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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教培市場的「雙減」政策令許多教育和培訓機構如新東
方、好未來等業務受到很大影響，股價暴跌，這些公司紛

紛尋找出路，一些公司便瞄準海外中文教育，其中新東方新推出
比鄰中文，領格和悟空中文等都是主要面向海外華裔兒童、青少
年提供中文、中華文化學習課程，提升其中文聽說讀寫譯能力。
深圳中文路則瞄準港澳和「一帶一路」東南亞國家中文線上教
育。
對於為何進軍港澳普通話培訓市場時，深圳市中文路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長郭信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作為
重點市場之一的港澳，去年香港推出國安法後，香港社會日益穩
定發展，港府近期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大灣區融合速度加
快，港人北上求學、經商和投資的大幅增長，加上內地大量公司
亦以香港作為拓展全球業務的橋頭堡，香港市場對普通話的需求
大幅上升。他認為，香港特區教育的巨大變革，將為普通話教育
培訓需求帶來幾何級增長。

課程針對3-12歲孩子
郭信麟表示，中文路現有員工超過100人，兼職老師 1,000
人，2020年正式進軍香港，平台主要針對3-12歲年齡段孩子，
目前最受歡迎的課程為普通話基礎、「普教中」補習、GAPSK
考試（北京大學建立的考試標準）等。平台也研發了針對成人的
商務普通話課程、PSC（國家教育部的普通話水平測試）課程，
產品覆蓋了有普通話學習需求的多層次年齡人群。

疫情令線上課程受歡迎
因受疫情的困擾，中文路線下體驗店的設置受到了影響，郭信
麟告訴記者，平台在港澳線上中文教育發展相當不俗， 經過一
年多的發展，中文路積累了相當多的市場經驗，加上大數據的賦
能及服務本地化的思維。截至目前，平台來自港澳的學員達到近
6,000人，其中逾一半學員為付費學員，另一個重要數據是港澳
課程的複購率達到85%，通常課程複購率達60%至70%就已經相
當不錯了，平台在許多家長圈形成不錯的口碑，新增客戶約40%
來自於老客戶的轉介。因此，在沒有實體辦公室的情況下，中文
路已經成長為港澳最大的普通話培訓機構之一。
談到中文路為何受到香港家長青睞時，郭信麟稱，中文路在港

澳提供線上一對一教育，時長為半小時，費用僅為100港元左
右，較當地線上課程費用要低三四成，線下一對多通常是5個人
以上，一小時收費300至400港元，同時，中文路為學生提供至
少一次的免費試課。教材方面，許多線上培訓機構都用內地中小
學教材，而中文路的教材是自己聘請專業教研人員按照港澳學生
的特點而編寫，因此更容易讓學生接受和喜愛。中文路聘請了許
多大學對外漢語和師範大學畢業的學生從事教學工作，老師的普
通話水平普遍達到二甲或以上，優秀的母語師資是中文路受歡迎
的另外一個原因。

研發人工智能大數據應用
談到中文路競爭優勢時，郭信麟稱，公司近一年來斥資2,000
多萬元，研發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等技術，這是港澳和東南亞同行
很難做到的。此舉將賦能改善教材研發、教師篩選和培訓，和學
生的學習效率。公司推出的人工智能課堂分析可以讓家長減少監
督小朋友學習的壓力，同時可以令家長隨時了解小朋友的學習情
況，包括上課時候的注意力和愉悅度等等，另外公司提供人工智
能的作業測試系統，可以讓學員知道自己不同階段的學習效果，
老師也可以根據作業測試結果進行針對性的教學。
他坦言，目前公司仍處於投入期，預計明年以後公司業務將因

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應用的優勢，令業務迎來爆發性增長。他相信
隨着大灣區融合的加快和港人對普通話學習需求的大增，無疑將
給普通話培訓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未來中文路擬將爭取在香港
或者內地上市，以更好地服務港澳和「一帶一路」的中文教育。

不過，在香港推廣普通話也遇到一些問題和挑戰，包
括疫情影響香港實體店的開設、港府不認同線上培訓機
構，因此對中文路的業務順利發展帶來了一些影響。
郭信麟表示，受新冠疫情影響，中文路計劃在香港開

