却一直

找不到有效的盈利方式而被并购，整个行

业出现小规模洗牌。

未来趋势分析：产业升级 行业变革
在线教育发展非常复杂，各个细分领

域在获取用户、开发产品、产品运营等方

面都有不同特点。同时，由于资金、教师、

用户资源等重要因素的限制，短期内还没

有出现一个跨越全行业的、大而全的在线

教育企业。但是在线教育行业整体发展趋

势仍然可以预见：

趋势一：线下教育企业布局线上

传统机构一方面希望借助在线教育契

机开拓线上业务，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助互

联网力量优化升级线下业务，借助 O2O

模式撬动在线教育市场。但从目前营收状

况来看，转型之路机遇和挑战并存。

挑战来自于以下方面：1. 各方力量跑

马圈地。除了新东方等传统培训机构进军

线上以外，还存在沪江等纯线上培训机构，

以及 BAT 等互联网公司虎视耽耽，强力

布局，凭借资源和流量优势，形成强大竞

争壁垒。2. 教学模式不断创新。1 对 1 直

播等创新教学方式兴起，对于在线教育企

业教育模式设计、平台技术能力等提出更

高的要求。3. 买方市场形成，替代产品多

样。教育产品同质化增加，免费学习资源

Records of Internet History

▲

互联网史话

图 5 2013 年和 2014 年投资领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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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平台需要迎合消费者选择，并且提

升内容吸引力，吸引消费者付费。4. 从业

人员议价能力提升：在线行业从业人员流

动性大，互联网更是提供了低门槛创业平

台，教师参与市场竞争、自主创业机会、

跳槽到竞争对手企业等机会大幅增加。 

趋势二：战场向移动端转移

虽然目前在线教育的主战场仍是 PC

端，但基于移动终端的优势，多屏互动教

学方式应用范围扩大，学习者不必再局限

于电脑前，可利用碎片时间，随时随地进

行学习。随着 4G 网络的普及，移动学习

用户增势明显，并将逐步成为在线学习的

普遍形态。

趋势三：向二、三线城市渗透

在线教育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实现

优质教育资源向下流通。目前在线教育在

一线城市发展火热，但在二、三线及以下

城市仍有较大发展空间，未来将成为在线

教育企业抢夺重点。

趋势四：

直播课堂推动混合式学习兴起

教育形式创新离不开技术进步。在线

教育发展初期，在线教育机构大多将视频

会议软件直接用于虚拟教室或直播教育，

但仍然无法满足教育和培训需求。虚拟教

室的出现和使用，可以同时容纳成千上万

人同时在线，可把真实课堂所具有的功能

结合起来提供给学员。但是由于教育的独

特性，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网络化学

习的优势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成为未来发

展趋势。

趋势五：并购热潮，洗牌开始

在线教育参与者经过多年的探索与总

结，根据自身的不足，加强企业间的并购

联合提升市场竞争力。互联网公司发展在

线教育缺乏内容生产能力，所以更多关注

教育内容生产方的投资和收购；传统教育

机构缺乏互联网基因，所以急于寻求与互

联网公司联合；纯在线教育公司则更多地

兼并业务类型相近公司，弥补自身短板，

也获得原有公司用户。2015 年开始，细分

行业逐步开始洗牌。

尾声
在线教育经过 20 年发展，虽然还没有

彻底改变中国教育形态，成为教育主流，

但是为用户提供了重要学习补充渠道，让

终身教育理念深入人心。现阶段，在线教

育不再是简单粗暴的教育“+”互联网，

而是开始在互联网基础上探索“+”教育

形态，关注用户体验，以用户为核心，具

有很强的互联网特性，符合“互联网 +”

的发展思路。但我们也认识到，教育行业

触网并没有像其他行业那样被迅速地颠

覆，究其原因，还在于目前课程缺乏创新，

简单地照搬线下，难以吸引用户学习并付

费。因此，在线教育的发展还需要大刀阔

斧的创新，以及国家进一步开放体制内资

源，让行业充分竞争，从而实现整个教育

产业的优化升级。

在线教育二十年：从“教育 +互联网”到“互联网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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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是大趋所趋，虽然还没有彻底改变中国教

育形态，但是提供了重要的学习补充渠道，并且未

来将推动整个教育产业的优化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