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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职业培训是为提高个人或组织的职业技能和知识而提供的一系列教育和培训服务。职业培训已涵盖各种领域，如

IT、金融、医疗、教育等。政府指导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原因在于职业培训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

意义。办学多元化的原因主要在于满足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提供多样化服务的原因是为满足学员在学习过程中

的不同需求。职业培训行业市场规模历史变化的原因包括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向好，催生出众多新职

业，以及中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增加带动职业培训行业规模增长。

职业培训行业定义[1]

职业培训是指为提高个人或组织的职业技能和知识而提供的一系列教育和培训服务。职业培训的目标是提供

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服务，以满足不同行业和职业的需求。职业培训已涵盖各种领域，如IT、金融、医疗、教育

等。职业培训行业的重要性在于，它可帮助个人和组织提高职业技能和知识，从而提高竞争力和生产力。同时，

职业培训行业也为就业市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选择，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1] 1：中国知网

https://www.leadleo.com/
https://www.leadleo.com/
https://www.leadleo.com/wiki/search?pageNo=1&keywords=%25E6%2595%2599%25E8%2582%25B2%252F%25E6%2595%2599%25E8%2582%25B2%252F%25E6%258A%2580%25E8%2583%25BD%25E5%259F%25B9%25E8%25AE%25AD%25E3%2580%2581%25E6%2595%2599%25E8%2582%25B2%25E8%25BE%2585%25E5%258A%25A9%25E5%258F%258A%25E5%2585%25B6%25E4%25BB%2596%25E6%2595%2599%25E8%2582%25B2%252F%25E6%258A%2580%25E8%2583%25BD%25E5%259F%25B9%25E8%25AE%25AD%25E3%2580%2581%25E6%2595%2599%25E8%2582%25B2%25E8%25BE%2585%25E5%258A%25A9%25E5%258F%258A%25E5%2585%25B6%25E4%25BB%2596%25E6%2595%2599%25E8%2582%25B2&searchMode=0
https://www.leadleo.com/wiki/search?pageNo=1&keywords=%25E6%259C%258D%25E5%258A%25A1%252F%25E5%25B1%2585%25E6%25B0%2591%25E6%259C%258D%25E5%258A%25A1&searchMode=0
https://www.leadleo.com/wiki/search?pageNo=1&keywords=%25E8%2581%258C%25E4%25B8%259A%25E5%259F%25B9%25E8%25AE%25AD&searchMode=2


职业培训行业基于培训目标的分类

职业培训行业分类[2]

按照培训目标的分类方式，职业培训行业可以分为如下类别：

职业培训分
类

职业资格证考
试培训

职业资格证考试培训主要是针对某一特定职业或行业的
资格认证进行的培训。该类培训的目的是帮助学员掌握
相关的知识和技能，通过考试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
书，从而具备从事该职业或行业的资格。其重点在于对
职业标准和要求的深入理解和熟练掌握。

人才招录考试
培训

人才招录考试培训主要是为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等
招录人员提供的培训服务。该类培训的目的是帮助学员
了解招录考试的流程和要求，提升应试能力，从而在激
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其重点在于对考试内容的全面覆
盖和应试技巧的培养。

职业技能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更侧重于对实际职业技能和操作能力的培
养。该类培训的目标是使学员能够掌握某种具体的职业
技能或操作方法，提高其在工作中的效率和准确性。其
重点在于对实践操作的反复练习和技能的熟练掌握。

[2] 1：中国知网

职业培训行业特征[3]

职业培训行业的特征包括以政府指导为主要发展方向、办学多元化和提供多样化服务。

1 以政府指导为主要发展方向

政府指导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原因在于职业培训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政府通过制定

相关政策、提供资金支持以及引导行业发展方向，确保职业培训行业能够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和市场需

求。此外，政府指导还有助于规范职业培训市场，提升行业整体质量，保护学习者的权益。



2 办学多元化

办学多元化的原因主要在于满足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职业的多样化，人们对于职

业培训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职业培训机构为满足这些需求，需不断创新办学模式，提供灵活多样的课程

