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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共推動雙減政策大陸民意觀察 
政治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姜以琳主稿 

 

中共透過「雙減」政策進行大規模教育改革，雖立意良好，但與現

行教育模式與體制的重大分歧，極可能加劇貧富在教育上差距。 

民意呈現兩極化反應，中下層人民支持度較高，上層及菁英階級者

較為反對；校外培訓業者受影響最大，稱政府不給生路；中小學教

師對政策感到不滿。學者預測教育改革可能帶來未預期的嚴重後

果，官方如何應對多變的民意，尚待觀察。 

（一）前言 

2021年 7月 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

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

稱「雙減」。雙減乃大規模的教育改革，與現行教育模式與體制的重

大分歧。雙減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扭轉中小學「學生負擔太重、短視化、

功利性」的教育問題，並且整頓校外培訓機構（例如補習班、安親班等）拒

絕退費或捲款潛逃、對家長進行恐嚇性投資、哄抬並浮報培訓效果的

亂象。其中具體措施包含由學校單負起安親班職責（意即讓國小學童留在學

校由教師免費照顧監管至父母下班時間），以及規定所有培訓機構（或作補教機構）

必須為非營利性質，調整收費。此政策影響層面甚廣，尤其對養育未

成年子女之家庭，有立即且劇烈的影響。然而雙減政策具有高度爭議

性。民意呈現兩極化反應：中下層人民支持度較高，上層及菁英階級

者較為反對。就行業別而言，培訓業者最為反對、中小學教師對政策

感到不滿、學者專家亦不乏反對聲浪。 

（二）雙減政策的民意觀察 

對社會大眾而言，由於雙減政策影響層面極廣、改變力度強大，

令許多人錯愕且震驚。然而家長們依不同社會經濟地位而有兩極的反

應。其中，中下層階層、勞工階級、或農民的父母們，不乏表示極力

支持此一政策。這群父母財力有限，教育程度不高，他們不冀求子女

上頂尖大學，也沒有能力送子女出國深造。中國大陸近年加速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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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現象，使得他們當中許多對教育不平等深感不滿，期望政府消

弭家庭財富造成的教育差異。就他們的觀點，雙減帶來經濟、時間、

以及心理上的好處。家庭經濟上，子女不用去培訓，代表大幅降低教

育支出（每年省去好幾萬人民幣的花費）。時間與心力上，家長不必每晚盯著

小孩寫作業，更不必為接送子女提前下班或請假，也意味著節省父母

心力、時間等家庭成本。最後，這群家長可能原本就對學校及教師有

較高的信賴感，因此子女活動既然全面回歸學校，對子女的學業焦慮

程度便有自覺的下降。雙減政策對這群數量龐大的家庭有直接好處，

因此支持此政策的實行。 

菁英階級或中上層階級的父母則對雙減感到極為不滿。這些父母

大多希望小孩可以在教育競爭中脫穎而出，申請或考上頂尖名校，甚

至出國深造。對他們而言，雙減在時間、心理、與經濟上，都造成比

過往更大的家庭負擔。時間上，國中小子女一律在 5 點 30 分至 6 點

30 分下課，代表著原本混亂的交通更糟糕，父母因堵車而耗費大量

時間接送子女。小孩若沒有課後培訓，除了上才藝班以外，週間放學

後以及週末全部交由父母照顧，育兒支出即使下降，父母的時間成本

卻暴增。心理上，取消或降低外語訓練的管道，代表著子女在國際上

恐怕難以與其他英語能力良好的學生競爭，實質上大幅提昇這群父母

的焦慮感。經濟上，這些家長已經預付了多年的培訓經費，培訓機構

卻在一夕間倒閉或負責人潛逃，無異於投資血本無歸。此外，菁英與

中上階層的父母為規避政府規範，讓子女得到實質培訓，已發展出三

種因應措施：交由高中全權負責培訓子女、送子女出國，以及找住家

家教。其中第一項前提是子女有極高的學術成績或者家長能夠負擔擇

校費用，後二者所費不貲，一般中產家庭都難以負擔。 

在受雙減影響的產業中，校外培訓產業受到的影響最大，甚至一

下子被擊垮，自是最為反對雙減。少數大型業者雖對此一政策風向早

已知情，卻未能關說或及時反應。補習班出現倒閉潮，大型培訓機構

的股票在政策公布後，普遍立即下跌 95 至 99%。失業率也上升，新

東方於 9月底宣布將裁員四萬人，亦即近半的雇員。少數培訓機構積

極轉型，卻因各地爭相從嚴落實政策，即便並非學科培訓的課後輔

導，也被納入必須遏止的範疇中。培訓機構的教師也相當反對雙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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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許多培訓名師出走改當家教，成為地下化的培訓教師。然而地方

政府嚴格執行政策以遏止家長的焦慮，開始查辦私人、一對一的家

教。名師們預知政府會有所反應，因此巧立名目，最常以「家政」的

名義進入各個雇主的家庭。為了有效糾正此風，地方政府讓民眾舉報

鄰居或其他找家教的人，並且抽查所謂的「家政」人員。簡而言之，

雙減政策頒佈後，培訓行業哀鴻遍野，呈現半死狀態。套一句匿名業

者的形容，政府幾乎「不讓他活了」。 

另一群被政策強烈影響的行業是中小學教師。原本小學教師可以

和學生同時間下班、下課，自雙減實施後，老師卻必須輪流留校照顧

學生。學校託管不可收費，因此在沒有預算的地區，教師必須延長工

時至當地父母正常下班時間。有預算的地區會給予教師各不相同的加

班費，但對教師而言，給付的加班時薪通常過低，因此教師普遍有諸

多抱怨。 

學者專家雖未直接受雙減影響，卻對政策提出許多警告。許多學

者預測雙減將加劇教育階層化、降低國際競爭力，亦可能衝擊人民對

國家的信任。由於高社經地位的家庭已有因應方式，菁英階級的子女

在學業上可能更加領先其他家庭的子女。社會價值關沒有改變，依然

強調教育競爭，因此政策不但無法消除家庭對於子女教育的焦慮，反

而因為增加的教育階層化，造成中下層階級和勞工階級父母更深的無

力感。學生英語能力若普遍下降，會降低青年在國際社會的競爭力，

並且進而影響家長在全球化社會中對子女未來競爭的焦慮。 

（五）結語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教育政策有許多變動，各地實施政策的方式

也有相當高的歧異。雙減政策亦然，政策實施至今僅數個月，尚難以

預測各地政策實施的成效以及未來發展。政策目前獲得中下層階級以

及勞工、農民父母們的支持，但長期下來，恐怕無助於減輕父母壓力，

反而加深這群父母的在教育競爭中的焦慮感。綜觀而言，雙減雖立意

良好，但極可能加劇貧富在教育上的差距。學者的預測是教育改革可

能帶來未預期的嚴重後果，政府將如何應對多變的民意，尚待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