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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减”出台之后，国内的校外培训机构由于巨大的政策变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行业寒冬，尤其是K12
领域，几乎被全面喊停。在巨大的行业变动之下，原来从事K12教培行业的人员只能在其中夹缝生存，

要不面临转型，要不跳出这个行业。目前这一部分群体人员众多，且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青年，是社

会上极其宝贵的人才资源，刻画他们的职业流动现状具有充足的研究意义。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

调查两种方法，研究K12教培从业人员目前的职业流动现状、存在的困境等方面，通过多维度来测量在

此政策形势下教培人员的职业流动现状，以期提供相应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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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double reduction”, domestic off-campus training institutions suffered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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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precedented industry winter due to huge policy changes, especially in the K12 field, which was 
almost completely stopped. Under the huge changes in the industry, the original personnel en-
gaged in the K12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dustry can only survive in the cracks, or face transfor-
mation, or jump out of the industry. At present, this part of the group has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and most of them are well-educated young and middle-aged, which is an extremely valua-
ble talent resource in the society. It is of sufficient research significance to describ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ir occupational mobility. Through two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studied the current status quo and existing difficulties of vocational mo-
bility of K12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actitioners, and measur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voca-
tional mobility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ersonnel in this policy situation through multiple di-
mension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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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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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明确要求“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对

校外培训机构的整治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在这严厉的整改之下，原处于教培机构中的人员即将面临失业

的局面。这部分群体受过良好教育，集中为中青年，是社会上极其宝贵的人才资源，关注他们的职业流

动现状，有助于稳定这一群体并充分发挥其能效，具有充足的社会研究意义。 
职业流动的研究开端可追溯到 1995 年，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李若建教授对中国职业流动的总体样貌

做了相应研究。他通过对 1982~1990 年间中国人口职业变化的分析，描述出当时中国职业流动的大致轮

廓[1]，可谓是中国系统性研究职业流动的开端。早期，国内外学者认为社会结构变革[2]和经济体制[3]
对职业流动起到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社会逐渐度过转型期，社会结构的不断稳定，人们的就业方式从

国家统包统分到自主择业，职业流动有了新的含义与起因。 
有学者定义职业流动为劳动者在职业生命周期中通过各种职业活动达到自身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变

动的过程[4]。亦有学者认为职业流动是指个人在获得初职之后在社会不同类别、不同层次职业间的流动，

即其变换劳动角色、获得新职业地位的过程与结果[5]。郭怡等人在参考坎贝尔·R·麦克南提出职业流

动四类划分，总结职业流动为劳动者在职业上的变动，且伴随着这种变动，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性质、

工作地点、社会地位及经济收入等方面发生变化[6]。从已有文献来看，学术界对于职业流动的界定尚未

统一，但第三点考虑较为全面，本文主要参考其对职业流动的定义，并根据自身理解进行修改，最终形

成本文对于职业流动的定义：劳动者在职业上的变动过程及结果，且伴随这种变动，劳动者工作内容、

工作性质、工作地点、求职渠道及经济收入等方面发生变化。 
目前职业流动的热点在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7] [8] [9]、代际间的职业流动[10] [11] [12]、女性视角的

职业流动[13] [14] [15]，很少有学者将职业流动与“双减”政策联系起来，不过这本身也与“双减”政策

出台不久有关。“双减”政策给学校、家庭、社会等多层面多方面的冲击，目前已引起民众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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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从事校外学科类培训的人员，“双减”带给整个行业巨大寒潮，此类群体绝大部分将面临变更职

业的局面。目前虽有学者在政策落地[16]、学生学业减负[17]、教育安全体系[18]等方面展开此现象的研

究，但整体内容上学术性较差，只是对于这一现象的简单议论，缺少经验性的研究结果。况且，中国现

存校外教培从业人员规模已与校内教师人员规模相当，且多数经受过高等教育，是一笔极为宝贵的社会

人力资本[19]。研究该类群体在“双减”政策下所受影响与职业流动现状，具有充足的研究意义。 
正如 Deng and Treiman [20]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在我们能获得

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

‘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教培从业人员本身就经历过充足的教育，本文针对这一群体职业流动的现

状、困境进行多维度的调查分析，以期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启示。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2.1. 深度访谈与问卷的形成 