和服务。此外，办学多元化还有助于提高职业培训行业的竞争力，推动行业的持续发展。

3 提供多样化服务

提供多样化服务的原因是为满足学员在学习过程中的不同需求。除传统的课堂教学外，现代职业培训还融

入在线学习、实践操作、企业实习等多种形式。这些多样化的服务方式不仅有助于提高学习效果，还能让

学员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此外，提供个性化服务、定制培训计划等也是为满足学员的特殊需求，进一步

提升其职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

[3]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职业培训发展历程[4]

职业培训行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期（1985-2009年），中国职业培训行业初期的发展目标，主要是

满足经济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求；启动期（2010-2017年），中国职业培训行业呈现政策导向性，且市

场需求蓬勃旺盛，培训内容和方式多元丰富；高速发展期（2018至今），中国职业培训需求增加，同时行业的

目标和测量口径逐渐具体和可量化。

萌芽期 1985~2009

1993年，劳动部正式颁布《职业技能鉴定规定》，其中首次引入并强调“职业技能开发”与“职业

技能鉴定”的概念。

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中国职业培训行业初期以满足经济社会的需求为发展目标，旨在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启动期 2010~2017

2010年，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意见》的颁布，不仅为中国职业培训行业提出

目标和要求，还提供具体的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

2010年，中国提出“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



中国职业培训行业呈现出政策导向性增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内容丰富多样和培训方式灵活多样等

特征。

高速发展期 2018~2024

2019年，中国启动“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计划”。

2019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首次将职业培训目标量化。

2019-2021年，中国共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以上。其中，2019年中国职业培训

超1,500万人次。

中国职业培训行业从最初的定性目标逐渐转向更为具体、可量化的目标。

[4] 1：中国知网，中华人民共…

职业培训产业链分析

职业培训行业产业链上游为教学材料、设备供应环节，主要包括计算机、软件等教学设备及系统等；产业链

中游为职业培训环节，主要负责进行职业培训；产业链下游为应用环节，主要包括教育机构、职业教育在校生、

就业人群等。[6]

职业培训行业产业链主要有以下核心研究观点：[6]

中国职业培训教材和实训设备设施供给充足。自2010年起，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并牵

头制订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标准。近5年来，中国高校和企业合作开发超8,000门课程并编写6,000余本教材。值得

关注的是，相关企业向职业培训行业提供实训设备设施总值超过1,500亿元，且投入建设经费超过60亿元。除此

之外，超过8万名企业人员选择到职业学校担任兼职工作，同时超23万名职业学校教师前往企业参与实践活动。

可见，中国职业培训企业拥有充足的教育资源和资金供给，同时为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技能的职业人才奠定坚实

基础。

中国加大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呈现出稳健的增长态势。在“十三五”期间，中国对职业教育经费的投

入累计达2.4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7.8%。其中，财政性职业教育经费占据重要比重，累计投入达1.84万亿元，

年均增长率达8.6%。2022年，中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61,344亿元，同比增长6%。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高中阶段

教育经费总投入为9,556亿元，同比增长8.5%。其中，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238亿元，同比增长9.1%。

同年，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为16,397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普通高职高专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392亿

元，同比增长10.5%。可见，中国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6]

[12]



产业链上游

教学材料、设备供应环节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北京语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产业链中游

职业培训

上海博为峰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上

生产制造端

上游厂商

产业链上游说明

中国职业培训教材和实训设备设施供给充足。自2010年起，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

并牵头制订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标准。近5年来，中国高校和企业合作开发超8,000门课程并编写6,000

余本教材。值得关注的是，相关企业向职业培训行业提供实训设备设施总值超过1,500亿元，且投入

建设经费超过60亿元。除此之外，超过8万名企业人员选择到职业学校担任兼职工作，同时超23万名

职业学校教师前往企业参与实践活动。可见，中国职业培训企业拥有充足的教育资源和资金供给，同

时为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技能的职业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职业教育在师资资源的配置上更为均衡，进而可提升教学质量。中国职业培训行业持续强化师资

