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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
务综合平台”还正式推出“校外培训家长
端”App，提供全国统一校外培训官方购课
服务。家长可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安装，
享受购课、消课、退费、评价、投诉“一站式”
服务。

“其实很多家长不知道，甚至都不清
楚有‘校外培训家长端’App，该平台在具
体实施落地的过程中存在宣传不到位的问
题。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宣传力度，告知家
长在选择校外培训机构时的风险和问题，
做好相关知识的普及，同时家长也要提高
选择和甄别机构的能力。”姚金菊说。

如何才能进一步规范培训收费行为，
强化校外培训预收费资金监管？

据了解，目前“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
与服务综合平台”还在逐步完善和建设。
宋瑞勇表示，目前该平台的许可审批事项
正在进行中。平台上的很多机构已经开设
账户，但是钱款流通可能还不通畅。全国
各地的许可审批进展也各不相同。

姚金菊分析称，培训机构在该平台上
进行备案也有一定的规范和标准，入驻培
训机构相关资质、资金、人员、材料、场地、
课程等信息需要经各地主管部门审核备
案。“很多机构可能无法达到平台备案的标
准，导致无法进入”。

熊丙奇认为，有关部门要服务、引导非
学科类培训机构规范经营，了解家长和孩
子的培训需求，不能通过简单关停来解决
问题，监管措施要做到善治，应该从法治角
度思考什么才是好的规范、好的监管、好的
社会治理。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家长并不都通过
平台选购培训课程，明知某些开展学科类
培训的机构是不具备相关资质的机构却仍
然选择，那这些机构就会绕过平台的监管，
继续野蛮生长。”熊丙奇说。

蔡海龙认为，在落实国家政策的过程
中，应当重点强化对培训机构收费行为本
身的监管，可以通过改进监管方式手段、增
加监管的频次密度，实行教育督导与行政
执法相协同等方式，建立健全对培训机构
的常态化、过程性监管体系。

“应当明确相关主体的监管责任，建立
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的多部门联动协同执法
的体制机制，特别注意发挥市场监管部门
和金融监管部门的作用。”蔡海龙建议，积
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修订，为相关主管部门开展依法
监管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蔡海龙说，校外培训机构执法的启动
刚刚展开，在执法过程中，政府部门未来还
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探索，不断地健全机
构人员，在长期的执法过程中总结经验。

在受访专家看来，可以肯定的是，伴随
着监管不断收紧，良莠不齐的校外培训机
构将进一步得以规范，而按照培训费用的
限额和时段要求，培训缴费风险也将进一
步降低。 据《法治日报》

无故闭店 退费困难 强制转课

校外培训机构跑路，钱都去哪了？

“上了不到10节课，现在找不到人，钱也要不回来。”北京家长赵佩谈到跑路的
培训机构时气愤地说。因为听信培训机构工作人员“报得越多优惠越大”的说法，
赵佩给孩子一口气报了160节早教课程，可还没上够10节课，机构便突然停课跑
路了。

近段时间，多家知名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疑似爆雷，员工工资停发，家长退款无
门引发广泛关注。

2023年3月13日，教育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针对校外培训的提示，提醒
注意缴费安全，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完成培训缴费，切勿
通过转账或现金等方式将培训费用支付给除预收费资金监管账户以外的任何账
户。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非学科类培训市场上，不少家长采用信用卡或电子支
付的形式转账，有的甚至从未听说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
而相关培训机构在收费时也并不会专门提及该监管平台，这给消费者带来了不少
潜在的风险。

2023年12月26日，早教机构美吉姆
北京多家分店被曝关店停业，涉及常营
华联中心店、昌平悦荟、清河万象汇、望
京等店。不少家长反映，先前曾为孩子
报了长期课程，预付费用多在上万元，店
面关停之后，孩子无法正常上课，剩余的
课程费也尚无着落。

小斐（化名）于 2019 年 12 月进入北
京某地区的美吉姆担任课程老师，因机
构跑路、拖欠工资、不交社保，2023年11
月从美吉姆离职。“2022年6月至8月的
工资是正常的，但是没有交社保。从
2023年2月开始欠薪，到了9月钱已经彻
底拿不出来了。”小斐说。

面对培训机构的跑路，不少受访家
长表示“很受伤”，有的是突然接到了被
转校区的通知，有的甚至都没有接到此

类通知，直到去上课时吃了“闭门羹”。
小斐告诉记者，的确很多家长没有接到
通知，甚至不知道要去找谁询问情况。

不过，接到转校区通知的家长，心情
可能更是一波三折。“去年9月因为机构
运营问题，接到通知说要转到姚家园校
区进行上课。但是12月初的时候，姚家
园校区也关停了。”北京市民吴希（化名）
告诉记者，她选择了最小数量的课时包，
70多节课程的费用大概在1.7万元，“到
现在课时包才用了差不多一半，还剩八
九千元”。

有尚在正常经营的美吉姆门店工作
人员向记者透露，目前频繁收到咨询电
话，“大多是怕机构也跑路，搞得我们很头
疼”，还有就是大量咨询转课的。如果想
要将关闭门店的课程转过来，需要相关门

