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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

互联网的下一个金矿

� � � �在继互联网金融之后，互联

网又诞生出一个 “新宠儿”———

在线教育。 不过，与投资方的热

情相比，在线教育领域的从业者

却冷静许多。 面对近千亿的市

场，有谁愿意错过这块“肥肉”？

在近期的《新财富夜谈》节目中，

财经评论员叶檀女士同沪江网

副总裁徐华、君联资本副总裁靳

文戟 、 和君咨询分析师侯瑞琦

畅聊在线教育。

在线教育激战正酣

继互联网金融之后，淘宝、百

度、

360

、网易、金山等互联网大佬

又将目光投向了在线教育。 有机

构预测，

2015

年在线教育市场规

模有望达到

1745

亿元。面对这块

千亿级的肥肉， 物联网巨头无不

垂涎欲滴， 然而传统教育机构也

不甘示弱，

新东方在线早在

2000

年就

已上线； 学而思集团日前正式更

名为“好未来”，进军线上教育；龙

文教育也计划投入

5000

万元布

局在线业务。

资本的热情也是不断高涨。

启明创投以

1500

万美元注资真

人在 线 语 言 培 训 企 业

Tutor－

Group

；背单词应用“拓词”获得真

格基金

100

万元天使注资； 在线

英语教学网站沪江网获得了千万

美元的

B

轮融资。

叶檀：

虽然在线教育看上去

很美

，

但对培训巨头来说却如人

饮水

，

冷暖自知

。

学而思

CFO

考夫曼近日透露

，

上一财年公司

在线业务亏损额

650

万美元

，

预

计

2014

财年亏损将达到

700

至

800

万美元

。

在线教育的商业模

式清晰吗

？

有前景吗

？

靳文戟：

这可能跟大家的习

惯有关系

，

因为对在线教育这类

虚拟商品

，

大家付费的习惯还是

要有个培养过程

。

徐华：

沪江网怎么收入呢

？

我

们实现

2B

和

2C

两条腿走路

，

2B

面向客户

，

比如企业培训

，

包括广

告

；

2C

包括电商

，

网络学习这块

。

侯瑞琦：

整个培训行业是典

型的先收费后服务

，

但互联网是

先免费后服务

，

所以传统的教育

培训机构进入互联网教育的时候

会面临很大的痛苦

。

因为教育培

训行业必须要有一个强制性事

件

，

像学而思

、

学大这些公司

，

主

要是做

K12

，

就是小升初的教育

培训

，

它有奥数的压力

，

有中考高

考的压力

，

因为有强制性事件就

促成了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

。

网络教育

主打后向收费

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在这

些誉满全球的大学里， 老师们究

竟怎么上课？如今网络上的“全球

名校视频公开课”，你能聆听来自

美两国知名度最高的

8

所大学大

师的传道解惑。 耶鲁大学著名教

授雪莱·卡根盘腿坐在讲桌上跟

你侃侃而谈《死亡》；你也可与哈

佛大学的迈克尔·桑德尔教授一

起思考《公正》，哈佛大学本·沙哈

尔教授中文译名为《幸福》的积极

心理学课程也是屡破点击量，这

些在中国国内未被充分重视的前

沿课题让中国学生感叹， 原来课

还能这样上。

侯瑞琦：

其实名校公开课实

际上就跟美国大片包括迪斯尼

，

本质上讲是一样的

。

比如说像讲

《

公正

》

的桑德尔

，

那么在每一个

细分领域肯定会出一个学术明

星

，

那么通过视频的免费传播

，

他

就会成为这个学术的制高点

。

虽

然他的课程是免费的

，

但是他的

知名度大大提高

，

他可以通过后

向的衍生产品收费

。

包括桑德尔

出图书做讲座

，

包括前段时间他

也来中国

，

来复旦做讲座

，

他这些

后续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盈利模

式

。

因为能够看全球最顶尖公开

课的这些观众

、

这部分人群实际

上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人群

，

那么

将来它只要把这部分人群抓住之

后

，

网易想挣钱我觉得也是迟早

的事情

。

靳文戟：

从投资行业来看

，

全

心投教育的投资人都是有点情结

的

，

一般人也不会轻易投教育

，

特

别是互联网教育

。

另外

，

互联网教

育一定要记准

，

不要光去卖课件

，

卖教材

，

一定是卖服务

，

这点很重

要

。

线下学习和线上教育要有一

个对应关系

，

像

Facebook

一样有

一个映射关系

。