投入，通过优化生师比，使得教育质量稳步提升。2023年，中国中等职业教育专任教师达73.5万人，

较上年增加1.7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师比从2022年的18.7:1下降至2023年的

17.7:1。同年，中国职业本科招生达9万人，同比增长17.82%。特别的是，高职学校生师比从2022年

的19.7:1下降至2023年的18.0:1。可见，中国职业培训行业重视师资力量的投入，从而提高职业教育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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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端

中游厂商

产业链中游说明



产业链下游

应用领域

正德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慧恩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人力资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中国职业培训行业正向数字化转型，促使教育资源共享便捷和高效。近年来，中国职业培训在现代信

息技术的运用上取得显著进展。目前，中国超过90%的职业学校已成功建成运行流畅且功能完备的校

园网，同时，超过85%的职业学校按照相关标准建立数字校园。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中国实施

“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并成功推出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该平台不仅汇聚丰富的教育资

源，包括1,200个专业资源库、6,600余门在线精品课以及2,000余门视频公开课，还将用户覆盖至中

国各省份。可见，中国职业培训行业正在积极发展数字生态建设，为职业培训的现代化进程注入新活

力和便捷性。

中国加大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呈现出稳健的增长态势。在“十三五”期间，中国对职业教育经

费的投入累计达2.4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7.8%。其中，财政性职业教育经费占据重要比重，累计投

入达1.8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8.6%。2022年，中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61,344亿元，同比增长6%。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高中阶段教育经费总投入为9,556亿元，同比增长8.5%。其中，中等职业教育经

费总投入为3,238亿元，同比增长9.1%。同年，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为16,397亿元，同比增长

6.2%。其中，普通高职高专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392亿元，同比增长10.5%。可见，中国对职业教育

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下

渠道端及终端客户

渠道端

产业链下游说明

中国就业领域面临一定程度的职业人员缺口，同时职业培训企业面临更大的培训压力。以制造业为

例，尽管中国每年有约1,000万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但预计2025年中国制造业的10大重点领域人才

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这表明中国职业培训企业将面临大量的行业性人才培训需求，同时需高效地

帮助企业填补人才缺口。

中国社会对职业培训的需求和参与度较高。受到就业市场竞争、个人职业发展、政策推动和社会文化

变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对于职业培训的需求旺盛且参与度高涨。2022年，中国共有

1,466.5万人次参加职业资格评价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同比增长36%。其中，2022年中国有1,234.3



万人次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同比增长37.3%。可见，职业培训企业的业务量将受

人民群众对职业培训需求的增加而增加。

[5] 1：http://www.moe.g…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6]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7]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8] 1：http://www.moe.g…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9]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10]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

[11] 1：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教育…

[12] 1：https://dxs.moe.g… 2：https://dxs.moe.g… 3：http://www.moe.g… 4：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

职业培训行业规模

2018年—2023年，职业培训行业市场规模由271.8十亿人民币元增长至445.6十亿人民币元，期间年复合增

长率10.39%。预计2024年—2028年，职业培训行业市场规模由487.42十亿人民币元增长至697.92十亿人民币

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9.39%。[16]

职业培训行业市场规模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下：[16]

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向好，催生出众多新职业，从而带动新职业的职业培训需求。2022年，中

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超过3.5万家，并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108,126亿

元，同比增长11.2%。自2019年以来，人社部已发布4批次的56个新职业，其中与软件和信息技术相关的新职业

达27个，占比达48%。值得关注的是，在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五年人才需求分别达2,000万人、

1,600万人和1,000万人。可见，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人才需求驱动职业培训行业的发展。

中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增加带动职业培训行业规模增长。目前，中国已有超过1万所职业学校每年开展

各类培训，累计培训人次高达上亿。值得一提的是，在高职院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服务中，有141所学校年培

训量超过5,000人/日，有86所学校年培训量突破10,000人/日。据统计，中国2,000万的职业农民可催生1,000亿

元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市场。这表明中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庞大，促使职业培训行业快速发展。[16]

