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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软教育总裁温涛：引领数字化人才教育服务

●本报记者 宋维东

东软教育总裁温涛日前在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经过多年发展，

公司形成了以全日制学历高等教育为基

础，教育资源与数字工场、继续教育服务

为战略业务的“一体两翼”业务格局，有

力提升了内生发展动力。未来，公司将充

分发挥“东软教育科技”品牌优势，全面

做大做强“一体两翼”业务，持续提高公

司在教育领域的综合竞争力， 更好地引

领数字化人才教育服务。

深耕IT教育服务领域

中国证券报： 请介绍一下公司在

IT

教育领域的主要发展情况。

温涛： 东软教育于2000年成立，

2020年登陆香港联交所主板，成为港股

市场“IT高教第一股” 。 成立之初，公司

就瞄准IT应用领域，培养行业紧缺的实

用型人才。

目前，公司在教育理念、方法、技术、

应用和资源等方面都形成了较强竞争优

势。 特别是能有效地将东软产业背景和

高等教育规律有机结合， 实现产学研深

度融合， 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并站在

产业前沿与企业用人的角度办学， 形成

具有东软特色的系统性办学理念、 方法

和模式。

截至2020年底， 公司所属三所大

学在校学生共有39242名，总体较2019

年末增长10.87%。 在“所学即所用、所

用即所学” 的教学原则指导下，学生自

信心和能力不断增强， 毕业生就业率

保持在90%以上， 并得到用人单位的

高度认可。

中国证券报： 公司在

IT

教育领域有

哪些竞争优势？

温涛：一方面，我们凭借东软产业办

学的先天基因， 发挥民办学校的体制机

制优势，创建了独特的TOPCARES教育

方法学和五级项目牵引、 应用导向的混

合式教育教学体系。 公司所属三所大学

办学质量和品牌知名度获得了广泛的社

会认可。

另一方面，公司进入IT教育领域较

早，在办学过程中，实现了与产业紧密相

连的特色办学模式。 我们的目光不局限

于东软， 而是与更多有影响力的领先企

业合作。 截至目前，我们已有700多家合

作企业。 在合作中，公司通过充分调研，

掌握最新信息，实现产教融合。特别是近

年来， 公司搭建了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的管理平台， 为教育教学和实践性活

动提供了重要支持。

“一体两翼” 布局

中国证券报： 公司近年来着力培育

“一体两翼”业务布局，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温涛：从成立到2017年末，东软教

育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学历教育上， 基本

围绕旗下三所大学来开展。 在新的市场

背景下， 公司业务结构模式单一的制约

性逐渐显现。

2018年起，结合政策和市场环境变

化，在综合研判后，公司上下一致认为要

在原本学历教育业务的基础上， 培育新

的发展业态，打造新的盈利增长点，保证

公司未来拥有更好的成长性， 实现健康

可持续发展。

因此，公司充分利用过去在学历教育

领域的积淀，发挥产教融合优势，将对教

育和IT产业的理解、感悟及实实在在的优

质教育资源变成“知识资产” ，打造以全

日制学历高等教育业务为基石业务，以教

育资源与数字工场、继续教育服务为战略

业务，建立三大业务板块彼此支撑、耦合

互动的数字化人才教育服务生态体系，形

成了“一体两翼”业务格局。

中国证券报：目前，“两翼”业务开展

情况如何？

温涛：教育资源与数字工场方面，公

司依托东软雄厚的产业优势与学历教育

丰厚的办学积淀， 将旗下三所大学经过

实践验证的先进教育理念、方法、模式、

体系、标准等数字化、产品化、平台化，并

在三所大学持续应用、 反馈与迭代升级

基础上，以专业共建与产业学院、智慧教

育平台与教学内容、 实验实训室解决方

案等形式，以O2O、轻资产、少人力的

“3+N”商业模式，向众多普通本科和职

业院校输出一流的教育产品与服务，为

合作院校教育改革和创新赋能。

2020年， 公司与近百所院校合作实

施了近187个专业共建项目， 覆盖近

15000名学生。截至目前，已有400余所院

校使用东软教育的产品、 服务和解决方

案。 其中，包括31所“双一流”建设高校，

64所职业教育“双高计划”建设学校等。

未来， 教育资源和数字工场业务发

展模式会越发清晰， 具备较强的成长性

及盈利能力，将是公司重要发力点之一。

继续教育服务方面， 公司遵循打造

“质量立足、开放共享、线上线下融合”

