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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 事件：2023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加快推
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同时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整体发展、加快校际均衡发展
等 11 项举措。 

◼ 政策支持 AI+教育在校园教学场景落地。意见在加快校际均衡发展的举
措中提到，要优化师范生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
队伍建设行动，提高教师数字素养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全国基础
教育管理服务平台，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和管理效能。政策支持 AI+教
育在校园教学场景的落地，对 AI 培训和教育信息化有望带来长远利好。 

◼ 韩国从 2025 年开始把 AI 教科书引入韩国中小学课堂。韩国教育部于
2023 年 6 月 8 日宣布，为满足师生对多样化学习内容日益增长的需求，
韩国小学三、四年级以及初一和高一的学生，将从 2025 年春季开始使
用国语、数学、英语、信息科技四门学科的 AI 教科书；同时韩国教育
部计划每年扩大应用科目和年级，计划在 2028 年以前实现全面覆盖。
海外经验或为中国 AI+教育场景落地提供参考方案。 

◼ AI+教育一直是政策鼓励的方向。2022 年中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课程
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将信息科技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立
出来，设为独立科目。在课程设置方面围绕数据、算法、网络、信息处
理、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六条逻辑主线，这对少儿机器人、编程等素质
教育也有望带来长远利好。 

◼ 投资建议： AI+教育是高频迭代+个性化需求下的最佳落地场景，同时
AI 培训是 AI 浪潮下最直接受益的板块。教育是 AI 浪潮下落地最直接
且逻辑最通顺的应用场景之一，支持政策频出，AI+教育落地场景确定
性凸显，根据 AI 培训＆教育信息化两大落地应用方向，推荐盛通股份，
建议关注传智教育，佳发教育，世纪天鸿等。 

◼ 风险提示：产品研发落地不及预期，课程销售不及预期 

 

 

 
 

表 1：重点公司估值 
 

代码 公司 
总市值

（亿元） 

收盘价

（元） 

EPS PE 
投资评级 

2022A 2023E 2024E 2022A 2023E 2024E 

002599 盛通股份 58.11 10.81 0.01 0.30 0.41 1,081.00 36.03 26.37 买入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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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2023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优质

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同时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整体

发展、加快校际均衡发展等 11 项举措。 

政策支持 AI+教育在校园教学场景落地。意见在加快校际均衡发展的举措中提到，

要优化师范生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提高教师数

字素养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全国基础教育管理服务平台，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和

管理效能。政策支持 AI+教育在校园教学场景的落地，对 AI 培训和教育信息化有望带

来长远利好。 

图1：意见提出利用人工智能以及数字化对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 

 

数据来源：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东吴证券研究所 

韩国从 2025 年开始把 AI 教科书引入韩国中小学课堂。韩国教育部于 2023 年 6 月

8 日宣布，为满足师生对多样化学习内容日益增长的需求，韩国小学三、四年级以及初

一和高一的学生，将从 2025 年春季开始使用国语、数学、英语、信息科技四门学科的 

AI 教科书；同时韩国教育部计划每年扩大应用科目和年级，计划在 2028 年以前实现

全面覆盖。海外经验或为中国 AI+教育场景落地提供参考方案。 

AI+教育一直是政策鼓励的方向。2022 年中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

标准（2022 年版）》，将信息科技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来，设为独立科目。在课

程设置方面围绕数据、算法、网络、信息处理、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六条逻辑主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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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儿机器人、编程等素质教育也有望带来长远利好。 

