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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伟

AIAI赋能数字教育有哪些机遇与挑战赋能数字教育有哪些机遇与挑战

近日，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数字教育市场

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

2024年，数字教育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人工智能（AI）、大数据驱动个性化学

习成为主流，职业培训及终身教育需

求不断增长，同时行业竞争加剧也带

来一些隐忧。

“在政策引导与技术革新的双重

推动下，数字教育步入全新发展阶段，

以学习者为中心、以技术为杠杆的新

教育生态正在形成，机遇与挑战并

存。”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字教

育分析师陈礼腾表示。

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陈礼腾表示，狭义数字教育一般

指的是基于网络的学习行为，将知识

内容转移到互联网上，实现教育活动

的在线化的教学方式，按教学阶段可

分为学前教育、K12教育、高等教育、职

业教育等。广义上的数字教育还包括

知识付费、在线阅读、智慧教育等。

数字教育改变什么？有什么新体

验？在今年 5月举行的 2025世界数字

教育大会开幕式上进行了未来课堂、

未来学校和未来教师现场展示。其

中，未来课堂生动呈现“AI＋XR”技术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发展趋势，演示者

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工艺软件等

技术的最新成果，展示了全球目前最

前沿的数字教育场景，尝试诠释未来

教育生态。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教授韩

锡斌表示：“技术将弥合教育鸿沟，让

‘适合的教育’触手可及，每个人都能

在数字空间找到适合自身学习的路

径，无论是基础教育阶段的课后辅导，

还是终身学习的银龄学堂。”

“AI、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赋能教

育，不仅搭建沉浸式学习场景，培养学

生创新思维，而且让更多优质教育资

源走向社会，满足不同类型学习者个

性化、多元化的学习需求。”陈礼腾表

示，这给数字教育带来新的机遇，推动

数字教育市场的增长。

《报告》显示，2024年数字教育市

场规模为4685亿元，同比增长13.35%；

数字教育用户规模为 3.55亿人，同比

增长1.71%。

企业是推动者和实践者

数字教育的发展，企业是重要的

推动者和实践者。《报告》披露了 2024
年中国数字教育“百强榜”。该榜单系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根据电商大

