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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1 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

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认真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职

责，从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和广大股东权益出发，勤勉尽责、科学决策，带领公司

上下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发展目标和工作方针，积极推动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

保障了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可持续发展。 

 

一、2021 年度经营情况回顾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21年，国内教育培训行业发生重大变化。上半年，公司积极开展各项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 9.02 亿元，同比增长 14.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0.22 亿元，同比增长 116.66%。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双减政策，公司所从事的 K12学科类培训业务受到重大影

响，因招新停滞、退费增加、退租裁员等因素，至 2021 年年末，公司业绩由盈

转亏，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3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5.87亿元，

同比减少 12.24%。 

为应对政策调整带来的巨大冲击，公司一方面加快推进业务转型，确立职业

教育为公司未来的战略业务，加快发展国际与基础教育业务，积极探索创新 K12

非学科教育业务，快速布局大学生升学、就业及技能培训业务，一方面强化现金

流管理，开源节流，降本增效，优化校区布局、组织架构及人员结构，保障公司

安全运营，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总体经营情况保持稳定。 

（二）经营情况回顾 

1、全面优化业务布局，推进现有业务的转型升级 

2021 年 7 月，双减政策出台后，公司努力采取措施推动传统学科培训业务

向非学科业务转型，通过创新、迭代素质课程产品、完善技术平台、加强教师授

课技能培训、强化学员服务等方式，将学员分层逐步转入素质课程，基本实现转

型期的平稳过渡。 



公司创新布局大学生教育业务，快速迭代产品及运营模型，初步形成考研、

考证、专升本、出国留学等多领域协同并进的试跑态势。 

公司职业教育业务以“产教融合”为基本思路，推进专业共建、工学合一、

咨询托管等学历业务，同时发展品牌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小语种（日语）培训、

高端管理继续教育培训等业务，构建职业教育业务发展平台。通过内生外引构建

优质职业产品体系，优化多元化合作渠道，提升品牌、课程、师资和管理等模式

的平台化输出能力，形成完善的职业教育生态，为后续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公司国际与基础教育业务加速开展中小学校托管与合作办学、科学实验室建

设与合作，通过优质课程、管理方式与教学人才的输出，为学校提供全套运营服

务，梳理优化国际留学相关业务体系，实现业务规模逐步扩大，蓄势待发。 

2、强化公司统筹及服务能力，打造一体化协同中台 

2021 年，公司通过业务协同、组织调整、团队整合等方式进一步推进各事业

部业务之间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内部协同运营效率 

年内，公司持续提升产品一体化研发能力，统筹各业务板块的产品研发及落

地。积极参选“上海市素质教育优质课程项目资源”，目前已有近 10门课程入选。

积极构建多元化市场渠道协助学校开展非学科教学，目前已与近 10 所学校达成

合作或形成意向，逐步形成中小学、国际学校、普通公校三级校渠体系。提升校

区一体化协同运作，推进校区素质化环创升级，目前上海校区已完成第一轮升级

试点。 

3、推进校区优化整合，优化资产配置 

2021 年上半年，公司建立校区一体化工作组，统筹、协调和管理校区一体化

工作，并根据业务节奏强化过程管理，推动校区精细化、精益化运营。2021年下

半年，根据双减政策要求，公司快速调整业务布局，并根据业务调整同步优化、

整合校区，通过关闭或转型为素质校区等一系列校区优化、整合措施，截至 2021

年底，公司上海直营教学中心由 2020年底的 171所下降至 71所，外地直营校区

全面收缩，加盟校区由 2020年底的 1500所下降至 625所。 

在整合业务的同时，公司持续强化现金流管理，积极开展相关低效闲置资产、

股权的处置工作，提升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率，有效补充了公司的现金储备，降

低了公司的运营风险，也为公司应对政策变化、转型发展提供了保障。 

4、深化科技赋能，助力业务发展 



公司持续推进科技赋能，完善业财标准化、“BOSS”等信息系统建设，积极

推进 CRM 系统（客户管理系统）建设并与“BOSS”、在线网校等系统对接，通过

产品技术研发、线上平台搭建、在线业务推进、信息系统建设升级等工作助力业

务转型发展。 

5、优化公司价值管理体系，推进人力资源结构调整 

2021年，公司进一步优化业务价值管理体系，提出“健康增长系数”概念，

在关注规模（营业收入）增长的同时，增加对业务健康度（利润率）的关注。同

时，由上至下进一步细化各级价值管理方案，牵引战略及业务目标落地，从目标

管控角度确保战略执行动作规范不走样，从利益分配角度引导各级组织、员工聚

焦客户价值创造。 

双减政策颁布后，公司及时调整并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合理控制人力资源成

本。一方面通过内部培训将部分学科业务人员转变为新业务人员，稳定大部分核

心骨干和优秀人才，最大限度复用原有团队，节约人员优化成本和人才引进费用，

一方面围绕各阶段战略及业务调整方向，适时补充新产品研发、销售管理、校渠

拓展等方向的专业力量，积极引进核心专业人才，强化人才队伍，为业务转型及

组织核心能力的构建赢得时间。 

（三）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

上年同

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587,456,924.83 1,808,927,139.78 -12.24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

