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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

高薪校招 在线教育抢人大战升级

亏损50亿美元 迪士尼押宝流媒体

北京商报2020.8.6

影视业务收入腰斩

疫情重击了迪士尼。8月5日，迪士尼公布

了截至6月27日的未经审计2020财年三季度

财报，报告期内，迪士尼营业收入共报收

117.7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1.87%，同时

环比减少34.59%，利润方面则由盈转亏，净亏

损规模达到47.21亿美元。

近50亿美元的亏损背后，迪士尼的多项

业务均遭遇了惨败。

以影视娱乐业务为例，数据显示，该板块

业务的收入仅在报告期内实现17.4亿美元，同

比大跌55%。今年以来，迪士尼多部电影的制

作上映计划纷纷被打乱，其中仅电影《花木兰》

便先后经历了五次撤档，《星球大战》和《阿凡

达》系列电影的发行日期也推迟了一年。

影评人刘贺表示，今年以来包括北美市

场在内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院均相继暂停

营业，因此不少影视公司的电影项目均无法

按照事先计划完成发行上映的工作，积压在

自己手中，尽管部分电影作品选择通过在流

媒体首映的方式率先与观众见面，但此前为

院线发行所进行的工作也打了水漂，同时收

入也不一定能达到预期。鉴于现阶段电影院

仍未完全开放，影视板块的收入也仍将在一

段时间内受到影响。

针对后续的业务发展以及计划如何提升

业绩，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迪士尼方面，截至

记者发稿时，暂未得到对方的回应。公开资料

显示，此前迪士尼为缓解财务方面的损失曾

对超过12万名员工放无薪假，未来可能会继

续采取增加额外融资；减少或不支付某些付

款；进一步暂停资本支出，减少影视内容投资

等措施。

主题公园亏损近20亿美元

最惨的不是影视板块，作为迪士尼重要

的线下业务，主题公园元气大伤。该季度内，

迪士尼各主要板块中，主题公园、体验和消费

产品营收大幅下降85%，降幅超过了其他多

个领域，运营亏损19.6亿美元，而去年同期其

运营利润则为17.19亿美元。

迪士尼方面表示，这部分收入减少主要

就是由于三季度因疫情导致的主题公园停业

等方面造成的。不过，随着5月上海迪士尼乐

园率先重开，业界预计，在中国严格的疫情防

控措施和景区限流、预约政策推动下，上海乐

园或成为2020财年迪士尼业绩的新亮点。

公开消息显示，在经历了数月的暂停营

业后，截至目前，上海迪士尼、东京迪士尼、奥

兰多迪士尼和巴黎迪士尼乐园均已恢复开

放，而香港迪士尼乐园在6月18日恢复运营后

不足一个月后，又于7月15日起再次暂时关

闭。此外，业界还有消息称，原定于7月17日阶

段性重开的加州迪士尼乐园，也因疫情而推

迟了开园计划。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迪士尼2020财年营

收预计将不会太乐观，尤其是以主题公园为

代表的线下业务，仍将持续受到全球疫情波

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

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兴斌表示。

王兴斌直言，即使全球迪士尼能陆续恢

复营业，但这一高度国际化的主题公园如果

长期没有入境游客的支撑，短期内在接待游

客量和收入方面想要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可

能都是比较困难的。也有分析师表示，受疫情

影响，全球度假胜地接连关闭，加上整体市场

环境的影响，到2022年，迪士尼主题公园可能