职业培训行业市场规模未来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16]



职业培训行业规模

职业培训行业规模

数据来源：罗科仕

由于中国将继续城镇化，公共部门就业人口比重将增加，进而公职类招录培训需求将增加。随着中国城镇化

进程的持续推进，公共部门就业人口的比例预计将会逐步提升，从而推动公职类招录培训市场保持稳定且长期的

增长态势。2022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超60%，且中国城镇化率增速高达30%-70%。预计在未来20年内，中国城

镇化率将达到80%以上。值得关注的是，截至2035年，中国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将公共部门就业人

口占劳动力就业人口的比重从5%提升至10%-20%。可见，未来中国将有大量公共部门就业需求，从而刺激公职

类招录培训需求。

未来中国技能人才将作为职业培训市场规模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加快推进新时

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目前，中国技能人才总量已超2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超26%，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

6,000万人。值得关注的是，《“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在“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计划新增

技能人才数量将超过4,000万，并将技能人才在就业人员中的占比提升至30%。这表明未来企业将有更多具备专

业技能和知识人才的需求，并直接推动职业培训行业的规模扩大。[16]

[13] 1：中公教育

[14] 1：http://finance.peo… 2：国新文化

[15] 1：http://edu.china.c…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16] 1：https://www.gov.c… 2：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教育…



职业培训政策梳理[17]

政策名称

《关于进一步规范职业技能培训管

理工作的通知》

颁布主体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生效日期

2024

影响

8

政策内容
该政策指出，聚焦重点产业和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设置职业技能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同时，各省（区、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强化培训促就业导向。

政策解读
该政策旨在，强调规范职业技能培训流程，加强资金统筹与监管，优化服务流程，打击违纪违法行为。同

时，提升培训质量，促进职业培训健康发展。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改革的意见》

颁布主体

教育部

生效日期

2023

影响

8

政策内容
该政策指出，加快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政行企校协同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机制，有序有效推进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政策解读
该政策旨在推进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优化类型定位，强化产教融合与科教融汇，培养多样化人才，促进经

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

颁布主体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

生效日期

2021

影响

9

政策内容

该政策指出，到2025年，中国将完善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配合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吸引更多劳动者技能就业技

能成才。

政策解读



该政策旨在构建终身培训体系，强化共建共享机制，壮大技能人才队伍，提升培训服务效能。同时，规划

注重培训与就业衔接，鼓励多元供给，推动职业技能培训高质量发展。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

设实施方案》

颁布主体

教育部

生效日期

2021

影响

8

政策内容

该政策指出，“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要完善国家和省级职业教育教材规划建设机制。同时，

“十四五”期间，分批建设1万种左右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指导建设一大批省级规划教材，加大对基

础、核心课程教材的统筹力度。

政策解读
该政策旨在，聚焦提升职业教育教材质量，强化产教融合，完善教材编写与审核机制。同时，推动教材创

新，服务技能人才培养，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

颁布主体

国务院

生效日期

2021

影响

8

政策内容
该政策指出，到2025年，优化办学格局，办学条件大幅改善，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

招生规模的10%，职业教育吸引力和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

政策解读
该政策旨在强调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深化产教融合，完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创新办学模式，强化师资建

设，促进教育公平，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17] 1：https://www.gov.c… 2：https://www.gov.c… 3：http://www.moe.g… 4：http://www.moe.g…

5：http://www.mohrs… 6：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

职业培训竞争格局



中国职业培训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低。[21]

职业培训行业呈现以下梯队情况：第一梯队公司有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梯队公司为三盛智慧教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梯队有浙江华媒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博为峰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21]

职业培训行业竞争格局的形成主要包括以下原因：[21]

由于中国职业培训机构数量众多，消费者选择职业培训机构相对分散，从而降低市场集中度。近年来，随着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职业培训行业的需求不断增长，吸引大量的企业和机构进入市场。