你要把线下的社

交关系比较完整地映射到线上

来

，

大家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体

验

。

如果说线上教育就能身临其

境地坐到斯坦福大学了

，

那是太

简单化了

，

不可能的

。

徐华：

有很多的创业公司认

为平台做出来就能够成功

，

这种

想法可能天真了一点

。

这样你不

得不面临两线作战

，

一方面是用

户

，

另一个方面是内容提供方

，

要

同时开发两个面的资源

，

这对你

来说的话会战线拉得太长

。

“淘宝同学”横空出世

8

月

15

日“淘宝同学”正式

上线，今后你可以在这里淘到自

己想要的课程。 去年淘宝教育销

售额

3.3

亿元， 其中三分之一是

教材教辅， 另外

2

亿是课程销

售。 淘宝内部估算，目前在线教

育在淘宝的日均交易额为

300

万元左右， 今年能做到

10

亿元

的规模。 打开淘宝同学的页面，

发现目前这还是一个极其简单

的网站，与庞大复杂的淘宝和天

猫相比，甚至有些寒碜。 目前开

设的课程有英语、化妆、唱歌、图

文设计、茶艺等课程，所有课程

均有不同的收费。

叶檀:

“

淘宝同学

”

上线后

，

有

质疑也有期待

，

在互联网金融之

后

，

阿里巴巴大步涉足教育领域

，

其真正的用意又是什么

？

靳文戟：

“

淘宝同学

”

最后像

淘宝商城的可能性不大

，

可能还

是像天猫

。

因为教育这个商品和

普通商品不太一样

，

大家还是比

较关注质量

，

质量是个很关键的

问题

。

我猜

“

淘宝同学

”

现在相当

于来养流量

，

将来可能会有些后

续服务

，

因为教育这个东西

，

不

能说只是简简单单地卖一些视

频

，

或者卖一些这种课件

，

这个

是不成立的

。

既然命名为

“

淘宝

同学

”，

我想他可能会有一些后

续的想法

。

最终我觉得成功要有

两个基因

，

一个是互联网基因

，

这个淘宝肯定是有了

；

另外一个

就是要有教育基因

，

刚提到的淘

宝学院可能也具备了教育的基

因

，

这两个部分一定要结合

，

缺

一不可

。

叶檀：

我们看到互联网教育

在历经了一波一波地潮起潮落

之后

，

总算又受到了资金的关

注

。

我想在互联网时代

，

地球的

距离真不是问题

。

但是你看斯坦

福大学的课程并不代表就拥有

那样的想法和思考方式

，

所以我

希望你在点开网络的时候

，

点开

的是一扇窗子

，

这扇窗子可以通

向世界的各个地方

，

世界上最优

秀的人都在上面交流

，

而且你可

以得到服务

。

（文字整理：陈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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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允许房价上涨的四个前提

冯海宁

有媒体报道称

，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

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12

日在

大连表示

，

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大面积

的房地产泡沫

。

一些中心城市房价被推

高

，

和民众对相对稀缺的公共服务的追

逐有直接关系

。

李铁表示

，

要想遏制房

子投机

，

还是要依靠市场的力量

。

政府

应该允许房价上涨

，“

香港为什么没人投

机房子

？

因为房价太高了

，

没人炒得起

。”

“

政府应该允许房价上涨

”，

这句话只

能代表个人意见

。

最近

，

发改委主任徐绍

史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报告时表示

，

房

价反弹压力较大

，

是需要切实采取措施认

真解决的问题之一

。

显然

，

这是发改委官

方的真正态度

。

这也说明

，

在房价上涨这

个问题上

，

发改委内部意见还没有完全统

一

，

还有一些人在支持房价上涨

。

有人反对房价上涨

，

有人支持房价上

涨

，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

但要警惕的是

，

某些掌握话语权的人

，

把个

人的主张通过媒体发布后

，

有可能影响到

政策制定和决策

。

要想政府允许房价上涨具有可行

性

，

必须满足四个前提

：

一者

，

让

“

房价收入比

”

