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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线教育市场整体规模：成人教育依然占据市场主体，K12教育成必争之地

2019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突破3200亿元，其中74.6%为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21.3%为

K12教育。

疫情对在线教育教育企业的积极影响：线上学习意识提升，线上产品服务认知提升

教育行业整体通过科技手段变革并逐步分层走向在线化。COVID-19疫情积极作用主要有二：其

一，提升用户/企业/学校端对在线教育的认知与意识；其二，提升服务方对产品/服务的认知。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在线教育市场流量情况：月独立设备总数增速平缓，但用户使用时长增速强劲

整体流量：中国在线教育APP月独立设备总数持续增长，截止到2019年12月达4.4亿台。

流量增速：月独立设备总数同比增速为14%，而用户使用时长同比增速在40%以上。

单机使用情况：2019年12月，作业帮等作业类APP、有道词典等单词类APP继续霸榜，作业帮

家长版、互助文档、小猿口算等作业类APP增速迅猛。

SMS

在线教育市场动态盘点：行业普遍亏损但均在积极变现

2019年网易有道、英语流利说、跟谁学、无忧英语、尚德机构、正保远程教育6家在线教育上市

公司平均实现15.9亿元的营收，其中尚德机构营收规模最大，达21.9亿元。各企业的营收普遍

快速增长，平均增速达到106.5%，其中跟谁学增速最快，同比增长432.3%。 2019年51Talk首

次实现单季度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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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在线教育的积极影响（宏观）
从用户/企业/学校的角度：提升其对在线教育的认知与意识
是根本；从服务方的角度：提升其对产品/服务的认知
COVID-19疫情对在线教育行业的影响是把双刃剑。从教育活动的4大参与方角度来看，疫情对在线教育的主要积极影响如

下：1）从人的角度来看，自上而下的网络学习有助于提升用户对线上教与学的认知与线上学习意识；2）从学校角度，学

校管理者除了对在线教育的认知增加以外，更重要的可能是让他们更了解自身智慧校园建设的方向或需求；3）从机构的

角度，有助于机构转型或者服务升级；4）从信息化服务商的角度，深入在线 教育服务场景，更好的了解业务方能提供更

加贴切的服务和产品。当然，疫情太过突然，由于企业准备不足而使得新接触在线教育的用户体验不好等也是部分企业在

后期必须面对的用户转化难题。
疫情对在线教育的宏观积极影响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COVID-19疫情

学校延期开学 校外培训机构停课课 停课不停学、网上学习、“捐课”

人的角度

学校角度

机构角度

主要针对校长、老师、学生、学生家长等角色，部分被迫转移至线上，对线上教与学的
认知度提升，线上学习意识提升

主要针对体制内学校而言，影响主要有三：1）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等
重要性再次被强调；2）自上而下的教职工信息化素养得以提升；3）对教育信息化产品
及使用场景了解深入，对未来智慧校园、智慧课堂建设等有一定指导作用。

主要指校外培训机构，影响主要分两方面：1）对于在线教育机构而言，是一次免费的营
销；2）对于线下培训机构而言，线下业务转线上的契机与动力。

信息化服务商
主要指为学校或者校外培训机构提供教育信息化服务的企业，对他们的主要影响有两方
面：1）利好于市场拓展；2）自身产品和服务的有效试金石，有助于产品或服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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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的建议
短期来看，努力活着并提升用户有效转化；长期来看，重视
市场格局变化，提升竞争壁垒
COVID-19疫情催化了在线教育行业的加速发展，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形成对在线教育行业的整体利好，但对于微观企业主

体而言，其也将加速在线教育企业的两极分化并导致行业的重新洗牌。短期来看，疫情导致在线教育流量激增，对企业现

金流提出较大挑战，但流量价值迎接市场集中检验，机遇与挑战并存。长期来看，只有准备充分、应对得当的企业才能最

终受益。

对在线教育企业的经营建议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企业自检现有产品/服务问题，完善服务场景、提升服务品