的特色继续教育体系， 为个体学习者和

组织的持续发展赋能， 成为继续教育解

决方案的领军者。

构筑更强竞争力

中国证券报：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公

司如何保证各项业务具有更强竞争力？

温涛：面对数字化、智能化变革给中

国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公司将

深入推进“教育+科技” 研发策略，持续

加大研发经费及人员投入， 通过不断研

究和探索， 依托科技手段与教学方法创

新，构建核心竞争优势，实现引领与赋能。

全日制学历高等教育板块，公司将进

一步聚焦“IT+健康医疗科技”领域，不断

深化落实TOPCARES教育方法学， 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扎扎实实办好“面向未来、

产教融合、精准高效”的应用型教育，进一

步将三所大学打造成为智慧化、 开放化、

赋能化的IT“示范校”“品牌校” 。

教育资源与数字工场板块， 将依托

公司“TOPCARES” 教育方法学和全日

制学历教育办学积淀， 面向不同高校群

体的教育资源需求， 加快教育资源产品

的研发，扩大优质教学资源的辐射范围；

深入拓展高品质、轻资产、O2O、高增长

的“3+N” 业务模式，进一步扩大销售网

络，提高销售能力，保证交付质量，提升

业务效益。

继续教育服务板块， 公司将抓住国

家大力推进职业技能培训的有利时机，

密切关注新业态、 新发展模式下产生的

新职业、新工种，加快开发新培训产品；

推动继续教育由F2F向Online模式迁

移，落实“讲在线上、练在线下” 教学模

式；加快发展在线教育，打造面向终身教

育的O2O学习平台，为更广泛人群提供

特殊终身教育服务。

中国证券报： 公司如何充分利用资

本市场不断做大做强主业？

温涛：公司登陆资本市场后，管理水

平及业务发展都取得了显著进步， 规模

化发展不断提速。

未来， 公司在着力增强内生增长动

力的同时，更加侧重聚焦经济相对发达、

地理位置优势明显、 高等教育需求旺盛

地区发展潜力较大的高校， 将其作为优

质标的项目持续关注。此外，根据两大战

略业务扩张需要，保持对经营规范、业务

匹配、潜力较大的在线教育公司及IT增

值教育服务公司等标的的关注。

一季度业绩超预期

小米集团各业务线毛利率提升

●本报记者 杨洁

5月26日晚，小米集团公布

2021年第一季度财报， 总收入

和经调整净利润均创单季度历

史新高。 2021年一季度，小米集

团总营收达768.83亿元，同比增

长54.7%； 期间利润为77.89亿

元，同比增长260.6%；经调整净

利润为60.69亿元 ， 同比增长

163.8%。

这一季度，小米集团研发投

入达30亿元，同比增长61%。 技

术驱动各业务线高速增长，毛利

率均实现提升，推进集团整体毛

利 率 由 2020 年 第 一 季 度 的

15.2%升至2021年第一季度的

18.4%。

欧洲智能手机市场份额

首次排名第二

双品牌发力，2021年一季

度， 小米集团智能手机业务取

得强劲增速， 收入达514.91亿

元，同比增长69.8%，毛利率从

2020年一季度的8.1%升到本季

度的12.9%；智能手机的平均售

价也从 2020年一季度的每部

1038元上升至本季度的每部

1042.1元。

一季度， 小米智能手机全球

出货量为4940万台， 同比增长

69.1%。 Canalys数据显示，2021

年一季度， 小米全球智能手机出

货量排名稳居第三， 市占率

14.1%。 小米在62个国家和地区

智能手机市占率排名前五， 在全

球12个国家和地区排名第一。 尤

其是欧洲市场， 小米智能手机市

场份额首次排名第二， 市占率达

到 22.7% ， 出 货 量 同 比 增 长

85.1%。 2021年一季度，小米集团

境外市场收入为374亿元， 同比

增长50.6%， 占集团总收入的

48.7%。

一季度，在中国大陆市场，小

米智能手机市占率为14.6%，市

场份额排名上升至第四。

小米集团向高端手机发力已

取得初步成效。 2021年第一季

度， 小米集团在中国大陆地区定

价在3000元或以上及境外定价

在300欧元及以上的智能手机全

球出货量超过了400万台。 此外，

根据第三方数据， 中国大陆地区

定价在人民币4000元至6000元

区间的智能手机中， 小米的市场

份额由去年同期的5.5%提升至

本季度的16.1%。

互联网服务业务

毛利率达72.4%

IoT与生活消费品业务方

面，2021年一季度， 小米集团该