数据库“电数宝”收录的企业数据，包

括平台规模、营收、利润、投融资（估

值）、月活、评级等硬性指标及行业影

响力、口碑等软性指标综合评估而成。

入选“百强榜”企业包括淘宝教

育、高途、新东方在线等综合类企业 9
家；猿辅导、作业帮、小盒科技等K12类

企业8家；阿卡索、英语流利说、伴鱼等

语言类企业10家；正保远程教育、尚德

机构、粉笔科技等职业教育类企业 25
家；智慧树、三节课、智课等高等教育

类企业7家；编程猫、火花思维、幻码星

球等素质教育类企业 11家；常青藤爸

爸、凯叔讲故事、宝宝巴士等早教类企

业6家；校宝在线、飞象星球、云思智学

等教育服务商类企业24家。

陈礼腾表示，在政策的支持下，各

类企业纷纷进场数字教育领域，持续提

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在推动教育数字

化转型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壮

大。同时，随着技术迭代和新技术应用

加快，一些企业因未能及时调整战略或

缺乏足够的资源支持，难以应对市场的

快速变化，最终退出市场。

《报告》显示，2024年数字教育“死

亡”企业 141 家，涉及职业教育、K12、
steam教育、语言教育、早教、高等教育、

综合教育等领域，与 2023 年的 128 家

相比增长10.15%。

陈礼腾表示，数字教育行业企业

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应不断探索符

合自身特点和市场需求的商业模式，

精准定位服务人群和领域，通过差异

化竞争策略脱颖而出。此外，企业还

应持续优化产品和服务，保持敏锐的

市场洞察力，及时调整策略以适应市

场变化。

行业存在发展隐忧

在数字教育快速增长的同时，行

业也存在一些发展隐忧。“消费者付费

后，经常会遇到培训机构虚假宣传，课

程内容、师资力量与实际不符。”陈礼

腾表示，更令人头疼的是，退费过程困

难重重，“交费易、退费难”问题凸显。

这不仅侵犯了消费者权益，也阻碍了

数字教育市场的健康发展。

根据“电诉宝”2024年受理的中国

数字教育领域用户有效投诉显示，入

选投诉榜TOP10的有：一只船教育、中

安建培、网易云课堂、潭州教育、帮考

网、尚德机构、中职通、赛优教育、中公

教育。

同时，“电诉宝”显示，2024年全国

数字教育用户投诉问题类型有：退款

问题，占比最高，达55.746%；其次为网

络欺诈，占比 15.437%；排在第三的是

霸王条款，占比8.062%。此外，还有售

后服务、虚假促销、网络售假、商品质

量、发货问题、订单问题、货不对板、客

服问题、信息泄露等问题。

陈礼腾表示，数字教育行业企业

需要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突破芯片、算

法等核心技术瓶颈，打造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数字教育产品；同时，要进一

步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

消费者体验。此外，相关部门要加大

监管力度，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

依法予以严惩，维护数字教育市场的

健康发展。

6 月 2 日，“世

界机器人嘉年华”

活动在武汉市蔡甸

区 花 博 汇 景 区 举

行。本次活动以近

百台机器人为表演核

心，机器人乐队、机器

宠物、化妆机器人等

陆续亮相，游客可以

近距离与机器人接

触，感受科技赋能文

化与生活的魅力。

图为在武汉花

博汇景区，游客与

机器人互动。

新华社记者
杜子璇/摄

据新华社电 中国气象局和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的《人工

智能气象应用服务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6月 1日起施行，为人工智能

技术在气象领域的深度融合应用与规

范发展加装“安全护栏”，为加快实现

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

化提供新动能。

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表

示，办法以“敏捷治理”为重要原则，强

调“支持与促进”，尊重人工智能发展

规律，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

办法围绕数据开放、算法模型研

发和应用场景赋能等，提出了具体政

策支持和促进措施，加强人工智能与

气象监测预警、预报预测、数值预报等

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构建人工智能气

象应用服务场景，并对气象主管机构

参与国际气象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服务

的发展和治理做出了规定。

办法提出，气象主管机构应推动

人工智能在旅游、能源、交通、金融等

气象服务领域的推广应用，构建人工

智能气象应用服务场景；加强人工智

能气象应用服务领域的产学研用深度

融合，开展人工智能气象应用示范，推

动人工智能在气象业务领域的转化、

准入和应用。

办法规定，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

应为进入开放共享和流通环节的数据

要素匹配气象数据身份标识。

同时，气象信息传播要合法。办

法规定，提供者不得向社会发布和传播非气象主

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提供的公众气象预报、灾害

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记者 刘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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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编程
迎来应用爆发期
本报讯 近日，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了

《中国市场代码生成产品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显示，AI Coding（人工智能编程）市场在

2025年迎来应用爆发期，更多技术供应商基于代

码工程化优势发布和更新产品，AI编码助手在产

品界限上逐渐模糊，集成编程助手、工具、模型、对

话交互界面等多种能力。

IDC中国高级分析师李浩然表示，主流AI和
互联网厂商纷纷布局AI编程助手，市场竞争将更

加激烈，从营收看，2024年各厂商收入都在千万

量级，尚未突破亿级，但随着AI大模型和产品整

体能力的升级，各厂商对代码产品/IDE（集成开发

环境）的投入宣传增加，预计今年整体市场规模将

有大幅度增长。

报告认为，中国市场有极大发展空间，AI编
程助手对开发者的覆盖率在 30%。而美国已有

91%的开发者使用AI工具，且超过 50%的受访者

表示采用OpenAI、ChatGPT来创建生产级应用程

序。另一项调研显示，使用AI编码助手的开发人

员平均生产力提高了 35%，其中超过 20%的受访

者表示对其生产效率的提升超过50%。

从目前看，AI Coding的应用效果已经越来越

显著，开发者使用AI编程助手可以执行各种与开

发相关的任务，不仅是代码生成和补全，还包括单

元测试生成、代码版本自动升级以及自定义企业

编码规范。约 50%的开发者认为增强团队协作、

提高工作满意度、加快问题解决速度是编程助手

的主要优势，当前AI的核心能力在于提高开发者

的生产效率，并非创新。 孙立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