质：

有效利用自调研机会，找准自身产品客群定位及产品优劣势

积极思考疫情过后的市场格局变化：

定位自身服务价值，对于自身产品和服务，打造自身有优势

壁垒；对于合作，关注合作共赢向并驱争先的潜在威胁

大型机构把握市场下沉机会：

三四线城市有望成为新的必争之地

理性推出线上免费课，加强风控意识：

根据企业财务状况适当推出营销推广活动

针对新增用户做需求分析，促进用户留存和转化：

做好用户分类分层分析，针对不同用户提出不同的营销方案、

课程服务方案，提升用户体验和留存

打造一体化服务闭环，提升用户粘性：

完成教-学-练-测-评的学习闭环的同时，还要有意识打通各

个环节的数据，量化学生学习行为

长期经营建议

短期经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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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线教育市场发展情况分析及预测 1

中国在线教育市场动态盘点 2

• 2012-2022e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及预测

• 2018-2019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流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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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年在线教育市场规模
2019年全年市场规模3225.7亿元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3225.7亿元，同比增长28.1%，预计未来3年市场规模增速保持在19-

24%之间。2019年，素质教育、在线K12大班和高等学历教育的迅速发展进一步贡献了在线教育规模的提升。此外，用户

对在线教育的接受度不断提升、在线付费意识逐渐养成以及线上学习体验和效果的提升是在线教育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的主

要原因。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统计及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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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2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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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年在线教育市场结构
成人教育依然占据市场主体，K12教育成必争之地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高等学历教育及职业培训一直是中国在线教育的市场主体，占整个在线教育市场规模的80%左右。由

于成人自控力强、学习目标明确、空闲时间有限、视力已成型，因此成人是在线教育的主要用户群体，尤其在提升学历、

求职、考证等场景中，教育培训需求更强烈。而K12教育市场，虽然市场刚需性强，但是该阶段的学习存在着试错成本高

的特点，K12家长和学生对在线教育持谨慎态度，因此在发展初期占比较低，2012年占比仅9%。随着新一代80后/90后父

母教育意识的升级和消费能力的提高、新一代00后/10后孩子对互联网的天然熟悉，叠加2020年年初的新冠疫情加快了在

线教育的宣传推广，K12家长及学生群体对在线教育的接受度正在快速增长，2019年，K12教育的占比已提升到21.3%，

而高等教育及职业培训的占比下降到75%的水平。艾瑞预计到2022年，K12教育的占比能提升到28%左右。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统计及核算。

49.6%

21.3%

25.0%

4.1%

2019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细分结构

高等学历在线教育 K12在线教育 职业在线教育 其他

其他

高等学历
在线教育

K12在线
教育

职业在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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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Tracker-2018-2019年中国在线教育APP月独立设备数及用户时长

月独立设备数（亿台） 日均总有效使用时间（万天）-右轴

2019年在线教育整体流量
2019年12月在线教育APP数4.4亿台，同比增幅14.0%;日均
总有效使用时长159.7万天，同比增幅54.6%
艾瑞咨询UserTracker数据显示，在线教育APP月独立设备总数连年增长，但增速放缓，2019年12月月独立设备数4.4亿台，

同比增长14.0%。截止至2019年末，我国互联网移动设备总数为14.1亿台，即在线教育APP渗透率为31.2%。相对而言，

用户时长保持了高速增长，2019年12月，在线教育APP日均总有效使用时长达159.7万天，同比增幅54.6%。

来源：UserTracker 多平台网民行为监测数据库（桌面及智能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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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在线教育流量增速
用户时长增速大幅高于设备数增速，对在线教育认可度提升

注释：同比增长率指和去年同期相比较的增长率，如2019年12月的同比增长率是指2019年12月和2018年12月相比较的增长率。
来源：UserTracker 多平台网民行为监测数据库（桌面及智能终端）。