处于合理区

间

，

并让人均收入与房价同步增长

，

才能

允许房价上涨

，

否则

，

房价继续上涨会带

来很多麻烦

。

从目前情况来看

，

房价收入

比很难在短期内回归合理

。

一方面是房价

经过多年快速上涨

，

基数比较高

，

而且还

在持续上涨

。

而事实证明

，

宏观调控还没

有对房价上涨形成有效约束

。

另一方面

，

人均收入很难快速增长

。

如此一来

，

房价

与收入的巨大差距就会长时间存在

。

二者

，

把买不起房的居民统统纳入保

障对象

，

即要像香港

、

新加坡一样建设大

批量的保障房

，

供买不起商品房的中低收

入者居住

。

但事实情况是

，

以我们目前的

政府财力和保障房规划

，

很难在短期内提

供大量保障房

。

当保障房不能满足需求

时

，

商品房就要承担改善公民居住条件的

部分责任

。

商品房价格太高

，

政府住房保

障的压力越大

，

而政府又无法消除压力

，

所以不应该允许房价上涨

。

三者

，

确保金融和经济安全

。

由于房

地产是资金密集型行业

，

房价越高对金

融的

“

绑架

”

越严重

。

如果房价上涨让金

融领域充满风险

，

则中国经济也存在很

大风险

。

以温州为例

，

几年前房价疯涨的

结果是

，

如今买房人频频跑路

，

房贷违约

现象越来越多

，

对金融安全构成了一定

威胁

。

与此同时

，

温州经济也很低迷

，

这

都是过去房价上涨惹的祸

。

四者

，

让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

。

长

期以来

，

很多地方政府依赖于土地财政

，

导致财政收入模式相对单一

，

经济发展

模式也比较单一

，

财政收支得不到有效

保证

。

各地出现的

“

鬼城

”

现象

，

就是依赖

土地财政的结果

。

如果允许房价上涨

，

前

提是必须在经济结构调整之后

、

土地及

财税改革之后

。

另外

，

李铁称

“

香港为什么没人投机

房子

？

因为房价太高了

，

没人炒得起

。”

这

句话也不符合事实

，

香港楼市也存在投

资投机现象

，

所以

，

才有多次紧急征收额

外印花税让香港楼市降温的举措

。

从经济特区到自贸区看中国经济改革走向

罗宁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原则

性通过以来

，

围绕自贸区的相关讨论热

度高涨

，

社会各界对改革开放

35

年来再

次推出的新

“

试验田

”

给予了浓厚的兴趣

与殷切的期望

。

与上世纪

80

年代设立的

经济特区相比

，

自贸区的设立以中国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市场经济体制改

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大背景

，

是站在新

的起点上

，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

打破制

度障碍

，

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

加快中国经

济融入全球步伐的重要战略举措

。

从经

济特区到自贸区

，

可以窥得中国经济改

革的路径与趋势

。

从姓“资” 还是姓“社” ，到内资还

是外资。

经济特区消除了世人关于姓

“

资

”

还

是姓

“

社

”

问题的疑虑

，

为经济主体参与

市场行为解除了枷锁

；

自贸区将进一步

缩小内资与外资的差别

，

为投资者创造

公平

、

平等竞争机会

。

自经济特区设立以

来

，

中国引进外资的步伐不断加快

，

截至

2012

年末

，

外商直接投资从

1984

年的

12.6

亿美元升至

1117.2

亿美元

。

外资在中

国经济改革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

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

立

。

但考虑到外资的逐利性

、

波动性以及

对国内尚处发展初期行业的保护

，

我国对

外资设定了一些限制条件

，

比如在准入方

面就有明确的鼓励类

、

允许类

、

限制类和

禁止类的划分

。

但过多

、

过高的准入门槛

，

既不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率

，

也可能让

国内企业因缺乏竞争而裹足不前

。

在即将

设立的自贸区

，

外资准入将有望放宽

，

特

别是关于

“

负面清单

”

