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教育3年后盈利爆发
“如今， 互联网教育还未

达到规模效应，今年探讨是否
盈利没有意义， 未来两到三
年，如果产品能为用户创造价
值、同时有用户黏性，公司一
定会盈利。”———51TalkCEO
黄佳佳

移动出海有助于文明输出
“互联网出海是高级形态

的经济出海，有助于推动文明
输出。 中国制造的出海路，一
开始是卖初级产品，然后是工
业产品，现阶段是软件和网络
品牌的输出，比如微信、唱吧、
映客、今日头条出海，这会强
化品牌效应，带动世界对中国
高科技水平的认知，提高中国
商品的议价能力。”———梅花
天使创投创始合伙人 吴世春

特许经营最核心是供应链
“特许经营最核心的是供

应链， 这是企业的生命力，连
锁企业的产品和模式以及管
理团队等都较容易复制，但完
善的供应链才是产品持续保
持优质水平的基础。而随着技
术手段的进步以及后台供应
链的逐渐完善，品牌商对加盟
商的管控能力大大增强，新一
轮特许热潮正是建立在完善
供应链基础上的加盟，因此更
具生命力。”———中国食品业
评论员朱丹蓬

餐饮品牌成线下流量入口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中等收入消费人群日益
壮大，并开始追求品质生活，品牌
在消费者心中的影响力和作用
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而好的餐饮
品牌会成为巨大的线下流量入
口。餐厅已逐渐被赋予越来越多
的职能，它会成为社交场所、娱
乐场所、 文化场所等。”———正
和岛投资创始总裁 陈里

经历了十年的发展，返
利类型的网站似乎仍旧不温
不火。以返利网为代表，行业
内为数不多的几个玩家几乎
占领整个返利市场。在返利网
创始人兼CEO葛永昌看来，
传统线下消费体验是电商平
台短期内不可替代的，实体零
售将是返利网站重点布局的
领域。不过，葛永昌也坦言，消
费者在寻求返利的过程中不
得不面对多个App之间切换
的情况， 用户体验并不完善，
这也是未来返利网探索改善
的重要方向。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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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校园贷推广渠道隐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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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 教育部发布
《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
育（专科）专业目录》2016年
增补专业，确定了13个增补
专业。其中包括“电子竞技
运动与管理”， 属于教育与
体育大类下的体育类。新增
专业适用于高等职业学校，
将于2017年实行。

这两年电子竞技的火
爆，大家有目共睹。设立相
关的电竞专业，也可以说是
与时俱进。但这个新兴的产
业是否已经足以支撑一个
专业学科的建设，恐怕还需
要打个问号。

同样得益于互联网技
术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去
年市场规模达到16.2万亿元
的电子商务，在上世纪90年
代起步后，经过近十年的发
展，直至1999年华侨大学才
开始招收电子商务专科生。
教育部高教司于2000年底
和2001年初分两批批准了
厦门大学、中国对外经贸大
学等13所普通高等学校试
办电子商务本科专业，培养
电子商务人才。 相比之下，
时下的电竞产业似乎还不
足以支撑制度化、批量化的
人才培养模式。

电子竞技于2003年经
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成为我
国正式开展的第99个体育
项目，2011年被重新定义为
第78号体育运动项目。也是
在这一年，首富之子王思聪
的杀入，带动了电竞行业逐
渐升温直到火热。

过去几年，曾经的“网
瘾少年”摇身一变，成为电
竞明星， 年收入动辄上千
万；电竞比赛也不再被边缘

化，从闹哄哄的网吧搬到了
豪华气派的体育场馆；越来
越多的电竞爱好者被包装
为明星“主播”……这一切
都让电子竞技赚足了眼球
与热钱，伴随着越来越多的
资本入局和泛娱乐化的加
快，2015年国内电竞市场整
体规模达270亿元。 但对于
一个真正火爆的产业而言，
这个数字仍旧微不足道。更
何况，电子竞技在中国市场
的声势，几乎是靠手握资本
的大佬用钱堆起来的，目前
为止依然没有成熟的变现
模式。即便是赚得盆满钵满
的王思聪，也是借着电竞之
名，通过明星选手经纪与直
播平台热闹了一场并圈了
些钱罢了。

放眼全球，电子竞技都
不能被算做一个庞大的产
业。 荷兰市场研究公司
Newzoo发布的《全球电竞
增长报告》显示，2015年，全
球电竞市场收入达到3.25
亿美元，2016年， 这一数据
有望增长 43%至 4.63亿美
元。

眼下的中国电竞产业，
仍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管
理混乱、从业者收入两极分
化，发展状况几乎可以用畸
形来形容。国之大计，教育
为本。 急于追赶市场热点，
设立这样一个专业，是否有
些操之过急？ 教育大计，又
以教师为本。若没有严谨的
培养机制和充沛的师资力
量， 空谈电竞人才的培养，
是否也有圈钱之嫌？