艾瑞咨询UserTracker数据显示，我国在线教育APP设备数增速已经放缓，2019年10-11月，中国教育类APP月独立设备

数同比增速只有5%左右，虽然12月增速有所反弹，但仍在15%以下。随着手机及在线教育软件普及，其增速已经放缓，

在线教育APP对用户的争夺进入存量阶段。但是，可以看到，用户时长增速仍在40%以上，2019年12月进一步达到54.6%。

艾瑞分析认为，随着场景及硬件升级，在线教育认可度逐步提升，且疫情进一步推动了在线教育的发展，下一阶段，如何

通过优质内容及使用体验留存已有用户、增加用户时长及挖掘现有流量价值将成为各机构战略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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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Tracker-2018-2019年中国在线教育APP月独立设备数及用户时长同比增长率

月独立设备数同比增长率（%） 日均总有效使用时间同比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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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在线教育APP单机使用情况
使用频率上升推动用户时长上升
艾瑞咨询UserTracker数据显示，2019年，无论是单机使用天数抑或是单机单日使用次数，都较2018年有了明显升幅。

2019年12月，在线教育APP单机使用天数5.5天/月，单机单次使用次数6.2次/天，同比增幅分别为14%和27%。用户使用

频率的上升推动了在线教育APP用户时长的上升。

来源：UserTracker 多平台网民行为监测数据库（桌面及智能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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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serTracker 多平台网民行为监测数据库（桌面及智能终端）。 来源：UserTracker 多平台网民行为监测数据库（桌面及智能终端）。

2019年在线教育APP TOP10
作业类、单词类APP继续霸榜，学习强国和安全教育平台强
势上线，用户增速已放缓
搜题、批改作业等作业类产品（作业帮、快对作业、小猿搜题等）和背单词、查词翻译等单词类产品（有道词典、百词斩

等）从2012年起就一直是在线教育两大流量之王，2019年亦不例外。艾瑞咨询UserTracker数据显示，2019年12月，作

业帮以9485.2万台独立设备数位居榜首，有道词典以5222.4万台设备数紧随其后。另外，“学习强国”（2019年1月上线）

和“安全教育平台”（2017年上线）两款政府官方推行的产品快速得到推广，月独立设备数在2019年12月均超过了2300

万台，位列TOP5。但从用户增速角度，在线教育APP整体增速已放缓，增幅均在1倍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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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线教育市场发展情况分析及预测 1

中国在线教育市场动态盘点 2

• 2019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动态盘点

• 2019年中国在线教育企业动态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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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整体分层走向在线化
变革逻辑：运用科技手段，重塑传统教育流程
教育行业主要通过科技手段变革，变革方向就是通过优化教育资源、完善教育教学工具等方式不断实现教、学、练、测、

评环节的打通，进而引导传统教育走向线上化或者线上线下相结合。截至目前为止，教育行业的变革主要有三次：其一，

2000年前后以教辅为切入口，让用户得以在单点场景中体验新新型内容和工具；其二，2010年前后通过重组和优化师资

招募及培训的供应链体系，向用户提供完整的在线课堂服务，实现第一次质变；其三，2015年前后，直播教学得以将教学

场景重现，线上线下教育场景开始走向融合，向用户提供包括教学练测评、服务、管理等在内的全套解决方案以提升用户

学习体验是重点。教育行业目前的变革现状是上述三浪叠加的结果。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00年前后 2010年前后 2015年前后

内容工具的线上化 供应链的重组和优化 完整教育环节的打通变革逻辑

典型企业

变革环节

开始时间

练习/测评、查词/翻译等辅
助环节的线上化

优质师资的规模化供应
线上线下教育场景的

融合创新

变革成熟度 极高 中等 较低

教育行业变革的逻辑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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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 领域 To G 领域 To B 领域