研究中选取了数个原处于 K12 教培行业的从业人员，与其进行深入访谈，梳理得到有效访谈记录。

同时基于文献回顾和深度访谈，设立问卷最初的测量问项。然后组建了焦点小组(focus group)，小组成员

为中国某高校公共管理方向研究生及本科生。焦点小组就问卷问项进行考核，总共进行了两轮讨论，最

后整理出含有 30 个问项的问卷。 

2.2. 数据收集 

2021 年 10 月，作者将问卷上传至在线调查问卷网站“见数”进行问卷发放。调研过程共发放问卷

106 份，回收有效问卷 99 份。调查范围包括上海、山西、广东、山东、吉林、福建、甘肃、陕西、河南、

重庆、河北、黑龙江、浙江、广西、湖南和贵州 16 个省/直辖市，东西南北四个区域都有涉及，总体来

看样本分布较为均匀。 

3. 数据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本次调查中，受调查群体的性别比例较为均衡，男性调查者 46 个，占 46.9%；女性调查者 53 个，

占 53.1%。年龄上，受调查群体全部集中在 1980~2000 年之间，其中 1990~2000 年之间出生的调查对象

占 80.8%；1980~1990 年之间出生的调查对象占 19.2% (具体见表 1)。1990 年出生的人数最高，占总体的

22.1%，这一点与如今教培行业骨干多为中青年力量相符。在受教育水平方面，调查对象含有本科及以上

学历的超过六成，拥有本科学历的人最多，占总数的 61.5%，整体受教程度较高。综合观察这一群体的

人口统计特征，发现从事教培行业一职的确实多为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中青年群体，与之前文献梳理结果

相一致。由于这些特征，该群体在择业上有自己更多的思考和选择空间，也更容易受到工作流动的影响。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survey data 
表 1. 调查数据描述性分析统计表 

性别 
男 女     

46.9 53.1     

年龄 
平均年龄(周岁) 中位年龄(周岁)     

29.9 31     

从事教培行业

年限 
平均年限(年) 中位年限(年)     

3.7 3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5492


周博 
 

 

DOI: 10.12677/orf.2023.135492 4898 运筹与模糊学 
 

Continued  

受教育程度 
本科以下 本科 本科以上    

32.3 61.5 6.3    

收入(元) 
6000 以下 6000~7999 8000~9999 10000~14999 15000 以上  

6.3 27.1 54.2 10.4 2.1  

行业 

农、林、牧、渔业 制造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 
 

1.0 9.4 18.8 11.5 13.5  

住宿、餐饮和旅游业 互联网信息技术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金融、保险 房地产业  

4.2 7.3 4.2 4.2 2.1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

保障和社会组织 其他  

12.5 1.0 7.3 3.1 0  

工作城市 
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五线城市 

35.4 30.2 27.1 5.2 2.1 0 

 
在求职过程中，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表示遇到了问题或困难。其中，54.6%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的技能

与申请定的岗位不匹配；45.5%的调查对象表示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同时缺少良好的求职平台；43.4%
的调查对象表示工作机会稀缺且竞争激烈或目前没有求职计划；另外，有 25.3%和 21.2%的调查对象表示

求职搜索信息结果不符合预期以及经济压力。剩下 7.0%的调查对象表示在求职过程中并没有遇到问题或

困难。对于求职途径来言，调查对象选择就业指导中心推荐的占 47.5%，占比最高；其次，通过第三方

公众号、第三方招聘网站、纸质媒体、企业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求职的分别占 40.4%、38.4%、34.3%、31.3%，

见表 2。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channels for obtaining new jobs during job-hopping 
表 2. 跳槽期间获取新工作的渠道情况统计表 

获取新工作的渠道 比例 
就业指导中心 47.5% 
第三方公众号 40.4% 
第三方招聘网站 38.4% 

纸质媒体 34.3% 
企业官方网站或公众号 31.3% 

中介公司 29.3% 
企业现场招聘 20.2% 

猎头公司 16.2% 
微信群/QQ 群 8.1% 

内推 3.0% 
 
在谈及为何选择这份工作时，如表 3 所示，被调查对象最主要的三个原因包括“自身工作技能合适

工作要求”、“薪资客观”、“就业环境好、有一定的福利保障”，三者占比均达到了总样本量的 40%
以上。而很少的人在选择当前工作时会考虑“身体条件适应”或“因为自身技能无法达到其他工作的高

要求，出于无奈”。在了解被调查对象对于目前工作的满意度上，近八成的调研对象选择了三分以上的

分值，其中选择四分的占比更是达到了 41.4%，占据总样本量的四成以上，还有 24.2%的被调研者给出了

一分和两分的分值，这表明，多数调研对象对于目前工作秉持着较高满意态度，但仍有将近四分之一的

人对于目前的工作的满意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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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tatistical analysis table of work reasons 
表 3. 工作原因统计分析表 