的营业收入 

1,581,412,917.21 1,788,634,988.41 -1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205,060.07 -248,473,615.01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6,885,308.58 -318,350,861.05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5,969,426.95 -73,666,718.06 /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期末

比上年

同期末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1,294,841.64 561,279,161.66 -69.48 

总资产 1,484,124,795.72 2,498,891,157.17 -40.61 



（四）公司面对的风险挑战 

1、政策法规风险 

2021 年 7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双减政策，此后教

育主管部门及各地方陆续出台相关管理政策，对教育培训行业以及公司所从事的

K12教育业务领域的学科培训业务产生重大影响。公司面临着机构性质、办学许

可证、从业教师、教师资格证、培训时间、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培训场地、培

训价格、营销方式、融资方式等方面的严格限制和规范。 

2、新冠疫情风险 

 目前新冠疫情依然存在不确定性，若疫情加剧，公司线下教学中心可能再度

受疫情影响暂停运行，会对公司业绩带来一定的冲击。如何顺利转移教学活动至

线上，保障课件、老师、授课方式同步线上化并保证学习效果，是公司需持续应

对的问题。 

3、业务转型风险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教育服务，2021 年度，公司教育培训业务中涉及学科类

培训的业务收入约占本期公司营业收入的 77.83%。本次双减政策的发布以及贯

彻实施，对公司所从事的 K12教育业务领域的学科培训业务产生重大影响。教育

培训行业新政策下的业务调整、战略转型将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挑战。此外，因公

司业务转型所带来的校区关停、租赁违约赔付、人力资源结构调整等产生的费用，

可能对公司未来现金流和利润造成一定影响。 

4、经营管理风险 

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公司对进行了业务调整、战略转型，公司进一步加大

职业教育、国际与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领域业务的拓展力度，并大力开拓大学生

教育领域的业务。后续，如果深化内部整合，进行相应的组织架构调整，在经营

管理中落地总部与各事业部间高效协同作战，是公司将目前面临的重要挑战。 

 

二、报告期内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一）本年度董事会召开情况 

2021 年，公司共召开 8 次董事会会议，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和决议内容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董事会设立了审计、薪酬与考核、提名、战略四个专业委员会，建立并完善了议



事规则，各委员会分工明确，为董事会的决策提供科学和专业的意见，确保董事

会对经营层的有效监督。 

（二）本年度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情况 

2021 年，公司共召开 1次年度股东大会，1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的规

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董事会严格在股东大会授权的范围内进行决策，

认真履行职责，逐项落实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四个专门委员会。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按照各自议事规则的规定，

以认真负责、勤勉诚信的态度忠实履行各自职责，为董事会科学、高效决策，不

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管理水平、促进公司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认真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积极出

席相关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的各项议案，在重大事项及有关需要独立董事发表

事前认可意见或独立意见的事项均按要求发表了相关意见，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

作用，为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提供了有效保障。本年度公司独立董事通过听取管理

层汇报、实地考察等形式，充分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和董事会会议议题内容，在董

事会会议上建言献策，积极参与审议和决策公司的重大事项，切实维护了公司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公司发展战略与经营计划 

（一）发展战略 

自双减政策落地后，公司集中力量快速推进业务转型工作，围绕“调整、转

型、开拓、重构”的战略部署，积极推进业务转型及新业务拓展，形成了以职业

教育、大学生教育、青少儿教育和国际与基础教育为主的新业务格局。 

2022 年，公司将深化实施“精益战略”，强调在公司的统一领导下，对现有



资源进行统一、合理的分配与协调，以精准赋能不同阶段的业务单元实现跨越增

长。“精益战略”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内生与外延两个角度。 

内生角度，采用内部“精益创业”的方式，在严格成本管控的基础上，充分

利用公司现有资源和团队，推进转型业务升级及新业务突破。同时采用“精益退

出”的方式，优化不良资产，结构化调整行政与人力资源成本费用，减少刚性成

本支出比例。 

外延角度，采取“精益合作”的方式展开外部合作及投资并购，在打造自身

业务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引入外部合作伙伴，精准补齐业务短板，快速形成业务

规模。同时以优质的职业院校标的为目标，通过托管运营或合作运营，助力职业

教育规模发展。 

（二）经营计划 

2022 年，公司将形成以职业教育、大学生教育、青少儿教育及国际与基础教

育四大板块为主的业务模式，并通过市场渠道升级、产品一体管理、校区集约运

营等措施促进公司业务能力提升，形成公司特色的业务价值创造体系。 

1、业务经营计划 

职业教育：公司将推动现有职业教育资源的整合及优化，通过“内生外延”