分部业务收入达到182.43亿元，

同比增长40.5%， 主要是由于智

能电视、 扫地机器人及电动滑板

车等若干IoT产品销售额快速增

长，IoT分部毛利率从2020年第

一季度的13.4%上升至本季度的

14.5%。

截至2021年3月31日， 小米

AIoT平台连接IoT设备数（不包

括智能手机及笔记本电脑）达到

3.51亿。 拥有五件及以上连接至

小米AIoT平台设备 （不包括智

能手机及笔记本电脑）用户数达

680万，同比增长48.9%。2021年3

月， 小爱同学月活用户数9300

万；米家App月活用户数同比增

长22.8%，达到4920万。

在境外市场， 小米IoT业务

保持高速增长， 一季度境外IoT

及生活消费产品收入同比增长

81.1%，滑板车、空气净化器、小

米盒子等产品持续畅销。

互联网服务业务方面，2021

年一季度， 小米集团该分部业务

收入达到65.71亿元， 同比增长

11.4%， 互联网业务毛利率从

2020年第一季度的57.1%大幅升

至本季度的72.4%。

受益于智能手机全球出货量

大增，2021年3月， 小米MIUI全

球月活跃用户4.25亿， 同比增长

28.6%。 其中， 中国大陆地区

MIUI月活跃用户数同比增长

6.4%至1.19亿，较2020年12月净

增770万用户。

互联网服务业务中， 小米互

联网广告业务再创单季度历史新

高， 收入达39亿元， 同比增长

46.3%；游戏收入为11亿元，环比

上升24.8%； 其他增值服务为16

亿元，同比下降8.6%，主要由于

金融科技业务继续强化风控、主

动控制贷款规模。 小米智能电视

互联网业务触达用户规模持续扩

大， 一季度小米智能电视及小米

盒子的月活用户数同比增长超

34%，截至2021年3月31日，小米

智能电视付费用户已达到470

万，同比增长8.2%。

值得一提的是， 小米集团境

外互联网服务收入保持高增长，

这一季度收入为9亿元， 同比增

长50%， 对整个互联网服务业务

的收入贡献占比达到13.8%。

全面发力线下渠道

财报显示， 小米集团对线上

线下渠道均进行大力部署。 线上

渠道是小米集团的传统优势，根

据第三方数据，中国大陆地区，小

米集团智能手机在线市场份额取

得近乎翻倍增长，从2020年第一

季度的18.5%上升至2021年第一

季度的38%。

同时，小米集团不断拓展中

国大陆线下渠道布局， 截至

2021年4月30日，小米集团在中

国大陆的零售店总数突破5500

家， 较2020年12月31日新增超

过2300家。

在 5 月 26 日 小 米 Redmi�

Note10系列发布会上，小米集团

合伙人， 中国区、 国际部总裁，

Redmi品牌总经理卢伟冰表示，

决定把小米新零售下沉到乡镇市

场， 未来计划开设10000家小米

之家乡镇授权店， 目标让乡镇用

户能够享受到高品质高性价比的

小米产品。

2020年11月，卢伟冰就曾表

示， 要用一年时间让每一个县城

都有一个小米之家。据他介绍，经

过半年努力，河南、江苏两省已经

实现小米之家百分之百的县城覆

盖，预计到今年年底，便能够完成

此前定下的目标。

财报还显示， 截至2021年3

月31日， 小米共投资超过320家

公司，总账面价值达519亿元，同

比增长60.8%。截至2021年3月31

日，投资总价值为697亿元。 2021

年第一季度， 自处置投资录得税

后净收益4亿元。

东软教育旗下大连学院 公司供图

格力电器再抛百亿级回购 上半年已完成120亿元回购

●本报记者 于蒙蒙

继5月中旬完成60亿元规模的回购后，

格力电器又“马不停蹄”抛出了更大规模的

回购计划。 格力电器5月26日晚公告，公司

拟以75亿元-150亿元回购股份， 回购股份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0元/股。 回购的股份将

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格力电器抛出惊人回购的背后，新任大

股东高瓴资本入局至关重要。 高瓴资本自

2020年1月过户成为大股东后，格力电器便

在当年4月开启史上首次回购，并在当年10

月再次抛出回购计划，这两份回购计划已经

在今年上半年完成， 均为回购上限的60亿

元，累计达120亿元。 若本次继续顶格回购，

格力电器将在一年多时间里完成270亿元

的回购。

频频大额回购

格力电器称，本次回购按回购资金总额

上限人民币150亿元和回购股份价格上限70

元/股测算，预计回购股份的数量约为2.14亿