自2017年起，中国职业培训机构的年注册量超1.5万家。值得关注的是，截至2022年12月，中国共有112,293家

职业培训机构以及536,037个职业培训教学班。这表明中国职业培训行业处于充分竞争的势态，且众多市场参与

者分散其市场集中度。

头部企业丰富课程品类吸引更多消费者，并建设一体式学习基地扩张授课容量，进而占据市场优势地位。以

中公教育为例，目前中公教育已拥有超100种职业培训品类，其中包括IT培训、医疗、财经、工程等领域。同

时，中公教育在怀柔地区启动学习基地建设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高达42.1亿元。该项目规划涵盖教学大楼、办公

楼宇以及宿舍等多元化建筑设施，整体建筑面积达32.6万平方米。值得一提的是，该基地设计不仅可同时容纳2

万名学员，还集授课、培训、食宿、后勤保障于一体，可提供优质的学习与生活环境。可见，中公教育不仅巩固

其在职业培训领域的领先地位，还为更多学员提供更多学习选择和条件。[21]

未来职业培训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将继续提高。[21]

职业培训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21]

头部企业推出中国首款人工智能课程和虚拟数字讲师，未来企业将具备降本增效的优势，进而占据更多市场

份额。头部企业通过推出AI教育培训产品，不仅可大幅提升生产及教学效率，还可降低培训服务成本。以中公教

育为例，2023年中公教育发布基于AI技术的首款人工智能课程——“AI数智系统班”，并首次公开亮相虚拟数

字讲师“小鹿”。虚拟数字讲师“小鹿”承担全程教学任务，可迅速解析学员学习数据，并精准把握学员需求。

在与学员的互动中，虚拟数字讲师可实时提供反馈与建议，从而有效促进学员学习效率的提升。值得关注的是，

2023年上半年，中公教育的营业成本为75,703.2万元，同比下降53%。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公教育全面增加AI

产品结构，实现降本增效。这表明在未来中公教育将通过不断优化AI产品结构，提升教学质量和效率并降低培训

服务成本，进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领先企业与互联网龙头企业合作，布局中高端数字化人才培训市场，进而占据更多市场份额。随着信息技术

和中国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升级，各行各业正逐渐展现出信息化、互联化的鲜明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数字化人

才的需求日益旺盛，进而推动数字化职业培训产业的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

到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达到10%。目前，中国数字人才缺口约在2,500

万至3,000万之间。这表明未来将有大量数字化人才需求，同时将带动数字化人才职业培训的需求。以传智教育



为例，2022年传智教育的营业收入在中国数字化人才职业培训公众公司中排名居第二位。2023年，传智教育与

腾讯云达成课程合作，携手培养AI应用型数字化人才。2024年1月，传智教育与华为签署HarmonyOS人才生态

体系服务合作协议，为企业助培鸿蒙人才。可见，传智教育正在逐渐布局并抢占数字化人才职业培训市场，未来

其市场份额将增加。[21]

[24]

上市公司速览

上海博为峰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36392)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3032)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00636)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北京凯文德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2659)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苏州科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192)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282)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 4.4亿元 16.67 58.03 - 4.5亿元 -28.42 55.55

- 2.4亿元 -1.88 72.67 - 1.9亿元 64.88 24.44

- 5.6亿元 -4.80 34.81 - 2.1亿元 15.78 19.44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89)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5098)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2607)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000607)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 816.1万元 -49.88 38.01 - 4.6亿元 35.36 78.80

- 26.7亿元 -31.54 57.88 - 12.4亿元 1.82 18.78

[18] 1：https://hudong.m… 2：中国知网，中华人民共…

[19] 1：https://baijiahao.b… 2：中公教育，新京报

[20] 1：传智教育，中国知网

[21] 1：中公教育

[22] 1：博为峰，传智教育，国…

[23] 1：博为峰，传智教育，国…

[24] 1：Wind

1 北京凯文德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659】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59828.0384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市辖区 行业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法人 王慰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7140853767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 1999-03-26

品牌名称 北京凯文德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类型 A股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教育信息咨询；技术进出口。（市… 查看更多