店负责人出面，与他们进行协调处理。
该工作人员坦言，转课的前提是“把剩

余课时费转给我们”，但是目前不少关闭
门店的情况是，连员工的社保都无法缴
纳，“如果是这样，估计很难实现转课”。

机构跑路、钱款难寻的事例比比皆
是。在社交平台上，诸如“下午还在上课，
晚上就跑路”“缴费上万元，半个月后机构
跑路”“完全找不到人”等投诉随处可见。
不仅是美吉姆，线下早教培训机构金宝
贝、线上早教培训平台小步在家等，也均
出现突然闭店、退费困难等问题。根据家
长们反映，针对剩余的课程，一些闭店的
校外培训机构表示会委托第三方客服平
台进行转课，但对于家长的退费需求，大
多表示“只能转课”，或直接明确表示“解
决不了”，建议家长走法律途径。

那么，钱去哪了？
据小斐了解，家长缴费一般都是通

过公司财务专门申请的公司专用二维码
进行扫码转账，也有在涉及金额比较少
的情况下，部分家长直接转给销售人员，
然后再由销售人员转给公司。此外，根
据小斐所在校区销售主管的表述，正常
情况下家长会交钱到公司账户，用来维
持本校区的房租、物业、水电等费用，还
有一些员工的工资。海淀区教育环境综
合治理中心主任宋瑞勇称，校外培训机
构所收的钱应当存入“全国校外教育培
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缴费要做到全
程监管。同时，缴费的标准也需按照相
关政策执行，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
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
度超过 3 个月或 60 课时的费用，且不得

超过5000元。
2023年7月24日，“双减”实施两周

年之际，“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
综合平台”正式上线。21 世纪教育研究
院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推出“全国校外
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的目的，
除了便于家长选择具有合法资质“证照
齐全”的校外培训机构外，也有利于加强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收费管理，确保交费
安全、退费方便、投诉举报渠道畅通。该
平台入驻机构的培训预收费已纳入监
管，可保障家长资金安全，有效预防“退
费难”“卷钱跑路”等风险隐患。

对于“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
务综合平台”，小斐和其曾所在校区销售
主管均表示从未听说过。

国家规定的校外培训缴费平台使用

情况如何？是否有效减少“退费难”和
“卷钱跑路”等风险？近日，记者在海淀
区、西城区随机挑选20家非学科培训机
构进行调查，其中涉及少儿舞蹈、绘画、
演讲等多个科目。

在记者调查的20家机构中，有10家
机构明确表示，后期不支持课程退费。
也有机构称会按照比例进行退费，剩下
一半的课程会按照 1/3 的课程费进行退
费。记者采访了30位来自北京的家长后
了解到，家长在缴费时多通过微信或支
付宝的方式电子支付，至于国家规定的
校外培训缴费平台“全国校外教育培训
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他们几乎都表示

“没听说过”、机构工作人员“也未曾对此
有过介绍”，所以“也不知道自己的钱到
底转哪了”。

教育部等部门 2022 年底发布的
《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
外培训的意见》中要求，非学科类培训
机构培训收费实行指定银行、专用账
户、专款管理。培训机构收费应全部进
入本机构收费专用账户，不得使用本机
构其他账户或非本机构账户收取培训
费用，收费账户应向社会公开。

记者注意到，在教育部、中国消费
者协会此前发布针对校外培训的提示
中还专门提到，要注意缴费安全，通过

“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
台”完成培训缴费，切勿通过转账或现
金等方式将培训费用支付给除预收费
资金监管账户以外的任何账户。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市教育
法治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姚金菊告诉记
者，“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
合平台”由教育部主办，由教育部教育

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化教育馆)
进行网站运维，2023 年 7 月 24 日正式
上线。

目前，地方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已经能够在线对入驻平台的校外培训
机构进行日常监管、风险核查、实时跟
踪和在线调度管理。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
究院副院长蔡海龙告诉记者，目前该平
台已经收纳了一定数量的校外培训机
构，进入白名单的机构也和相关的银行
签订了协议，“但还需要进一步推动校
外培训机构的参与度”。

“非学科机构的监管问题较为复
杂。”宋瑞勇称，非学科机构的监管涉及
多个主体，同时在涉及比较深入的标
准、程序和进度上，全国各地实施情况
都不太一样。蔡海龙向记者分析，2021
年教育部出台的有关预收费管理的相

关文件之中曾提出“属地管理”的原
则。因上位法依据不足、执法力量机制
不健全等问题，各个地方属地监管的流
程和进度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值得关注的是，2022 年青海省“双
减”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表示，全省 5
个市（州）18 个县（市、区、行委）的 127
家在全国监管平台内的校外培训机构，
全部实现监管账户 100%通过核验，资
金支付渠道 100%开通成功。

“其他地方可能在基层执法力量的
配置和监管流程的建立健全到执行，都
还存在一些漏洞。”蔡海龙说，比如对于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来讲，执法机构、执
法力量和执法监管的流程上都存在一
些问题和难题，“一些县级教育行政部
门人员很少，而对于目前市场众多且复
杂的培训机构来讲，日常化监管、增加
监管频次密度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机构跑路无法上课 剩余课程费没着落

收费多是电子支付 资金安全无法保障

监管账户有待完善 法律依据尚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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