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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家长学生合法权益

  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以下简称全国平
台）是全国统一的校外培训公共服务平台，通过一网（官方网
站）三端（家长端App、机构端App和管理端App）为校外培训
全流程监管和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向社会公开展示培训机构
“黑白名单”，支持家长学生在线选课、支付、退费、评价、
投诉等需求。
  为更好发挥全国平台服务社会、支撑监管的作用，助力持
续规范校外培训、保障家长学生合法权益，教育部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
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双减”意见》等政策要求，制
定了《办法》。
  《办法》适用于全国平台的相关应用方，包括各级校外培
训相关管理部门，面向3岁至6岁学龄前儿童和中小学生开展有
组织或系统性培训活动的培训机构，参加校外培训的学生，参
与校外培训资金监管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相关技术或资源
提供方等。

   明确各级教育部门的职责权限

  根据《办法》规定，教育部负责全国平台建设优化和运行
维护，指导各地按要求将培训机构全部纳入全国平台全流程监
管，引导家长学生通过官方途径选择合规机构，完善相关政策
及配套文件，制定统一技术标准。对各地落实全国平台相关要
求情况进行评估。根据监管工作需要，对培训机构资质、售课
订单明细、资金监管动账、培训服务质量等关键指标进行
监测。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统筹本区域内全国平台推广应用工
作，协调相关部门将本区域内线上培训机构全部纳入全国平台
全流程监管。出台应用指南、操作指引、奖惩办法等实施细
则，组织相关培训，进行宣传推广。指导本区域内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依托全国平台开展相应管理。
  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本区域内全国平台推广应用
工作，指导、督促县级按照工作要求，组织相关培训，进行宣
传推广。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区域内全国平台推广应用工作，
协调相关部门，将本区域内线下培训机构全部纳入全国平台全
流程监管，依托全国平台进行具体管理，组织相关培训、进行
宣传推广。

   对培训机构开展风险评估

  根据《办法》规定，培训机构应按照政策要求和技术标准
直接入驻或系统接入全国平台，真实准确全面填报信息并及时
更新。应主动将预收费全额纳入监管，通过全国平台介绍、展
示、售卖相关课程和服务，取得经全国平台认证的合规码牌，
按要求查阅、使用相关数据，并享受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相
应权益。
  家长学生可通过全国平台查询培训机构“黑白名单”，应
树立安全意识，通过“校外培训家长端”App进行选课、支
付、退费、评价、投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提供校外培训资金监管服务的银行等机构应与全国平台联
通，支持全国平台资金监管动账监测及资金异动等风险预警。
全国平台根据资金监管机构服务质量，定期发布报告。
  鼓励银行等资金监管机构构建风险评估模型，依托全国平
台对培训机构开展风险评估。
  相关技术或资源提供方应按照技术标准要求进行适配和接
入，及时提供更新，实现数据互联互通，确保安全稳定运行。

   监测培训机构的动态情况

  《办法》对全国平台的常态允许进行了详细规定，要求培
训机构应在全国平台提供如下信息：（一）办学许可、法人资
质证明等相关信息；（二）办学场地房屋所有或租赁、卫生、

消防等相关信息；（三）党建、培训材料、从业人员（教学、
教研及其他人员）等相关信息；（四）培训课程等相关信息；
（五）监管账户、支付渠道等相关资金监管信息；（六）法律
法规及政策规定的其他信息。
  培训机构变更名称等相关信息的，应按要求同步完成全国
平台有关账户更换并及时公示。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依托全国平台定期抽检培训机构运行
情况，将培训机构财务报表、人员材料、订单明细、监管资金
动账、工商信息变更等情况作为监测重点。
  培训机构售课退费、监管资金变动等情况应全部记入全国
平台台账，确保可溯源追查。全国平台基于相关信息，为各地
培训机构年检年审、延续办学许可等工作提供相关数据，作为
必要依据。
  对于已不具备运行能力或非正常停业的培训机构，经属地
主管部门履行相关程序后，可从全国平台撤除，并告知相关用
户。对于存在重大问题的，可视情公示。

   开展实时风险预警提醒

  《办法》要求，要建立分级服务保障体系，对不同用户提
供相应服务。全国平台设立专门服务团队，统筹服务保障体系
建设，负责处理各级各类用户技术接入等相关问题。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负责本区域内校外培训政策解读、培训机构管理、家
长学生应用等方面的服务保障。培训机构应提供专门客服，负
责处理课程咨询、退费申请、售后投诉等与培训业务相关的问
题。此外，各相关方负责所涉内容相关服务保障。
  各地校外培训相关管理部门应为全国平台提供必要服务保
障条件，由专人负责平台工作，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相关各方
应自入驻或接入全国平台之日起及时开通客服、提供服务
保障。
  全国平台依据培训机构运行情况，动态调整风险预警模
型，开展实时风险预警提醒。对于经提醒督促仍未整改并解除
风险预警的，适时发布公开提示。
  全国平台会同资金监管机构落实国家资金监管要求，对纳
入全国平台监管的培训资金实行实时监控，对通过全国平台购
课的家长学生，支持其未消课程费用原路退还。

   建立健全信息安全制度

  《办法》要求全国平台各有关主体及关联方，应按照相应
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严格的信息安全制度，对收集的学生
及家长、机构人员等个人信息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非
法向他人提供，不得将数据用作监管以外的其他用途。全国平
台各级管理机构第一负责人是数据安全第一责任人，应严格落
实保护数据安全责任，依法依规使用相关数据。对违反数据安
全相关要求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
  相关技术或资源提供方应制定严格的信息安全防护制度，
对于涉及用户个人信息和培训机构商业机密的数据，应实行重
点、专门防护，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建立培训机构信用监管体系

  《办法》规定，教育部依托全国平台和行业组织建立培训
机构信用监管体系，将校外培训机构应用情况、行政处罚情况
列入重要评价指标。相关评价结果纳入国家信用评价体系。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确定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
务项目名单，应与全国平台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资质比对，选择
合规机构。学校根据实际需要，选用名单内的服务项目和培训
机构。全国平台应用较好的，信用等级较高的优质非学科类培
训机构，可优先参与。
  鼓励积极探索校外培训智能化监管新场景，持续引入新技
术，拓展数字人民币、人工智能安防监控等功能应用，不断丰
富教育监测应用场景。
  鼓励高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公益支持校外
培训监管与服务所需资源、技术和服务，提升校外培训监管服
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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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和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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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双减”意见》），加强校外培训数字化、全流程管理服务，切实保障家
长学生和各方切身利益，近日，教育部印发了《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应用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是如何通过加强校外培训数智化全流程管理，
切实维护家长学生和各方合法权益的？记者对其中的要点进行了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