的讨论

，

让外资获得

国民待遇前景更加可期

。

从“让部分人先富” ，到更公平、自

由的市场制度

。

经济特区以

“

让部分人先富

”

打破了

“

大锅饭

”

式均贫困境

，

自贸区将致力于

建设更公平

、

自由的市场制度

。

改革开放

初期

，

经济主体面临着各种制度限制

，

如

企业雇工人数受限

、

私企产品销售受限

等

。

经济特区率先取消了经济主体身上

的制度枷锁

，

加快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

步伐

。

但基于维护市场稳定性等多方面

因素考虑

，

我国的利率

、

汇率等金融制度

仍未放开

。

随着市场化改革

、

国际化发展

不断推进

，

人们对金融制度改革的诉求

愈发强烈

。

近年来

，

利率市场化步伐已开

始提速

，

人民币汇率及资本项目管制不

断放开

，

在此基础上

，

自贸区将成为利率

市场化

、

汇率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自由

化的重要试验田

，

为建立更公平

、

自由的

市场制度提供镜鉴

。

值得注意的是

，

虽然

自贸区内的优惠政策也带有

“

让部分人

先富

”

的影子

，

但这远非仅为上海一地的

发展提供制度红利

。

自贸区进行的试验

所要解决的是当前全中国面临的难题

，

未来全国各地都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

。

从改革“政企不分” ，到建立服务型

政府。

经济特区为中国从指令式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试验田

，

其中重

要的一步就是改变

“

政企不分

”

状况

，

使

企业从行政束缚中解脱出来

，

成为真正

的市场主体

。

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

，

政府依然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

，

企业仍

在很多方面受到政府管理的约束

。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

，

转型过

程中形成的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缺陷

逐渐凸显

，

权力与市场结合

、

行政垄断

、

特权经济均在不同程度形成弱化市场

的倾向

，

长期下去甚至有可能使某些计

划经济因素复归

，

造成市场化改革停滞

甚至倒退

。

在此背景下

，

自贸区的设立

，

将为实现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型

提供试验田

，

当前体制中最难改革的行

政审批制度或将破题

，

这将进一步推动

政企关系深化改革

，

加快服务型政府

建设

。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

究所宏观经济分析师）

以房养老动议起，政府介入有深意。

欲为财政减投入，便向社会转压力。

公民养老有缺口，国家尽责是大计。

房产流转由业主，无需政府拿主意。

人民币国际化前景趋好

王宸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

受美国退出宽

松货币政策和全球外汇投机的影响

，

许

多亚洲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纷纷遭

遇汇市

、

股市和债市的连环暴跌

，

并严

重冲击了经济信心

，

迫使印度

、

印尼等

国纷纷采取组合措施应对全面冲击

。

未

受重大冲击的韩国

、

泰国等也高度紧

张

，

一时风声鹤唳

，

许多人惊呼

“

亚洲金

融风暴又来了

”。

在此期间

，

人民币汇率

走势相当平稳

，

中国股市

、

债市也未见

有连锁的不良反应

。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

的前景稳健有序

，

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

将稳步趋好

。

国际三大货币

雏形或已形成

在国际汇率市场上

，

当前美元呈现

强势

。

正是美元的强势

，

从另一方面引

发了许多新兴经济体货币的下跌

。

回顾

这几年关于

“

强势美元

”

的论调

，

已经不

难发现当年美元遭遇全球抛售时的险

境了

。

美元指数曾经最低跌破

70

关口

，

而美国金融危机又恰在最严峻的时刻

，

“

强势美元

”

成为美国的依赖

，

或者说是

金融体系的信心所在

。 “

三十年河东

，

三

十年河西

”，

现在到了抛售新兴货币的

时候

，

全球却并非仅有

“

强势美元

”。

同

样

，

欧元也经历了

“

退出欧元区

”

的信

任危机

，

但在新兴货币遭到抛售的时

候

，

欧元却因欧洲经济重大转折而趋

稳

。

加上走势稳健的人民币

，

国际三大

货币序列的雏形已经越来越清晰

。

未

来全球外汇市场

、

世界经济体系必然

会反映这种日趋稳定的新格局

，

因此

，

强势美元所反映的全球外汇投机风

暴

，

并非仅仅做多美元

、

抛售其他货

币

，

做多欧元和人民币同样具有巨大

套利空间

。

如果欧元区

7

月经济数据没有那么

好

，

就不会给予欧盟央行

“

无需继续降

息

”