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 比例 
自身工作技能适合工作要求 45.5% 

薪资可观 43.4% 
就业环境好、有一定的福利保障 40.4% 

个人爱好与工作相匹配 36.4% 
工作量相对较少、工作轻松 27.3% 

专业对口 24.2% 
身体条件适应 11.1% 

技能无法达到其他工作的高要求，出于无奈 4.0% 
 
“双减”之后原企业与当地政策的态度与措施是本调查重点关注的对象，根据调查数据显示，91.9%

和 88.9%的被调查对象在工作变动时，当地政府有出台相应措施，获得了原企业的支持。这一态势表明

“双减”之下，原教培行业员工转行之途还是比较幸运的。特别在详细分析之下，近七成的人获得了企

业的赔偿金支持，另有 21.6%的人获得了企业的转岗、转业培训支持，9.1%的人获得了物质补偿支持。

不难发现，“双减”政策下原企业对于调研对象的支持多数是以赔偿金的形式，并没有企业以“画饼”

的形式进行支持。同样，政府在给予帮助时，岗位推荐类措施最多，其次是就业保障类措施，再者是专

职培训类措施，最后是宣传引导类措施，分别占比 45.1%、31.9%、13.1%、9.9%。虽然被给予众多帮助，

但这次转职过程中，超八成以上的人还是受到极大的压力，其中压力来源最大的是“人际关系不和”、

其次是“薪水下降”，“工作环境”问题也带来很大的矛盾。相比之下，“生活质量下降”与“不能胜

任工作”倒是少数人选择的压力来源，皆只占 4.9%。对于未来的选择，如图 1 所示，被调查人群中有将

近一半选择考公、考编，三分之一的人选择继续留在本行业，还有小部分人群选择考研、考博和转行另

谋出路。最多的人选择考公、考编，这也与目前人们对于稳定、有保障的工作倾向热潮相符。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future plans 
图 1. 未来打算分布图 

3.2. 交叉分析 

将研究群体对目前工作满意度与对未来打算进行交叉分析发现，满意度 2~4 之间，随着满意度的提

升，留在本行业的意愿逐渐加强，由最初始的 27.3%上涨至 43.9%，具体可见图 2。这说明工作满意程度

与对本行业的工作忠诚度在一定程度上呈正向相关。工作满意程度最高的人群，未来打算考公、考编的

最多，可能到了工作的瓶颈期需要寻求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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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ross analysis of job satisfaction and future plans 
图 2. 工作满意度与未来打算的交叉分析图 
 
在被调查群体跳槽期间，当地政府与原先公司的态度与做法至关重要。如图 3 所示，凡是跳槽期间

遭遇困难的，原公司给予支持的比例都超过了 90%，而没有任何问题的，只占 71.4%。如果执意跳槽的

人，可能并不在乎原公司是否给予认可帮助。同样的，职业流动过程中遭遇许多问题的人员，可能会需

求政府的帮助，关注到当地政府出台的相应政策，这些人群都占据极高的比例。而转变工作过程中并未

出现任何问题的，受到政府政策的帮助占比就小于其余人员，低于 90%。 
 

 
Figure 3. Cross-analysis chart between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during job-hopping and whether the original company 
gave support 
图 3. 跳槽期间所遇困难与原公司是否给予支持的交叉分析图 

3.3. 相关性分析 

承接上述，根据受访对象填写的工作类型，在 SPSS25 与年龄、文化程度和求职过程困难程度进行

相关性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表 4 的结果显示，工作类型与年龄、文化程度、求职过程中困难程度三个变量中只和求职过程所遇

困难程度有关联，说明在这求职过程中，人们在选择不同的职业所遭受到的困难程度也不一样。 
此次调查人群在更换工作前都在教培机构中任职，工作行业、内容一致，而跳槽后选择的工作十分

多样。根据调查问题中的工作行业与工作类型，采用专家打分法将人们跨越工作的尺度进行打分，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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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指标定位工作跨度。同样采用 SPSS25 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下： 
 

Table 4.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gree of job change and salary status, job type, and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encoun-
tered in job hunting 
表 4. 工作变化程度与工资状况、工作类型、求职遭遇困难程度的相关分析表 