要面临21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未来三年迪士

尼主题公园的总收入可能比2019财年低217

亿美元。

不过，王兴斌也提到，单就上海迪士尼乐

园这一项目独立来看，在遵循当地相关主管部

门要求，实施了限流、预约等防控措施后，年内

上海迪士尼还是有望加快“回血”步伐、挽回一

部分疫情带来的损失，甚至有望成为整个财年

迪士尼主题公园中的一个经营亮点。

流媒体付费会员大增

这份财报也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包括流

媒体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业务和国际业务便

是亮点之一，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2%，达到

39.69亿美元。

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迪士尼CEO鲍勃·

查伯克透露，截至本周一，Disney+的付费

用户已突破6000万人，按照此前设定的

2024年达成Disney+付费用户数量达6000

万-9000万的计划，迪士尼已提前四年完成

了这一目标。

虽然迪士尼在流媒体业务上实现突飞猛

进，但奈飞、亚马逊、苹果等多家公司也在持

续强化流媒体，市场竞争不可小觑。公开资料

显示，亚马逊与奈飞计划在2020年分别对内

容投入70亿美元和20亿美元，而流媒体老手

奈飞更是大手笔，甚至已经杀入了奥斯卡。

“在流媒体竞争中，迪士尼原先的市场优

势在于自身多年累积下来的独家版权资源，

而现阶段流媒体市场的各方从业者均已更为

看重内容上的竞争力，持续增加投入，部分作

品也获得较好的市场反馈，未来流媒体领域

还将出现更为激烈的竞争。”刘贺如是说。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宣布财报的同一天，

迪士尼还宣布了另一大重磅消息，即《花木

兰》将放弃北美院线发行，选择在9月4日以

29.9美元的单片价格“转网”登上流媒体Dis-

ney+。届时，北美观众以及拥有Disney+服务

的国家地区只能在线上观看，而没有Disney+

服务或者影院已经复工的国家地区，《花木

兰》还是会保持院线发行计划。

对于迪士尼而言，《花木兰》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此前，《花木兰》曾在洛杉矶举行了盛

大的首映礼，首映结束后更是获得史无前例

的社交媒体口碑，彼时对《花木兰》全球票房

的预估超过了15亿美元。

《花木兰》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解救迪士尼

出困境的一棵稻草。《花木兰》投资金额在2亿

美元左右，按Disney+现在拥有6050万订阅

用户来算，如果每位会员需要付出一次性的

29.99美元观看，也就意味着《花木兰》仅需在

全球吸引700万观众、11%的Disney+会员就

可以迅速回本。

对比此前北美首部“转网”作品《魔发精灵

2》吸引到500万付费用户的数据，拥有更大投

资和热度的《花木兰》似乎回本压力并不大。

实际上，疫情期间，Disney+发展迅猛，近

期高调发行的经典音乐剧《汉密尔顿》和碧昂

丝的《黑人为王》都收获了超高口碑，并助力

其在8月初会员用户增长到6050万。这无疑为

《花木兰》“转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不过，《花木兰》的“转网”并非一帆风顺，

在好莱坞所有的大型制片公司中，迪士尼一

直被视为院线发行的最大支持者。而迪士尼

自身几乎垄断了全球所有顶级商业IP资源，

阻碍院线发行模式成长，无疑是在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对此，鲍勃·查派克也一再强调，《花木