用户
付费者 家长/学生 付费者 教育主管部门为主 付费者 培训机构

使用者 学生 使用者 学校领导、教职工、学生 使用者 培训机构校长、员工、学生

用户需求

教学
场景

学习内容
教学
场景

教研（科研、课件等）
教学
场景

师资

优秀师资 教学（教学、组卷、测评、评价等） 教学内容

学习工具 教务（排课、招生、家校互动等） 教学系统

测评工具

管理
场景

人员管理（教职工、学生等）

管理
场景

练测评等工具系统

学情分析 资产管理（教具、实验仪器、图书等） 营销招生

——

采购管理（供应商、订单等） 人员管理

通讯管理（即时通讯、电子邮件等） 排课管理

校园生活管理（校园安全、一卡通等） 经营分析

线上线下市场总规模 30000-40000亿元 4000-4500亿元 250-300亿元

在线化程度 8-9% 45-75% 27-40%

在线市场规模 3000-3500亿元 2000-3000亿元 80-100亿元

在线市场发展阶段 初步成熟期 快速发展期 萌芽期

在线市场头部企业营收 50-100亿元 30-60亿元 2-5亿元

教育整体分层走向在线化
To C、To G、To B均已开始互联网化，发展现状和逻辑不同
教育行业具有互联网化程度低、变革缓慢的特性，但技术进步、消费需求升级、公共卫生等特殊事件的影响，互联网和新

科技对教育行业的渗透正在不断加强。教育行业按客户群体分可分为To C（Customer，消费者）、To G（Government，

政府）、To B（Business，企业）三大类，其中To C市场化程度最高、用户寻求高质量产品的动力最强；To G属于财政经

费型市场，优秀教师聚集，行为规范度高，管理者关注重点在“管理效率”，目前以智能硬件和管理软件产品的铺校率最

高，核心教学过程仍在线下进行；To B目前以管理系统等单品切入，未来以整套解决方案为目标。三大领域发展水平和推

进逻辑不同，跨领域经营的企业需慎重考虑投入产出比。

注释：在线化程度=在线市场规模/线上线下市场总规模。
来源：上表数据中，除末行“在线市场头部企业营收”为2018年数据外，其余数据均为2019年数据；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中国教育行业To C 、To G、To B三大领域互联网化程度对比

最高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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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市场：基本覆盖全教学场景
教学内容和工具优势互补，已基本覆盖全部教学活动场景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在线教育To C市场已基本覆盖全教学活动场景

教育To C市场是典型的效果（成绩提升或有效信息获取）付费市场。完整教学活动（教、学、练、测、评）的打造有利于

用户达成学习效果，因此教育To C市场的企业不断发力于教、学、练、测、评完整教学活动场景的打通。就目前来看，完

整的教学内容和工具产品的互补已经成为企业完整覆盖教学活动场景的通用方案，也是激励用户付费的重要途径。

时间段 教 学 练 测 评 线上教学活动场景

传统教育 未涉及 未涉及任何线上活动

2000年前后 小范围录播 未涉及
部分完成练、测、评的线上化，

并且有部分交互

2010年前后 录播 未涉及
涉及教的环节，且练、测、评的线上

化程度较强且交互性提升

2015年以后
直播互动教育、

AI等
完成教与学的互动，可实现教、学、

练、测、评的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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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市场：线上化基石已搭建好
智能硬件和管理软件铺校率最高，核心教学过程仍在线下

来源：国家统计局，科大讯飞、视源股份年报，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在线教育To G市场宏观现状