設的實體店一直延後，實體辦公室對於建立品牌的信任
度很重要。因為疫情兩地通關需要隔離，導致香港與內
地的商務往來在人員方面大幅度減少，也造成普通話學
習的迫切性下降。無論是「北部都會區」還是與大灣區
的融合，大家都是普遍認同普通話在未來的重要性，但
是市場往往都是比較短見的，只有「殺到埋身」的時
候，大多數人才會着急。
他表示，香港還是有一部分市民對於普通話教學中文

（普教中）和學習普通話有牴觸情緒，「普教中」最近
幾年的重視程度是下降的。目前全港全面實行普教中的
小學只有17%左右，初中是不到3%，高中極少學校對
普通話有什麼要求了，官立學校對於普通話教中文科
（普教中）的重視程度非常不理想，澳門其實也有類似
的情況。因此，這種環境下推廣普通話自然會遇到一些
障礙。

盼線上培訓機構獲官方認同
郭信麟告訴記者，因為特區政府相關部門似乎目前還

不是太認同線上培訓機構，中文路一直打算申請作為
PSC的認可培訓機構，但總是困難重重。對於這些問題
和挑戰，他稱該公司也只能等，市場的龐大需求是能看
得到的，但是政策的改變就成為大量市場需求釋放的關
鍵所在。他認為港澳特區政府在普通話政策的主動性方
面都是有待提高的，線上教育和大量使用內地師資將大
大降低港人學習普通話的成本，這點尤其對於港澳的中
下層非常重要。

深企換跑道
拓港澳學生線上普通話

內地教培行業「雙減」

疫情礙南下開實體店

受國家此前發布教培行業「雙減」政策影響，新東方和中文路等許多機構紛紛轉向境外的中文教育，新

東方推出「比鄰中文」瞄準北美大洋洲富裕的華人子弟。前年已推出海外中文培訓的「深圳中文路」則針

對港澳和「一帶一路」東南亞國家提供中文普通話教育。因粵港澳大灣區加快融合，港人對普通話重要性

的認知和需求有大幅增長，深圳中文路看準商機，力拓港澳線上普通話培訓市場 ，目前港澳學員達6,000

人，其中逾一半學員為付費學員，複購率達到85%。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中文路有上
百員工，港澳
普通話培訓是
其業務重點之
一，圖為其深
圳總部員工給
顧客提供線上
服務 。

●中文路老師在進行線上
一對一普通話課程。

● 中文路董事長
郭信麟看好普通話
在港越來越重要，
培訓需求將大升。

受教培「雙減」政策影響，明年元旦起政府
規定小學生和初中生周末和寒暑假不能補課，
受此影響，全國的教培機構都出現大瘦身，紛
紛裁減網點。其中，內地知名的培訓機構學而
思發布通告稱，其在深圳網點正在大幅調整，
其原本在深圳在50個教學網點，明年元旦起
將關閉17個網點，佔比近四成。有的培訓機
構轉為線上和上門教學，有一對夫妻補習老師
給許多家庭提供上門教學輔導，月入近10萬
元。

學而思關閉四成網點
記者走訪學而思深圳南國大廈一教學網點，

客服人員表示，目前學而思高中培訓不受影
響，高一課程一節課收費300元（人民幣，下
同），時間為2個半小時，而小學和初中在元
旦起便不能週末和寒暑假上課，因此其許多網
點只得裁減。
同樣，學而思一對一培訓也受到影響，其小

學和初中一對一收費很高，一個人2小時課程
為800元至900元， 4-8人的小班費用為一節
課400多元，這些課程也將於明年元旦後取
消。不過，高中一對一課程也未受影響，一對
一課程為兩個小時950元，4至8人的小班費用
為2小時480元。
記者在深圳龍崗區布吉德興花園看到，從事

小學和初中培訓機構易佰教育，以前有大量學
生來此實習，如今受到「雙減」政策的影響，
其幾個教室都有的關門歇業，其中一個改為跆
拳道，另一個一直空置，玻璃門上貼着招租信
息。旁邊小店老闆介紹，為了避免教育局檢查
打擊，他們搬到居民樓頂授課。記者獲悉，他
們的一位老師轉型給一些家庭提供上門補課教
學，一個老師一個月收入達到5萬多元，一年
就有60多萬元，其妻子也提供類似的培訓，