股，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3.56%；按回购总

金额下限人民币75亿元和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70元/股测算， 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07亿股，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78%。

之所以敢抛出150亿元顶格回购是因

为格力电器的雄厚财力让其底气十足。截至

2021年3月31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

为人民币3061.81亿元， 货币资金为人民币

1465.91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为人民币1129.3亿元，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2.56%。 假设按照资金上限人民币150亿

元， 根据2021年3月31日的财务数据测算，

150亿元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4.90%，约

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3.28%。

值得注意的是，格力电器近一年多来已

经启动三次回购。 2020年4月12日晚间，格

力电器发布公告称，拟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

30亿元，且不超过60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

70元/股。 这是格力历史上首次回购。

时隔仅半年， 格力电器在2020年10月

再度抛出回购方案，回购金额区间和回购价

格与前次完全一致。 格力电器透露，该次回

购方案的提议人为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珠

海明骏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简称

“明骏投资” ）。珠海明骏称，基于对公司发

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建

议公司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以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促进公司

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格力电器的罕见回购，高瓴资本入局至

关重要。格力电器原控股股东珠海格力集团

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司15%的股份转让给

明骏投资于2020年1月23日完成过户登记。

而明骏投资穿透后实控方为高瓴资本。

回溯格力电器公告可知，格力电器先后

在2021年2月25日和5月18日披露两次回购

完成公告， 回购金额均为回购上限的60亿

元，累计达120亿元。

业绩正在修复

经历去年疫情影响后，格力电器的业绩

正逐步得到修复。

一季度， 格力电器实现营收331.89亿

元，同比增长62.73%。 净利润达34.43亿元，

同比增长120.98%。

对于业绩增长，格力电器称，2020年第

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同时新能效

标准加剧行业竞争， 公司短期业绩承压。

2021年第一季度， 公司稳步推进销售渠道

和内部管理变革， 实施积极的促销政策，凭

借品牌、技术和渠道优势，促进业绩回升。

2020年格力电器现金分红金额合计为

234.2亿元，现金分红总额占比为129%。西南

证券研报指出， 高分红比例提振市场信心，

随着疫情阴霾散尽、 新零售渠道改革落地，

公司显示出强大的龙头韧性和发展动能。

2021

年一季度， 小米集团总营收达

768.83

亿元，同

比增长

54.7%

；期间利润为

77.89

亿元，同比增长

260.6%

；

经调整净利润为

60.69

亿元，同比增长

163.8%

。

163.8%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