一句话，电子竞技有风
险，专业设置需谨慎，望三
思。

媒说

面孔

设立电竞专业，
欠考虑还是“钱”考虑

实体零售转型
催生返利网站新商机

话说

据说

TA说瞭望

在银监会出台治理校园
贷的“五字方针”后，据媒体报
道，趣店集团宣布已暂停校园
地推业务，今后将专注于消费
金融业务。不过，在一些平台
加速转型的同时，部分高校在9
月开学后仍不难看到校园贷
的宣传广告。

校园贷在推广渠道、 形式
上的隐形化趋势，更为值得警
惕。所谓的隐形化主要是线上
化，即减少校园地推，转而通
过QQ、BBS、 贴吧等社交软件
或平台进行业务推广，这种现
象在9月高校开学后被反映较
多。

首先，应该认识到，在国内
资产荒的大背景下，资金出口
有限，校园贷产品的流行有其
必然性。 这一现实逻辑决定
了，校园贷渠道的隐形化有充
足的内在动力，因此，也需要

我们报以充分警惕。货币宽松、
实体经济投资低迷造成国内的
资产泡沫高企， 大量的资金找
不到好的投资出口， 使得优质
的投资出口备受争夺。 在一定
程度上，大学生群体就是这一争
夺战的牺牲品。借贷平台运营的
关键在于风控环节，其中最重要
的是贷前风控，即寻找优质的投
资标的。 大学生群体比较特殊，
借贷平台之所以很少做贷前的
资信调查，是因为大学生背后的
家庭财力为他们提供了天然不
成文的担保，最终的违约风险较
小，这实际上促使校园贷平台视
大学生群体为“优质的资产
端”。

其次，渠道隐形化之后，校
园贷市场的参与者可能更多的
是一些小平台。 此类平台较大
平台整体规范度更差， 平台运
营成本更高，线上化之后，风控

手段也会更加不受制约。网贷
之家的数据显示， 纯P2P学生
网贷平台年化借款利率普遍
在10%-25%之间，分期付款的
购物平台要更高一些，多数产
品的年化利率在20%以上，此
外还有隐性费用。高利率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平台的运营成
本决定的。 去年以来P2P平台
的大面积死亡，根本原因就是
成本高昂、入不敷出。像分期付
这种贷款，如此高的利率、如果
还款期限较长，很可能超出借
贷学生的还款能力。

不合理、 不规范的校园贷
具有恶劣的社会影响。也造成
一些极端恶性事件，例如今年3
月9日，郑州21岁大学生因无力
偿还60万元网贷跳楼。 这种事
件对家庭的严重伤害、对社会
的负面影响经由媒体的报道
被放大，是直观可见的。此外，

校园贷泛滥对于借贷学生群体
造成的潜在、 长期的负面影响
也不容忽视。 对没有稳定收入
的学生而言， 一旦过度透支成
为个人习惯， 就会扭曲其尚未
成型、 稳定的财富观乃至人生
观， 对学生未来的社会生活造
成影响。

总体而言， 大学生作为一
个特殊群体，由于年龄较小、社
会经验匮乏、 尚未实现经济独
立等原因， 普遍缺少必要的自
我管理能力和理性成熟的消费
心态。 对于校园贷推广的隐形
化趋势， 监管部门应该加以重
视，一方面要加大助学贷款的投
放力度，避免一些穷困家庭的孩
子被迫选择高息的校园贷；另一
方面，在监管中要加大技术手段
的利用，对于不合规范，特别是
风控环节过度依赖贷后手段的
校园贷，予以坚决打击。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9日表示，工信部启动智
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1
年多来，已有110个项目入选
试点。2017年将进一步扩大
范围， 在全国推广有效的经
验和模式。苗圩说，制造业是
各类资源要素最集中的领
域， 无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主战场。 必须强化创新
的引领作用， 推动制造业迈
向中高端， 实现由大变强的
历史跨越。

万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有
3500万程序员， 位居世界第
一， 而薪酬大致是美国的五
分之一，与印度相当；中国人
口基数庞大，且语言单一，较
少有宗教和文化的阻隔，利
于市场推广和变现， 有独角
兽生长的土壤。

最先感受到“凛冬将
至”的，是那些在互联网产业
一线拼杀的企业。数据显示，
2016年二季度互联网行业
VC/PE融资案例328例，融资
规模仅37.79亿美元，融资数、
融资规模同比双双下滑，融
资规模不到今年一季度87.23
亿元的一半。

万亿
在消费升级驱动下，中

国消费者的全球性需求正在
爆发增长。 数据显示，2014
年， 中国出境游消费规模已
经达到1万亿。 从2007年到
2015年，不到10年时间，中国
赴美生子人数飙升 120倍，
2008年到2013年，6年时间，
个人投资海外房产规模增长
150倍，达到150亿美元。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近日发布的《2016年（上）中国
网络零售市场数据监测报告》
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网络零
售市场交易规模达23141.94亿
元 ， 相比 2015年上半年的
16140亿元，同比增长43.4%。其
中，跨境电商、农村电商、移动
电商成为拉动网络零售增长
的三驾马车，继续高速发展。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