兰》“转网”是一次性的，是疫情期间的特殊决

定，而非新的发行模式，此后的头部影片还将

会集中在院线发行，“转网”的现象不会再发

生。不过，以Disney+为代表的流媒体无疑会

成为大势，他同时透露，迪士尼还在准备一项

明星品牌的流媒体服务，该服务将于2021年

推出，以迪士尼旗下可能不适合Disney+品牌

的节目为特色。

影视传媒行业分析师曾荣认为，流媒体

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对于迪士尼而言，其流

媒体服务尚未进入所有国家或地区，因此仍

需要院线发行来获得海外其他地区的收入，

同时流媒体当下还未彻底解决避免盗版的问

题，因此影视作品上线流媒体也将持续面临

着挑战。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蒋梦惟 常蕾

在线教育赛道的排位拉锯战正在不断升

温，在经历了暑期营销大战、名师跳槽之后，

各大在线教育公司又开始将目光转向即将到

来的毕业季招聘季，这一次抢夺目标是名校

毕业生。8月5日，网易有道发布了2021届秋

招的相关职位，部分教师岗位开出了50万元

年薪保底的诱人薪资。抢人只是第一步，对于

在线教育机构而言，核心竞争力仍在于将毕

业生培养为优秀教师的能力。

高薪高要求

虽然网课教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毕业生

的新职业选择，但在线教育机构的门槛可不

低。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在网易有道最新发布

的校园招聘要求中，对应届生的筛选颇为严

格，以高中大班课主讲老师一职为例，应聘者

需满足名校毕业、竞赛获奖、高考成绩名列前

茅这三项中的任一项要求，且拥有教师资格

证者优先。

当然，与高要求所对应的是颇具吸引力

的年薪。据有道精品课的招聘页面显示，K12

小初学段主讲老师一年的薪资在40万-100

万元之间，高中大班课主讲老师的年薪50万

元起，优秀者年薪可能超过100万元。

事实上，随着在线教育行业迅速崛起，在

拼流量、拼营销之后，在线教育机构们对于人

才的争夺也开始不遗余力。

不久前，北大就业中心官方公众号曾发

布猿辅导小学语文主讲老师招聘的相关推

文。而从猿辅导的官方招聘信息看，猿辅导在

线教育给2021届毕业生开出了25万-50万元

不等的年薪，并提供相关培训机会。今年5月

底，字节跳动旗下教育产品清北网校发布了

中小学网课教师招聘启事，称将为优秀教师

提供“年薪两百万，上不封顶”的薪资待遇。

据业内人士透露，行业里网课主讲老师

的薪资构成主要包括底薪+课时费+续报率

产生的绩效奖金，目前许多入职在线教育头

部机构的名校毕业生往往会有半年到一年的

成长期，如果顺利成长为网课主讲老师，则薪

资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从存量到增量

今年7月，人社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统计局向社会发布了9个新职业，其

中“在线学习服务师”就囊括在内。

这一职业被官方认可的背后，是我国在

线教育行业迅猛增长的趋势。艾瑞咨询的报

告显示，预计到2022年，我国国内在线教育

市场规模将突破5400亿元，而目前我国共有

超过25万家从事在线教育相关业务的企业。

北京中关村教育投资管理合伙人于进勇

在谈到机构争夺名师时表示，教育行业作为

服务行业，不能进行快速的复制和扩张，就是

受制于像师资、特别是名师这样的资源，因

此，各家机构抢夺名师是市场的正常趋势。

为了能在在线教育头部梯队占据一席之

地，互联网巨头对于人才争夺下了血本。除了

高薪招聘求增量之外，在这场大战中，名师跳

槽事件也频频发生，近日，北京商报记者就发

现，原新东方名师李旭和唐静目前的微博认

证变为了跟谁学的主讲老师。

业内人士指出，教培机构的本质就是“教

研+服务”，从供给端来看，大量的现有名师

属于存量市场，而名校毕业的应届生则属于

增量市场。

网易有道助理副总裁、有道精品课高中

部总经理蒋叶光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大型在线教育机构在保持自己名师策

略的同时也招聘以及培养老师，并且锻造自

己、打造名师这样的能力，其实是行业发展的

必然选择，也是行业逐渐进入成熟期的表现。

教研新考验

抢人只是第一步，“大多数在线教育机构

教研能力的断层，在于没有将应届毕业生真

正完整地打造成为一名在线名师的能力”。业

内人士指出，而这项能力恰好是在线教育机

构能否成长为行业巨头的核心竞争力。

蒋叶光指出：“互联网是工具，教育培训

的本质是逻辑发展。逻辑发展的过程中，真正

有竞争力的在线教育机构或者一个有竞争力

的教育机构，最重要的能力是量产和培训，即

不停地培训优秀老师的能力。”

虽然在线教育走上名师化发展已经成为

行业普遍趋势，但是网课名师的成长和传统

的线下名师成长的路径截然不同。乐乐课堂

创始人兼CEO毛颖认为，名校毕业生要想成

为名师，这中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对各

家机构的人才培养能力和体系都是考验。“从

老师层面来看，一名优秀的老师需要专业能

力、授课能力和管理能力的统一。部分像清北

这样的名校应届毕业生暂时在授课能力方面

会有所欠缺，因为这样的名校生多为“学霸”，

自身学习能力强，有自己的学习方法，但如何

有效地教授地处三四线甚至偏远地区的学

生，让他们提升学习效果，则需要接受系统的

培训，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打磨、提升。”