表 1：2017 年以来各级政府和部门教育信息化政策提法 

日期 部门 政策文件 有关教育信息化表述 

2017.1.3 
上海市教育

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信息化“十

三五”规划》 

上海已在 656 所中小学建设了 1141 个创新实验室，覆盖 41%

的小学、55%的初中和 83%的高中。2017 年 4 月，上海市教

委表示，到 2020 年将实现创新实验室中小学校全覆盖。 

2017.9 
江苏省教育

厅 

《江苏省STEM教育项目

学校建设指导意见 (试

行)》 

公布了 243 所 STEM 教育项目试点学校(其中幼儿园 32 所、

小学 122 所、初中 47 所、高中 42 所)。明确指出，在课程内

容的设计中有意识地将艺术人文、社会历史等知识融入其

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2017.12 
广州市教育

研究院 

《广州市中小学 中等职

业学校深入推进STEM课

程实施试点学》 

指出为深入推进 STEM 课程实施，根据市区联办、布点试验

的工作策略，广州市教育研究院共设立了 155 所 STEM 课

程试点学校，立项了 168 项 STEM 课题。 

2018.1.5 
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

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的

有关情况》 

文件提出要将三维设计、开源硬件、人工智能正式划入新课

标，成为高中学习的必修课。 

2018.2.12 
教育部办公

厅 

《2018 年教育信息化和

网络安全工作要点》 

文件指出「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深入普遍应用，开展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新型教学组织模式的研究，探索信息技

术在众创空间、跨学科学习（STEAM 教育）、创客教育等

教育教学新模式中的应用，逐步形成创新课程体系。 

2018.2.23 
山西省教育

厅 

《山西省基础教育信息

化“十三五”推进意见》 

提出开发创新教育课程，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作为重点，以项目学习方式积极推进创客教育、STEAM 教

育和机器人教育，开展创新教育模式实验研究，每市至少建

设 3 所创新教育基地学校。 

2018.3.19 
陕西省教育

厅 

《陕西省教育信息化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 

强调要开展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基础教育教学创新，深化教育

改革。提出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跨学科学习

(STEAM 教育)、创客教育等新的教育模式中的应用。 

2018.4.13 
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

划》 

计划提出，完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充实适应信息时代、

智能时代发展需要的人工智能和编程课程内容。推动落实各

级各类学校的信息技术课程，并将信息技术纳入初、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 

2018.4.18 
四川省教育

厅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

一步推进四川省中小学

创客教育发展的通知》 

指出要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标，

从空间建设、师资培养、课程研发、活动开展、文化宣传等

方面推进我省中小学创客教育发展，为实施「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国家战略培养创新人才。 

2019 
安徽省教育

厅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认

真组织 2019 年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工作的通知》 

安徽省初二年级的生物学、地理及信息技术学科，已经由原

来各地自行组织的考查学科，改革为全省统一命题、统一考

试的学科。自 2020 年秋季初中一年级学生起，将全面实施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方式改革。 

2019.3.13 
教育部办公

厅 

《2019 年教育信息化和

网络安全工作要点》 

今年将启动中小学生信息素养测评，并推动在中小学阶段设

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同时，推动大数

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教育教学中深入应用。 

数据来源：教育部等，东吴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东吴证券研究所 

行业点评报告 
 

 4 / 5 

“AIGC+教育”的两条核心应用路线：1）AI 培训：AI 浪潮下人们直观的感受是更

愿意学习相关技术，针对“AI 认知提升”或“AI 相关职业”的培训需求会持续增长，

相关公司业绩兑现更直接。2）教育个性化产品的生成，即教育信息化：教育的需求是

“个性化”且“高频迭代”的教育信息化通过收集 AI 语料，输出“千人千面”的训练

计划、题目等，满足因材施教的要求，是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 

图2：“AIGC+教育”的两条核心应用路线 

 

数据来源：东吴证券研究所绘制 

投资建议： AI+教育是高频迭代+个性化需求下的最佳落地场景，同时 AI 培训是

AI 浪潮下最直接受益的板块。教育是 AI 浪潮下落地最直接且逻辑最通顺的应用场景之

一，支持政策频出，AI+教育落地场景确定性凸显，根据 AI 培训＆教育信息化两大落地

应用方向，推荐盛通股份，建议关注传智教育，佳发教育，世纪天鸿等。 

风险提示：产品研发落地不及预期，课程销售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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