职业培训代表企业分析

财务数据分析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财务指标



0.75 1.04 1.5 1.22 1.4 0.47 - - -

67.4835 66.3283 34.406 29.697 44.4685 41.9198 39.73 32.632 30.617

25.1359 -8.3379 -57.7339 91.5762 -61.0143 228.6819 -59.606 -11.439 -39.571

120.6093 -77.8785
-3453.754

8
124.1594 -521.1427 138.747 - - -

108.7153 108.2642 323.4792 104.1365 3.5783 29.1321 70 - 2

1.2151 0.8504 1.4208 0.3326 0.9777 1.6394 2.257 5.907 2.467

0.2978 0.5606 -0.6315 -0.3611 0.0011 0.0442 0.006 0.203 0.373

12.5921 13.4338 -4.2051 4.3815 -6.7544 30.6358 - - -

81.145 90.7075 88.2509 100 41.5482 33.8524 35.614 11.237 24.418

0.4939 0.3855 0.5888 0.1786 0.7152 1.2884 2.256 5.905 2.466

0.6216 0.1114 -3.1377 0.5643 -2.7192 0.9726 -3.314 -3.177 -2.874

41.928 33.0653 16.5608 -21.4267 24.459 526.5905 - - -

2.7358 -65.0361 -16.9543 55.6649 -72.1231 -339.728 - - -

2.17 0.47 -7.53 1.03 -4.55 1.79 - - -

-0.2 0.04 -0.25 -0.25 -0.2 0.08 -0.24 -0.2 -0.16

1.3499 0.3301 -30.9359 3.158 -39.1007 4.5975 -41.2715 -42.3154 -56.1665

0.4605 0.3376 0.1014 0.1787 0.0695 0.2115 0.082 0.075 0.051

17.5664 -31.2497 -30.0815 332.646 -34.5901 627.7464 - - -

0.5931 0.5931 3.457 3.3469 3.3481 3.3481 3.394 3.3797 3.3797

330.0633 391.6449 581.1138 119.936 0.088 0.0768 - - -

销售现金流/营

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

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

增长(%)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天)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

债(%)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

率(%)

营业总收入滚动

环比增长(%)

扣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次)

归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每股公积金(元)

存货周转天数

(天)



竞争优势

北京凯文德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响应国家政策积极布局职业教育赛道，迎合新技术和新行业发展，把职业教育作为未

来发展的重点，并侧重于产教融合、学科共建和校企合作领域。作为教育端与产业端的桥梁纽带，公司进一步打通产业端

和教育端的资源优势，密切校企合作和深化产教融合。同时，公司与职业院校共建二级产业学院，依据企业用工需求引产

入校和为学院引入依据产业界创新需求转化成的相应课程，以实践为导向使学生通过在校内及企业的定向技能培训提升自

身技能，在毕业后被企业择优录用。

2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3032】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40244.75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宿迁市 行业 教育

法人 黎活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3220535045526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 2012-09-04

品牌名称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类型 A股

经营范围 教育软件开发与销售；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教育信息咨询服务；远程软件技术服务；非学… 查看更多

6.66亿 8.33亿 3.23亿 3.24亿 2.42亿 7.95亿 3.21亿 2.84亿 1.72亿

0.2671 0.2713 -0.0234 0.0186 -0.1779 -0.1018 -0.3014 -0.5043 -0.6657

-0.2 0.04 -0.25 -0.25 -0.2 0.08 -0.24 -0.2 -0.16

-6281537

2.58
1294.58万

-9604542

2.92

-9627350

5.28

-9795418

0.65
3795.43万

-1295823

45.53

-1206206

59.28

-9659437

9.14

0.03 0.01 -0.23 -0.17 -0.21 -0.35 -0.25 -0.22 -0.17

0.2978 0.5606 -0.6315 -0.3611 0.0011 0.0442 0.006 0.203 0.373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

(元)

经营现金流/营

业收入

财务数据分析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11 1.21 1.2 1.05 1.09 0.99 0.94 - -

60.9478 65.4865 63.9663 35.5335 36.7666 30.5903 23.4626 30.653 27.33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