的信心

，

欧元在全球外汇投机风暴中

就可能遭到抛弃

，

现在尽管仍然存在希

腊危机

、

欧洲经济反复等诸多不利因素

，

但欧元没有遭到大规模做空冲击却是事

实

。

相反

，

欧美日等旧的国际货币队列

却在瓦解

。

在全球外汇投机者抛弃新兴货币

之后

，

对中国可能的冲击将是在押注

做多人民币

，

这种投机反映在人民币

对新兴货币的汇率走势上

，

将会拉大

人民币与其他新兴货币的差距

；

此外

，

全球外汇投机严重冲击了中国周边国

家

，

最终也会考验人民币的坚挺程度

。

这种正反两个方向的冲击

，

正是人民

币形成汇率波动机制的外部条件

。

总

体来看

，

美

、

欧

、

中三大强势货币的格

局将逐渐成为全球的共识和汇率波动

的方向

。

健全市场双边机制

双边机制是金融市场的基础

。

中国

经济增长的良好前景有力地支持了人民

币汇率的稳定

，

并在全球外汇投机风暴

中获得了完善双边波动的条件与机遇

，

这是中国金融市场加快健全与完善双边

机制的最有利的契机

。

中国资本市场

、

特

别是证券市场应在这种历史性机遇下

，

加快健全与完善双边机制

，

如推出国债

期货

、

向市场交易者提供债券风险缓释

产品

、

增信产品等

，

在股票市场则须尽快

丰富多空双边的投资工具

，

加快推出面

向整个市场的多空产品

，

这也是中国资

本市场加快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

这样

，

从金融市场总体发展前景来

看

，

汇率双边波动机制

、

证券市场多空双

边机制

、

资本项目下的双向流动机制等

，

与利率市场化等关键改革一道

，

将在一

个新的历史时期内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

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

。

其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大幅提

升

、

国际地位大幅提高

。

汇率双边波动机制的一个负面影响

就是

，

人民币与其他新兴货币的汇率可

能遭遇投机者冲击

，

致使出现人民币对

欧元和美元之外的货币大幅升值的局

面

，

这在今年人民币兑日元和韩元中已

经表现出来

，

未来则可能是人民币对其

他新兴货币大幅升值

，

同时在国际贸易

结算中急剧扩张

，

并充分考验境外人民

币回流机制的实效性

。

但汇率双边波动机制是金融市场

改革开放与加快发展的前提之一

，

同时

会倒逼证券市场多空双边机制的健全

与完善

。

在全球外汇投机风暴中

，

人民

币与中国金融市场能获得的机遇与挑

战都不可复制或重来

。

不管怎样

，

唯有

充分把握历史机遇

、

充分认识世界经济

体系的深刻变革

，

才能真正为中国改革

和发展找到有效的路径

。

如果违背美欧

中三大货币新格局的演变与发展

，

历史

的苦果最终会让畏缩不前者自食

。

改革开放是唯一出路

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

高速发展

，

已经在世界上获得了许多有

利地位

，

在本次金融危机中

，

宏观决策能

够果断地利用历史机遇

，

加快调整经济结

构

，

不因短暂的经济下滑而退缩

，

说明宏

观决策的有效性和连续性得以保持下来

，

特别是李克强总理鲜明地提出以改革促

发展

，

以开放促发展

，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

年中回稳具有重要的意义

，

充分地证明

了改革开放是唯一出路的历史论断

。

从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来看

，

年中中

国和欧洲双双强势回稳或反转

，

能够有力

地缓解世界经济复苏的

“

尾部风险

”，

更能

够有效地防御和化解全球外汇投机风暴

的无序性

，

充分地支持了世界经济向中美

欧三大经济体

、

三大货币的新格局的演变

与发展

。

如果这种发展趋势与

G20

机制

能够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

那么世界经济复

苏与发展的前景会更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