现阶段教育To G市场的核心需求是促公平、提效率，对办公、教学活动线上化乃至未来的集中化管理有更高需求，未来对

于集成能力强的企业更有优势。To G市场服务的推广成功要素大致呈现关系>产品>价格>服务的形式，本地代理商具有

“本地优势”，每个地区都有本土教育信息化企业，如何进入集成商/代理商、当地教育部门、学校的供应商名单是市场

玩家需要重点关注的。除此之外，企业也需重点关注该赛道内的投入产出比。

幼儿园 K12 中职+普通高等学校

学校数（万所） 26.7 22.8 1.27

在校生数（万人） 4656.4 17367.3 4386.2

在校老师数（万人） 258.1 1154.4 250.7

宏观环境

宏观需求

宏观现状

重点关注

1）硬件为市场主体（约占70%-85%左右的市

场份额），软件、内容和服务刚萌芽。

2）办公管理互联网化程度高，教学活动的互

联网聚焦于测评环节，核心教学环节待发展。

1）政策变化：自上而下政策驱动赛道，理解

政策出台背后的宏观需求导向。

2）渠道/关系先于产品，前期资金投入大、费

用回收周期长，需要重点考虑投入产出，如右

图视源股份和科大讯飞历年研发和销售投入。

3）重视服务集成性、系统性，基础产品-智慧

教室-智慧校园-智慧学区的集成化服务将是趋

势。

促进教育公平 提升教育质量 提高管理效率 ……

典型硬件、软件厂商2018年在教育方面的营收情况

21.4

7.8

4.0

科大讯飞

拓维信息

文化长城

63.2

41.9

4.1

视源股份

鸿合科技

三爱富

硬
件
厂
商

软
件
厂
商

科大讯飞 2016 2017 2018

研发投入
（亿元）

7.1 11.5 17.7

研发投入
增速（%）

22.8% 61.5% 54.8%

销售费用
（亿元）

6.5 11.1 17.3

销售费用
增速（%）

72.8% 71.3% 55.3%

视源股份 2016 2017 2018

研发投入
（亿元）

3.2 4.9 7.9

研发投入
增速（%）

42.2% 56.2% 59.5%

销售费用
（亿元）

3.8 5.0 8.0

销售费用
增速（%）

20.8% 33.7% 59.3%



17©2020.4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To B市场：为赋能不断成长
以管理系统等单品切入，未来以整套解决方案为目标
总的来看，教育行业To B领域的发展史就是培训行业逐渐成熟，而企业个性化需求逐渐觉醒的体现，因为To B服务的目的

是帮助企业应对市场竞争逐渐加剧，机构管理和成本问题逐渐突出，内容和师资水平逐渐进步，软硬件设备和工具逐渐升

级等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增收、提效、降本。To B领域的在线化目前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市场规模小，市场竞争格局不

成型，管理系统供应商是其中数量较大的一支队伍，但存在产品同质化严重的问题；爱学习、未来魔法校等整套课程解决

方案供应商则因其相对较高的客户管控力、相对完备的售后运营支持而初步展示出优势。

中国教育行业To B领域发展历程

管理系统和教育SaaS潮品牌加盟和电子内容潮出版和硬件潮

1990 2000 2016 20202010

行业环境
 培训行业萌芽、成型，

培训机构需要最基本的
教学内容和设备

新出现的产品
• 纸质教材教辅
• 磁带/光盘
• 黑板/白板
• 多媒体设备

行业环境
 培训行业大肆扩张，培

训机构新入行者需要品
牌加持，品牌加盟盛行

新出现的产品
• 品牌加盟
• 电子教材、教辅、

课件，如爱乐奇

行业环境
 培训行业进行反思调整，培训机

构需要更优质高效的产品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普及率提升

新出现的产品
• 信息管理系统，如校宝

在线、校管家
• 教育SaaS，如小鹅通
• 在线外教，如飞博教育

新出现的产品
• 完整课堂解决方案和

综合供给平台，如爱
学习、未来魔法校

课堂解决方案潮

行业环境
 培训行业进行整合，培训机构需

要更成熟完善的解决方案和综合
供给平台

开始尝试用互联网的手段提供To B产品，产品逐渐个性化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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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典型上市公司营收
营收普遍快速增长，尚德机构规模最大，跟谁学增速最快
根据艾瑞统计，2019年网易有道、尚德机构、跟谁学、51Talk、正保远程、流利说6家在线教育上市公司平均实现15.9亿

元的营收，其中尚德机构营收规模最大，达21.9亿元；同时，各企业的营收普遍快速增长，平均增速达到106.5%，其中

增速最快的跟谁学实现了同比增长432.3%的超速度，促使其全年收入规模逼近规模最大的尚德机构。艾瑞分析认为，尚

德机构的高营收主要得益于其作为在线成人学历考试培训第一股，近年来快速吸纳了线下成人学历考试市场的份额；而跟

谁学的高增速主要得益于其低客单价带来的付费人次的显著增长以及在线大班课逐渐显现的规模效应，促使其毛利率保持

在75%以上并逐渐提升。

来源：各企业财报；按照2019年12月31日美元：人民币=1:6.9618进行换算。

13.0

21.9 21.1

14.5 14.7

10.2

78.4%
11.1%

432.3%

29.5% 27.1% 60.6%

网易有道 尚德机构 跟谁学 51Talk 正保远程 流利说

2019年网易有道、尚德机构、跟谁学、51Talk、正保远程、流利说营收及同比增速

2019年营收（亿元） 2019年营收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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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典型上市公司利润
行业普遍亏损，跟谁学一枝独秀，51Talk首次单季度盈利
根据艾瑞统计，2019年除了跟谁学以外，近年上市的英语流利说、51Talk、尚德机构、网易有道等在线教育公司都处于亏

