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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教育政策频出，投资方向明确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等政策点评 
 

[Table_Summary] 事件： 

2 月 23 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推荐教育现代化实施方

案（2018-2022 年）》。2 月 22 日《教育部 2019 年工作要点》，2 月

14 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正文点评： 

两个文件属教育顶层设计和行动方案， “送审稿”尚未落地 

两个文件是是国家领导部门对教育做的未来战略规划，内容很少

涉及《民促法实施条例（送审稿）》，没有提到市场更为关心的民办教

育“兼并收购”、“资本化”、集团化办学等问题，但坚持鼓励民办教育

和分类管理，我们判断，国家正在对整个教育体系做全面的规划设计，

政策方向有待于“送审稿”最终落地后再确认。 

确定方向：教师数量需求&待遇提升，最利好招录培训的中公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十大战略任务”中“四是实现基本公

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推动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有序扩大城镇

学位供给。由于城镇人口流入的不断增加，适龄就学儿童不断增加，

原有学位和教师明显供不应求，外调教师难度较大，新增学位扩招教

师成为普遍现象。2017 年全国共计招录有编制的教师 44.31 万，规模

是公务员招录的 2.5 倍，且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随着省内联考和全

国联考范围的不断扩大，招录信息的不对称将进一步打破，教师招录

参考人数有望进一步提升，极大利好全国性培训龙头中公教育。 

确定方向：教育信息化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十大战略任务”中“八是加快信息化

时代教育变革”，《教育部 2019 年工作要点》明确推进学校联网攻坚

行动，深入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利好教育信息化

公司，如视源股份（教育信息化应用工具提供商）、佳发教育（提供教

育信息系统）、三爱富（旗下子公司奥威亚是教育视频录播系统龙头），。 

投资建议 

尽管《民促法实施细则（送审稿）》尚未落地，但是国家对教育分

类管理的目的很明确，我们坚持 2019 年教育策略“顺应监管，优选

早教和非学历培训”，近期政策提出对职业教育实施“1+x 证书”制度

试点，也利非学历培训机构，中公教育属于教育行业中 “卖铲子”环

节，业绩确定，政策风险极小，继续推荐中公教育。 

风险提示：行业政策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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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重点公司盈利预测 

[Table_Forecast]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投资评级 

昨收盘 

（元） 

总市值 

（百万元） 

EPS PE 

2017A 2018E 2019E 2017A 2018E 2019E 

002607 中公教育 买入 10.11 62352.41 0.09 0.15 0.22 112.33 67.4 45.95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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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2019 年工作要点》要点点评 

1、依法保障中小学教师待遇 

工作措施：推动各级人民政府优先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发放。研制义务教育教师

绩效工资总量核定办法。 

点评：保障教师待遇是基本要求，国家目标是确认教师在社会中被尊重的地位，经

济和精神待遇都将提升，参与教师招录的人数将持续增加，与之对应的招录培训收

益。 

2、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工作措施：实施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研究中国智能教育发展方案。推进学校

联网攻坚行动，力争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达到 97%以上、出口带宽达到

100Mbps(兆/秒)以上。完善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深入开展“一师一优

课、一课一名师”活动，有序推进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启动“智慧教育

示范区”建设。建立数字化资源进校园监管机制。推动“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建

设。启动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召开中国慕课大会。出台《在

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管理办法》。推动更多高校课程在国际著名课程平台上线。系

统推进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工作。 

点评：校园网络设备将继续更新换代，软硬件厂商收益。教育信息化有助于国家教

育公平，特别是在 K12 阶段，是国家未来发展方向。但是教育信息化不是教育的全

盘网络化，信息化要符合国家教育的要求，不能增加学校、教师及学生的学习负担，

同时要兼顾考虑家长的经济压力。 

3、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 

目标任务：深化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改革。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工作措施：出台中小学招生入学 2019 年工作通知。制订推进中考命题改革的意见。

加强督查督办，加快建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中小学课后服务

主渠道作用。 

点评：义务教育阶段直接涉及基础教育的公平性，是涉及面最广的教育环节，直接

涉及社会舆论和民生问题，是教育行业的“敏感”阶段，应特别注意。减轻学生负

担是顺应国家提倡学生全面发展，不以应试为目的，倡导学生发展体育、艺术等能

力。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现阶段对整个 K12 培训行业都有一定影响，但是规范不是取

缔，是整治。整治不规范培训机构会对“作坊式”机构形成极大的影响，营业和招

生成本上升明显，学生逐步过渡到正规培训机构，中长期来看有利于全国性龙头。 

4、推进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 

目标任务：进一步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各省（区、市）全面建立普通高中

生均拨款制度。普通高中“大班额”比例进一步降低。 

点评：“大班额”现象在中西部存在普遍，消除大班额势必要增加班级或学校，对

教师的需求将进一步提升，教师招录规模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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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升民族教育质量 

工作措施：落实加强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指导意见。支持民族地区加强

学前和中小学少数民族教师培养培训工作，提高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能力和

信息化教学水平。推进新疆、西藏和四省藏区教育内涵发展，启动实施第二批援藏

援疆万名教师支持计划，实施好新一批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制订实施内

地西藏班教育发展规划。加强内地民族班少数民族专职辅导员培训。制订加强和改

进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工作的意见。 

点评：每年支援边远地区的特岗教师数量庞大，且在不断的扩张中，待遇比普通教

师要高不少，整个招录环节参考事业单位招录，竞争激烈，招录培训的需求不小。 

6、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工作措施：推动各地加快出台民办教育管理实施细则。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发布。 

点评：“民促法实施细则”尚未最终落地，预计在 2019 年内落地，但是其分类管理

的原则不变，我们坚持认为要顺应政策监管，选择营利性教育赛道，体系前端的早

教和后端的高校可选择为营利性，高中也可以选择为营利性，培训机构不涉及学历，

属于辅助工具行业，政策影响有限。 

7、深化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工作措施：研制《普通高等学校分类设置标准》《深化独立学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

《民办高校质量提升行动计划》。 

点评：现阶段是教育行业政策集中研究和发布期，高校相关政策也在研究制定环节，

但是具体条款认为可知，注意新政策变动带来的超预期风险。 

 

《教育现代化 2035》要点点评 

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提升义务教育均等化水平，建立学校标准化建设长

效机制，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基础上，进

一步推进优质均衡。推进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完善

流动人口子女异地升学考试制度。 

点评：经济和城镇化持续进行，人口向城镇集中，学位供给不足，学校扩建和新建

是普遍现象，教师招录需求提升，参考人数随着增加，利好教师招录培训机构。 

 

《加快推荐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要点点评 

1、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着力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教育服务

供给方式以及教育治理新模式。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支持学校充分

利用信息技术开展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改革，逐步实现信息化教与学应用师生

全覆盖。创新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开展大数据支撑下的教育治理能力优化行

动，推动以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服务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快推进智慧教育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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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开展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等建设，实施人工智能助

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构建“互联网+教育”支撑服务平台，深入推进“三通两平

台”建设。  

点评：教育信息化趋势明显，软硬件需求旺盛，硬件设备提供商视源股份，录播系

统方案解决商三爱富，软件系统商佳发教育。 

2、是深化重点领域教育综合改革 

完善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全面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依法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点评：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民办教育，尽管民促法实施条例没有正式落地，但是

坚持分类原则没有变化。政策对民办教育是鼓励，并没有完全“压制”的意向和趋

势，坚持选择营利性教育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