的方式，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平台建设，打造职业教育生态。公司将以“产业融合”

为发展基调，重点发展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信息化、电子商务、护理等专业，

加强产业资源合作，推动学校专业共建，打通学校与产业通路。同时公司将以优

质的职业院校标的为目标，推进职业院校的咨询、托管业务。公司还将继续强化

品牌、渠道、产品等业务能力，提升合作客户的服务能力及业务价值，带动企业

定制化培训业务的咨询化转型升级。公司也将依托现有的教育资源，推进资格招

录、小语种培训业务的发展。 

大学生教育：公司在原有高中业务的基础上，向上延展出新的“增长极”—

—大学生教育领域的业务。公司已基本跑通考研业务模型，将在 2022 年度积极

拓展线下校渠，进行业务放量。公司将在 2022 年上半年跑通自考业务模型，开

展线上课程，通过自媒体布局全国市场，建设自有流量池，并不断迭代自考业务

销售链路。留学业务方面，公司将致力于与现有目标国外院校和渠道，达成合作

招生。考证类成人教育业务方面，公司将布局线上培训，集合现有师资和产品，

优选热门考证类目进行突破，逐步扩展品类。 



青少儿教育：公司将紧跟政策要求，进一步提升产品研发的能力，积极推进

素质科目研发及“白名单”申请。公司将积极拓展市场渠道建设，放大品牌效应

及校区引流，打造多兵种一体化协同作战能力，保持业务调整柔性及持续迭代，

同时加快外部资源合作，开展研学、游学等新产品业务。公司将继续推进校区整

合优化，提升校区健康发展水平，同时以用户为导向，推进校区环创。 

国际与基础教育：公司将聚焦大湾区、长三角、西南、华南地区，重点发展

托管办学及合作办学业务、合作办学、科学实验室建设与运营等业务。其中托管

办学业务将强化团队能力，提升交付能力；合作办学业务将以国际、科创为主线，

形成业务合作的多元化模型，根据需求推进区域拓展及复制。公司将依托英美等

海外学校资源，推动出国前后端服务，如留学咨询、背景提升、海外游学等。 

2、业务能力提升 

市场渠道升级：公司将强化学校及品牌合作，推进 To B 定制化课程，提升

学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同时公司将开展入校推广和公益课程等活动，通过

TO B、TO C 方式汇聚线下校园流量。公司将自建达人主播，形成新媒体万人流

量池；精细化社群运营，建立本地化垂直流量池；部署 SCRM 系统（社交化客户

关系管理系统），对接小程序矩阵，释放销售能力，实现私域化销售。 

产品一体管理：公司将同步外部课程采买及自研，满足客户需求。品类上，

从流量大且集中的标准化产品覆盖到流量小且分散的非标准化课程；内容上，从

通用型合作到成体系的自研产品，从单城单校的自研产品到全国性的自研产品；

服务上，从通用类的基础服务内容到有专业知识属性及符合当代大学生特点的个

性化服务内容。 

校区集约运营：公司将优化校区布局，进一步调整单校营利模型，关注校区

的坪效、人效等健康度指标，并逐步推进校区产品综合化及环创升级，提升客户

体验。 

3、业务价值创造体系 

组织发展：公司将结合业务转型优化组织架构与运作机制，推进扁平化管理，

强化公司总部对精创业务的支持与赋能，并通过项目绩效管理，促进各项目快速

发展。公司将打造学习型组织，开展业务工作坊、研讨会，加快规模化打法和业

内主流打法的融合，持续提升组织学习与迭代能力。同时，公司将坚持“精打细

算、精耕细作、精益求精”，简化各类内部运作、沟通决策流程，提升组织效率。 



人才发展：公司将持续优化人力资源结构，通过引进业务转型所需的专业人

才、管理人才，提拔培养年轻骨干，搭建具有创业精神和顽强意志的团队，并通

过价值管理体系、员工持股计划，激发核心骨干人才的创业斗志。公司将基于业

务转型需要，重新梳理内部人才标准，通过人才盘点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 

价值管理：公司将建立以项目绩效管理为中心的价值管理体系，体系化、规

范化、精细化的推进各类项目的价值创造管理，推动业务转型目标达成。公司将

各项目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分类，确定各类项目的管控方向；明确不同类别项目的

价值创造及价值评价标准，清晰界定各项目的年度发展目标及过程管控重点；按

绩效计划、绩效跟踪、绩效评价、绩效改进四步骤实施全流程绩效管控，及时纠

偏、快速迭代，确保项目推进方向符合公司战略管控要求；加强项目绩效考核结

果与核心骨干人员奖金发放、绩效等级评价、职级升降及薪酬调整等的绑定，提

升各层级管理人员对于项目整体绩效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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