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 177.0107 174.0158 29.4749 13.2302 16.7063 -30.7521 3.788 20.933

- 180.3453 164.8465 89.5992 24.3706 6.1643 -63.9056 - -

- - 14.1392 7.6108 3.3225 2.035 2.2788 3 3

1.4504 1.3906 1.3129 2.5739 2.2708 2.67 3.3346 4.25 4.289

3.27 18.51 0.72 0.52 0.51 0.37 0.0444 0.474 0.686

55.1058 52.6815 46.8113 47.441 45.959 49.3255 44.9569 -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57.613 69.975

0.9182 0.8885 1.2646 2.5365 2.2425 2.6001 3.2686 4.25 4.289

23.0872 28.8102 27.8712 24.992 20.4246 17.4822 5.8273 5.373 10.07

- - - - - -20.7917 12.1588 - -

- - - - - -69.1739 40.9353 - -

91.88 83.86 84.95 54.33 32.27 26.29 7.99 - -

- - 5.44 0.4 0.47 0.5 0.5 0.18 0.19

13.6366 13.8008 13.339 19.5332 21.455 19.517 10.1729 11.5756 22.519

1.693 2.0876 2.0895 1.2795 0.952 0.8957 0.5728 0.464 0.447

- - - - - -65.5204 15.1207 - -

- - 8.9761 4.1696 0.0289 0.0465 0.064 0.6848 0.633

64.7377 38.5497 9.0067 0.1827 - - - - -

7112.15万 1.97亿 1.97亿 6.99亿 7.91亿 9.24亿 9.24亿 6.40亿 6.64亿

- - 11.4492 2.3151 0.509 0.9542 1.1202 1.1671 1.5637

营业总收入同比

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

增长(%)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天)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

债(%)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

率(%)

营业总收入滚动

环比增长(%)

扣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次)

归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每股公积金(元)

存货周转天数

(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竞争优势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科学有效的课程研发体系，紧跟行业热点自主设计、编制培训课程内容，使培训

课程内容具有符合市场实用需求、涵盖最新技术内容、激发学员学习兴趣的特点，有效保障学员能够在培训中获得符合市

场需求的技术能力，从而实现其获得更好工作岗位的培训目标。同时，公司建立招聘、培训、考核、考察、提升五位一体

的全方位优秀讲师培育体系，只有既具备一线实践性项目开发经验又具有出色讲解能力的候选人才有资格进行讲师的选拔

考核。

3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607】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616739.9389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芜湖市 行业 教育

法人 王振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0711040703A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 1999-08-25

品牌名称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类型 A股

经营范围 教育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教育培训（仅限… 查看更多

- - 5.44 - - - - - -

969.86万 2718.95万 2718.95万 1.37亿 1.70亿 1.80亿 1.80亿 6506.80万 7684.46万

3.4051 6.7217 0.28 0.38 0.36 0.41 0.11 0.12 0.36

3.27 18.51 0.72 0.52 0.51 0.37 0.0444 0.474 0.686

稀释每股收益

(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

(元)

经营现金流/营

业收入

财务数据分析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17 1.18 1.17 1.26 - - - - -

75.227 76.7387 55.4862 58.1168 58.985 65.549 70.351 81.672 90.285

3.7892 -0.3087 25.6693 1.5771 54.716 47.124 22.083 -38.302 -30.194

-219.1365 126.7853 336.3441 11.5059 - - - - -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

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

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

增长(%)