北京商报记者 程铭劼 实习记者 赵博宇

北京商报讯（记者 关子辰）作为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

贸会”）的一个重要板块，冬季运动受到多

方关注。8月5日，在服贸会冬季运动专题媒

体通气会上，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

主任付晓辉介绍，冬季运动专题预计吸引

线上、线下500余个国内外品牌参展，其中

国际品牌占比50%，近2.5万名专业观众参

与洽谈，观众参观达到20万人次。截至目

前，总参展企业234家，其中，确认线上线下

参展商共83家，国际占比52%；确认151家

展商参与线上展览，国际占比58%。

据付晓辉介绍，作为服贸会8个专题展

之一，服贸会冬季运动专题以“冰雪力量”

为主题，包括主题论坛、展览展示、产业对

接、重点活动等丰富内容。冬季运动专题将

保持一贯的“国际化、产业化、大众化”特

点，重点凸显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备情况；

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以“实现与国

际冬季运动资源对接，拉动中国冰雪产业

发展”为宗旨，突出冰雪产业在现代全球服

务贸易中的重要位置，促进国际间体育、科

技、文旅、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

在谈到展览面积时，付晓辉明确，此次

冬季运动专题展览面积约1.6万平方米，按

照服贸会组委会统筹安排，冬季运动专题

包括两个展区，一是国家会议中心综合展

区，主要展示冬奥会最新筹办成果，同时展

示国际冰雪产业最新技术和服务及中外合

作成果；二是在户外玲珑塔南侧的专题展

区，将展示大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相关技术

服务成果，展览可观可展可体验互动。同期

冬季运动专题将举办20余场国际论坛、行

业大会及多场洽谈交易等配套活动，邀请

260余位演讲嘉宾参与，预计吸引线上、线

下500余个国内外品牌参展，其中国际品牌

占比50%，近2.5万名专业观众参与洽谈，参

观观众预计将达到20万人次。

国际数据集团中国区副总裁张莉表

示，作为全球冰雪产业第一展，冬季运动专

题展览将借助品牌和资源优势积极促进冰

雪经济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立足全球冰

雪产业最前沿，持续加强国际间交流合作，

拉动国内冰雪经济发展；开展冰雪南北对

话，推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充

分整合冰雪资源，拉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及

京张旅游文化带建设，通过设立系列活动

和深入合作拓展，实现冰雪产业落地与持

续健康发展；展现科技冬奥最新成果，助力

2022年北京冬奥会。

同时，在谈到中国冰雪服务贸易现状

时，张莉还提到，目前我国冰雪运动产业

正在高速扩增，预计到2022年，将达到

8000亿元的规模，同时，2022年北京冬奥

会也将带动冰雪体育产业进一步发展，冰

场、雪场的建设将迎来一个新的扩张期。

根据中国冰雪产业研究报告团队的初步

统计，新的冰场正以每年至少20%的增长

率快速扩张。

此外，在冰雪旅游方面，近年来也有较

大增长。据悉，在境内滑雪目的地热度方

面，2017-2018年度雪季较2016-2017年

度雪季同比增长318.45%，而2018-2019年

度雪季较2017-2018年度雪季同比增长

19.06%。“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带动

以及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推

进，冰雪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冰雪旅

游产业市场规模还将持续扩大。”张莉说。

超200家企业参展服贸会冬季运动专题

营收下滑逾四成、净亏损近50亿美元，迪士尼最新一季

度的成绩单是意料之中的惨淡，尤其是影视娱乐和主题公园

两大板块业务，几乎是暴跌。相较之下，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流

媒体业务成了唯一的增长点，也让迪士尼对这一板块青

睐有加，连其重点影片《花木兰》也将绕过院线，

直接登陆流媒体Disney+。

服贸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