 工作跨度 目前平均月工资状况 

工作跨度 
皮尔逊相关性 1 0.117 

Sig. (双尾)  0.258 
个案数 96 96 

目前平均月工资状况 
皮尔逊相关性 0.117 1 

Sig. (双尾) 0.258  
个案数 96 96 

 工作跨度 工作类型 

斯皮尔曼Rho 

工作跨度 
相关系数 1.000 0.328** 

Sig. (双尾) . 0.001 
N 96 96 

工作类型 
相关系数 0.328** 1.000 

Sig. (双尾) 0.001 . 
N 96 96 

 工作跨度 求职过程中的困难程度 

工作跨度 
皮尔逊相关性 1 −0.007 

Sig. (双尾)  0.946 
个案数 96 96 

求职过程中的困难程度 
皮尔逊相关性 −0.007 1 

Sig. (双尾) 0.946  
个案数 96 96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上述三个变量中，与工作跨度有显著相关性的只有工作类型，其余两个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根

据结果可知，人们工作的跨度与选择的工作类型有明显的正向关系。 
职业地位是判断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在社会上的作用与能量大小，同样借助问卷中的问题对跳槽人

群的职业地位进行评判。此次想要研究这部分跳槽人群的职业地位和文化程度、从事教培行业工作年限、

工资状况哪个变量有关，借助 SPSS25 进行相关分析：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status and educational level, years of working in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dustry, and salary status 
表 5. 职业地位与文化程度、从事教培行业工作年限、工资状况的相关分析表 

 职业地位 文化程度 

职业地位 
皮尔逊相关性 1 0.043 

Sig. (双尾)  0.678 
个案数 96 96 

文化程度 
皮尔逊相关性 0.043 1 

Sig. (双尾) 0.678  
个案数 9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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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职业地位 教培行业工作年限 

斯皮尔曼 Rho 

职业地位 
相关系数 1.000 0.232* 

Sig. (双尾) . 0.023 
N 96 96 

教培行业工作年限 
相关系数 0.232* 1.000 

Sig. (双尾) 0.023 . 
N 96 96 

 职业地位 目前平均月工资 

职业地位 
皮尔逊相关性 1 0.061 

Sig. (双尾)  0.554 
个案数 96 96 

目前平均月工资 
皮尔逊相关性 0.061 1 

Sig. (双尾) 0.554  
个案数 96 96 

*.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如表 5 所示，被调查对象的职业地位与自身的文化程度和目前月工资水平并没有显著的关联性，说

明在这一群体中并不太以出身和薪酬论英雄。而在教培行业工作的年限却与现在的职业地位有了显著的

相关性，说明在教培行业中教学的经验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总结而言，本研究利用调查问卷和访谈法研究 K12 教培从业人员目前的职业流动现状、存在的困境

等方面，以求反应当前教培人员职业流动的现状，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但是本研究在挖掘本次调研数据

方面还是过于表面，只是对相关数据进行简单分析，期待以后的研究进一步加深。 

4. 总结 

4.1. 人群主要集中于发达城市，薪资待遇加强 

在调查中，人员在城市的选择上更倾向于一、二线城市，这里有着更好的工作机会，超过一半的人

群还是选择继续在原有城市工作。工作选择上，被调查群体去往了各行各业，只有 12.5%的人群留在了

与原行业较为相关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教育上。薪资方面，一半以上的人表示自己的月工资上涨，

倒是让人欣喜的消息。可以适当引导人才往中等城市发展，依托好城市群关系，既让人们感受到一线城

市的便利，又可发展周边城市。 

4.2. 当地政府与原公司政策衔接度高，但还需深度挖掘 

“双减”之下，许多员工都从教培机构中跳出，可以说“双减”对于这部分群体产生十分负面的效

应。但从教培机构中跳出的人群超九成表示受到过来自原公司和当地政府的帮助，说明当地政府与原公

司对于政策的工作衔接还是比较顺利，政策相应的配套措施十分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双减”

政策对该群体的影响。但是，访谈中也提到，在职业流动过程中还是存有部分人员未接受到来自政府的

帮助。政府作为社会的主体角色，要承担起与权力相同的责任，需要主动、深入地挖掘工作变动人员的

深层次困境，做到多方面多层次保障。 

4.3.“压力”与“佛系”并存 

根据被调查对象的回答，八成以上的人曾感受到转职给其带来的压力，并且压力分散自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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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其余问题和对个案的访谈中感受到，也有那么一部分人并未感觉到“双减”给其带来的影响，很

快就调整好自我状态进入新的生活。由于调查群体间多数为中青年人员，深受互联网现有“佛系”风气，

顶着巨大的压力也使得他们想躺平，放弃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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