损状态，值得关注的是51Talk在2019年Q4首次实现盈利。亏损是近年来在线教育行业的常态，主要亏损原因在于市场仍

处于用户教育期和品牌创建期，整体渗透率仍在稳步提升，在线教育跑马圈地运动仍在进行，在资本的助推下，各公司都

需要承担较高的市场营销费用来“参赛”，另外教师课酬成本和用户运营成本也是难以缩减的开支，低成本获客渠道的红

利也逐渐被稀释。

艾瑞分析认为，跟谁学能实现盈利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聚焦于K12在线直播大班模式，在尚未大规模市场投放之前默默积累

了一定的授课和运营经验，并提前布局微信等低成本获取渠道，其转化率、续班率等内核指标表现良好，能够有效控制营

业成本。未来，在线直播大班课的模式或将成为在线教育公司扭亏为盈的主要手段。

来源：各企业财报，网易有道2019Q1收入由全年收入减去Q2、Q3、Q4而得。

-9,195.0
-7,594.4

-23,067.6
-20,288.5

-11,293.0

-1,288.5

-12,981.3 -13,953.7

3,389.1
1,637.0

190.2

17,446.3

-6,333.9

-3,238.4
-529.8

151.9

-6,727.2 -8,784.3

-21,409.6
-20,557.0

2019Q1 2019Q2 2019Q3 2019Q4

2019年中国在线教育典型企业季度利润

网易有道（万元） 尚德机构（万元） 跟谁学（万元） 51Talk（万元） 流利说（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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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典型上市公司利润
季度亏损率变化不同，未来的盈利逻辑存在差异
根据艾瑞统计，近几年上市的在线教育公司中，流利说、51Talk、尚德机构在2019年的季度业绩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其中

流利说亏损率持续上升，51Talk亏损率持续下降并于2019年Q4实现首次盈利，尚德机构季度平均亏损率相对稳定。艾瑞

分析认为，对于不同业务领域与产品模式的在线教育企业而言，其未来的盈利逻辑存在差异，对于在成人学历教育已形成

一定品牌效应的尚德机构而言，需要通过开辟多元化的获客渠道、控制大规模广告投放预算等方式来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

以保持净收入的增长。对于主营成人英语的流利说而言，在线直播大班课的产品模型有利于提升其存量用户的商业价值，

进而提升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而从51Talk的盈利表现来看，未来只有系统性地解决在线教育体验粗糙、效果随机的根本

性问题，才能进一步实现优胜劣汰，提升市场集中度，保证头部企业利润的稳定增长。

注释：亏损率指企业或部门在一定时期内的亏损金额与营业收入的比率，表示其亏损程度；若实现盈利，则亏损率为0%。
来源：各企业财报。

20.0%

2.3%

24.6% 25.4%

19.6%
9.2%

1.3% 0.0%

26.6%
31.8%

81.7%
88.8%

2019Q1 2019Q2 2019Q3 2019Q4

2019年中国在线教育典型企业季度亏损率

尚德机构（%） 51Talk（%） 流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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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典型上市公司动态盘点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各企业财报、招股书及公开资料整理。