1.4784 1.6516 1.7747 3.2598 - - - 2 3

0.8117 0.7396 1.0154 0.9166 0.74 0.753 0.939 0.34 0.093

0.4331 0.5314 -0.1028 -0.1542 1.716 0.401 0.792 -0.665 0.128

4.9211 5.8274 5.3867 6.3715 17.7547 16.8315 15.57 6.72 -

83.3243 93.8888 93.2435 95.8773 97.722 98.362 98.968 91.334 91.761

0.2494 0.2755 0.4294 0.3633 0.74 0.753 0.939 0.34 0.093

-1.8442 0.3979 1.6213 1.5913 22.093 21.029 18.904 -19.168 -12.023

10.0427 20.8888 24.7387 16.3866 8.3503 19.6429 - - -

-169.6589 44.4235 -82.0269 33.6396
50433.703

8
95.0769 - - -

-6.72 1.85 4.61 3.53 71.89 60.71 - - -

-0.21 0.04 0.16 0.08 0.22 0.29 0.29 -0.38 -0.38

-1.1259 0.2696 0.9779 1.0597 18.4847 19.6656 20.5698 -34.2825 -22.8416

1.6379 1.4757 1.6579 1.5017 1.195 1.069 0.919 0.559 0.526

-299.6957 591.8549 -47.7231 37.6464 238.2209 81.5408 - - -

1.0369 0.5679 2.3644 0.8691 0.1856 0.1943 0.1987 0.1987 0.1987

57.6267 57.5558 43.3657 40.3737 - - - - -

52.37亿 52.21亿 65.61亿 65.61亿 62.37亿 91.76亿 91.76亿 69.12亿 69.12亿

0.7697 0.6257 0.6279 0.4106 0.2692 0.3319 0.4655 0.0813 -0.0974

-0.21 0.04 0.16 0.08 0.22 0.29 0.29 -0.38 -0.38

-5636238

2.51
1509.68万 6587.41万 6587.41万 11.53亿 18.05亿 18.05亿

-2369509

039

-2369509

039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天)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

债(%)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

率(%)

营业总收入滚动

环比增长(%)

扣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次)

归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每股公积金(元)

存货周转天数

(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归属净利润(元)



法律声明

权利归属：头豹上关于页面内容的补充说明、描述，以及其中包含的头豹标识、版面设计、排版方式、文本、图片、图形
等，相关知识产权归头豹所有，均受著作权法、商标法及其它法律保护。

尊重原创：头豹上发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页面中呈现的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著作权均归发布者所有。头豹
有权但无义务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核，有权根据相关证据结合法律法规对侵权信息进行处理。头豹不对发布者发布内
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保证，并且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如果权利人认为头豹平台上发布者发布的内容
侵犯自身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可依法向头豹（联系邮箱：support@leadleo.com）发出书面说明，并应提供具有
证明效力的证据材料。头豹在书面审核相关材料后，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删除相关内容，
并依法保留相关数据。

内容使用：未经发布方及头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复制、再造、传播、出版、引用、改
编、汇编上述内容，或用于任何商业目的。任何第三方如需转载、引用或基于任何商业目的使用本页面上的任何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可根据页面相关的指引进行授权操作；或联系头豹取得相应授权，联系邮箱：
support@leadleo.com。

合作维权：头豹已获得发布方的授权，如果任何第三方侵犯了发布方相关的权利，发布方或将授权头豹或其指定的代理人
代表头豹自身或发布方对该第三方提出警告、投诉、发起诉讼、进行上诉，或谈判和解，或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参与共同
维权。

完整性：以上声明和本页内容以及本平台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视频、数据）构成不可分割的部
分，在未详细阅读并认可本声明所有条款的前提下，请勿对本页面以及头豹所有内容做任何形式的浏览、点击、引用或下
载。

竞争优势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建立覆盖300个地级市的1,000多个经营网点。同时，总部指挥中枢在管理变革和数字化

经营的助力下，持续寻求管理的规模效应。近年来，公司在大型吃住学一站式基地建设上持续投资，推动教学现场实现大

工厂式作业。此外，团队的数字化经营探索已持续15年以上，近年更是大幅增加数字化经营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这一方

面来自于品类快速扩张的管理需要，另一方面更在于垂直一体化快速响应体系极其适合进行数字化改造，二者纵深匹配

后，产生更高的经营效率。

-0.3 -0.12 0.08 0.08 0.21 0.28 0.3 -0.4 -0.18

0.4331 0.5314 -0.1028 -0.1542 1.716 0.401 0.792 -0.665 0.128

扣非每股收益

(元)

经营现金流/营

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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