兩人一年收入達到上百萬元。
記者從松鼠教育獲悉，為了避免政策限制，他們提供

周一至周五的課後初中課程培訓，其有12人制的小
班，每節課時長為2小時，費用為340元，這一課程元
旦後也不受影響，可以持續開設。此外，松鼠教育高中
課後教學與學而思一樣，並未受到影響，仍正常運營。
松鼠教育一客戶人員表示，現在許多線下教育機構將課
程轉到線上了，這樣可以避免教育局的嚴厲打擊。

應對「雙減」教培巨頭紛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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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下旬，國家對教培行業「雙
減」新政（即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
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來襲，要求各地區
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這對許多教培機
構帶來大量衝擊，新東方、學而思母公司
美國上市的好未來等紛紛積極採取多種措
施應對。

好未來瞄準學校智慧教育
當小學和初中課外補習受到抑制後，好

未來目前僅剩下的高中學科補習業務正
常，但是課業繁重的孩子，補課時間較初
中和小學要少很多，因此，其對好未來帶
來嚴重衝擊。好未來創始人張邦鑫表示，
未來公司的業務重心將從原來「學習改變
命運」的學科培訓轉變為培養孩子「受益
一生的能力」的素質培養，利用其研發在
AI、直播、大數據、教育內容等，開啟

了針對第三方機構和全日制學校的智慧
教育與科技服務業務。
新東方在高中生學科培訓業務上，其實
也面臨與好未來相同的問題。但新東方小
學和初中的學科類培訓，對整體業務的影
響，大概在50%至60%，因此新東方至少
還保有40%的原有業務。

新東方變農業平台 直播帶貨
新東方早前已宣布退租1,500個教學

點。此前這些教學點僅裝修就花了六七十
億元，還有違約金、押金、學生學費退款
以及離職老師工資等。新東方創始人俞敏
洪早前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未來會將業務
中心放在大學生、成人教育和家長培訓
上。11月7日晚間，俞敏洪在直播時宣
布，新東方將成立一個大型農業平台，通
過直播帶貨幫助農產品銷售。

●易佰教育因為受雙減政策
影響，有的門店歇業招租，
有的轉租給教跆拳道。

● 學而思明年元旦起因週末停止小學和
初中補課教學，將裁減近四成網點。

隨着大灣區經濟的日益融合，以及香港提出開
發「北部都會區」，無論是家庭或個人，許多港
人對普通話重視程度日益提高。郭信麟坦言，目
前香港普通話培訓市場總體而言是一個弱剛需的
市場，但是未來幾年轉向強剛需的機會極大。這
裏有幾個重要的因素，但幾乎都取決於香港特區
政府的政策取向。

有機會成為必考科目
他稱，如果未來香港特區政府將普通話列作必
考科目納入DSE（相當於內地高考）的話，無疑
將會令到大量家庭和學生更加重視普通話學習，
這樣的話將有利港人普通話水平大幅提高，有利

於他們未來北上工作、就業、經商和投資等，同
時也有利於吸引內資和外資投資香港，外資進入
香港其實主要目的也是進入內地市場。此舉將會
撬動和激發港人對普通話學習的巨大需求，從而
給香港普通話教育帶來很好的機會。
隨着香港經濟與內地融合，和大灣區的需求，
為了便於溝通，香港公務員普通話水平亟待提
升，未來如果公務員入職需要考核普通話水平，
或者現有公務員需進行普通話水平測試，龐大的
公務員隊伍無疑將帶來大量的培訓需求。
郭信麟建議，在政府資助問題上，港府如果對
港人學習普通話給予補貼，這樣可以很好地提高
港人學習普通話的積極性。雖然目前在「持續進

修基金」有對考PSC（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進
行補貼，但是PSC考試總體來說對於香港市民難
度太高，申請補貼的門檻也不低，政府能否給予
在校學生和成人更多的學習普通話補貼是未來香
港普通話水平提升的一個關鍵所在。

職場需求也將非常大
郭信麟認為，香港未來經濟以外資和本地華資

為主導的結構將會根本改變，香港經濟的重新起
飛取決於內地資金的投入及與大灣區經濟的融合
程度，這樣，職場上對普通話的需求將會非常
大，特區政府的普通話政策需要為應對這個趨勢
而作出積極的改變。

開拓大灣區 識講普通話更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