公司 动态 详情

新东方在线

全面加码K12线

上培训，大幅扩

张致亏损

（1）资本：2019年3月28日，新东方在线港股发行上市，发行价9.31元/股；2019年12月31日，股价上涨

至18.60元/股，涨幅99.8%。

（2）业务：①2019年8月，新东方在线以9400万元收购东方优播剩余49%股权，东方优播成为新东方在线

全资子公司，全面加码K12培训；②发力K12业务导致由盈转亏，2020H1亏损有所扩大（新东方在线财务

报告日为5月31日）。

（3）人事：2019 年 1 月，孙东旭出任公司联席行政总裁并任公司 K12 考试事业部总经理，同年 8 月

COO 潘欣离任，2020 年 1 月拥有丰富的线下 K12 培训授课及管理经验的孙东旭任公司唯一行政总裁。

（4）股权激励：2019 年 3 月，新东方在线面向公司管理层和北京迅程高管共 144 人发布购股权计划，对

应股份数目合计 4783.7 万股，占 IPO 完成后股份比重的 5.24%。激励对象包括：俞敏洪（公司非执行董

事、董事会主席）、孙东旭（执行董事、行政总裁）、尹强（执行董事、财务总监）、朱宇（北京迅程部门

经理、东方优播 CEO）等人。

跟谁学

打破流血上市魔

咒，但流量红利

优势锐减

（1）资本：2019年6月6日，跟谁学在纽交所上市，发行价为10.5美元/ADS，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收

盘，跟谁学股价21.9美元/ADS，涨幅108.6%。

（2）业务：①努力降低对名师的依赖，跟谁学TOP10教师贡献营收由2018年的46.6%降低到2019年1-9月

的40.5%，并着手建立自己的师训体系；②随着微信流量红利消失，获客成本有所提升，单科次获客成本由

2018年的221元增长到2019年的约470元。

（3）人事：多位联合创始人已经或准备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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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典型上市公司动态盘点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各企业财报、招股书及公开资料整理。

公司 动态 详情

51Talk

全面转向少儿英语

培训，首次实现季

度盈利

（1）业务：全面转型少儿英语培训，2019年前三季度，K12英语培训已经贡献51Talk 93.5%的收现收入。

（2）财务：51Talk在2019Q4首次实现季度盈利。

流利说
成人英语赛道陷困

境，布局少儿英语

业务：2019Q2以来，流利说营收和付费用户数已经开始呈下降趋势，但销售费用仍在攀升，高额的流量采

买费用所带来的效果十分有限。与51Talk思路一致，成人英语赛道陷困境的流利说也开始转战少儿英语赛

道。

网易有道
营销费用拖累业绩，

股价破发

资本：2019年10月25日，网易旗下网易有道纽交所上市，发行价17美元/ADS，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

其股价14.1美元/ADS，跌幅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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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瑞 我们相信数据的力量，专注驱动大数据洞察为企业赋能。

在艾瑞 我们提供专业的数据、信息和咨询服务，让您更容易、更快捷的洞察市场、预见未来。

在艾瑞 我们重视人才培养，Keep Learning，坚信只有专业的团队，才能更好的为您服务。

在艾瑞 我们专注创新和变革，打破行业边界，探索更多可能。

在艾瑞 我们秉承汇聚智慧、成就价值理念为您赋能。

关于艾瑞

400-026-2099

扫 描 二 维 码

读 懂 全 行 业

海 量 的 数 据 专 业 的 报 告

我们是艾瑞，我们致敬匠心 始终坚信“工匠精神，持之以恒”，致力于成为您专属的商业决策智囊。

ask@iresearc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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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版权声明

本报告为艾瑞咨询制作，报告中所有的文字、图片、表格均受有关商标和著作权的法律保护，部分文字和数据采集于公开

信息，所有权为原著者所有。没有经过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传递。任何未经授权使用

本报告的相关商业行为都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

免责条款

本报告中行业数据及相关市场预测主要为公司研究员采用桌面研究、行业访谈、市场调查及其他研究方法，并且结合艾瑞

监测产品数据，通过艾瑞统计预测模型估算获得；企业数据主要为访谈获得，仅供参考。本报告中发布的调研数据采用样

本调研方法，其数据结果受到样本的影响。由于调研方法及样本的限制，调查资料收集范围的限制，该数据仅代表调研时

间和人群的基本状况，仅服务于当前的调研目的，为市场和客户提供基本参考。受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资源的限制，本报

告只提供给用户作为市场参考资料，本公司对该报告的数据和观点不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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