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旅游 4北京商报2020.12.3

编辑 汤艺甜 美编 白杨 责校 池红云 电话：64101897�lyzx0405@126.com

62部影片蓄势待发贺岁档
各路影片同档汇聚

本周，电影市场分外热闹，除了刚刚定档

于12月31日在国内公映的电影《崖上的波

妞》，还有周末即将登上大银幕的《如果声音

不记得》《赤狐书生》等14部影片，贺岁档的氛

围开始浓厚起来。

北京商报记者依据猫眼专业版的信息统

计发现，自今年贺岁档拉开帷幕后，截至目前

共计有62部电影选择在该档期内上映。相较于

上年贺岁档的近80部，虽然数量有所减少，但

题材类型却仍然丰富多样，并覆盖了灾难、动

作、爱情、奇幻、犯罪、动画、惊悚等不同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贺岁档影片的来路不

一。除了《晴雅集》《温暖的抱抱》等初次官宣上

映日期便瞄准贺岁档的新片外，也不乏曾经历

过定档、撤档、改档、提档等操作的作品。电影

《拆弹专家2》便是其中之一，该片曾在今年1月

初次定档于7月上映，并公布宣传海报，但在今

年7月，片方宣布影片改档至贺岁档上映。

与《拆弹专家2》类似，《紧急救援》也是

一部多次调整过档期的作品。公开资料显

示，该片最初计划于今年春节档上映，但由

于疫情的出现，影片发布通知临时撤档、择

日再映。随后在今年10月，《紧急救援》公布

了新档期，并选择了2021年的大年初一，但

一个月后，该片又宣布提档至2020年12月18

日，入局贺岁档。

“今年的市场环境较为特殊，影片的档期

选择也变得更为谨慎。且自从今年7月电影院

重新恢复营业起，至今才过去4个多月，但数

十部影片选择了今年贺岁档，同时近两天还

陆续出现新的定档影片，这证明了此次贺岁

档是被看好的一个档期，市场的恢复状态也

得到了从业者的认可。”影评人刘贺如是说。

线上营销混战

随着贺岁档大幕的拉开，定档影片也开

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宣传营销，令热度逐渐攀

升。猫眼专业版显示，截至12月2日，已有8部

影片的想看人数累计超过10万人。其中，《紧

急救援》以59.7万人的想看人数排在所有影片

的首位，同时《送你一朵小红花》《拆弹专家2》

《如果声音不记得》三部影片的想看人数也已

累计超过20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的贺岁档，虽然仍

有约10部海外片，但较具市场影响力的只有

《神奇女侠1984》《疯狂原始人2》等少数作品，

这意味着，国产电影成了此次贺岁档的主力。

而为了获得更高的曝光度，各式宣传营

销方式也纷纷上线，尤其是线上营销领域。以

《赤狐书生》为例，该影片在11月初与《捉妖

记》进行了联动，不仅《捉妖记》中的胡巴成为

《赤狐书生》的宣传大使，官方发布的一则联

动视频也在当时引起了广泛传播。微博平台

数据显示，由联动视频引发的话题“李现把胡

巴气到减肥”实现阅读量4.1亿。

与此同时，《晴雅集》则通过官方微博发

布多个用影片素材制作的表情包、《温暖的抱

抱》推出各种搞笑短视频并举办早跨年早喜

庆联欢会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的视线。

为了保证观众能够安全观影，影院方也

做了各项准备。据某影投公司经理周翔透露，

旗下影院一方面根据观众及市场情况，对上

映影片进行排片，以实现效率最大化，另一方

面，面对当下时期，影院也在进一步加强消毒

卫生工作，补充相应的防疫用品，保证每天按

时进行清洁工作。

联手共推市场热度

据猫眼专业版发布的《2020贺岁档前瞻》

显示，自2017年开始，近三年贺岁档的日均票

房便出现下滑，且2018年和2019年贺岁档的

日均票房已不比年度票房日均产值。尽管贺

岁档近年来处于该发展趋势，但对于2020年

而言，贺岁档仍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2020贺岁档前瞻》指出，截至11月23日，

我国年度累计票房突破160亿元。尽管过去两

年贺岁档的日均票房已不比年度票房日均产

值，不过作为全年的冲刺收官档期，贺岁档仍

有其战略意义。对于中国电影市场尤为特殊

的一年，2020年贺岁档将决定年度票房能否

飞跃200亿元关口。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在研报中指出，月

度票房正在逐步恢复到疫情前正常水平，热

门影片供给增加有望进一步助推电影市场复

苏，展望2021年，春节档票房有望领跑。

影视传媒行业分析师曾荣表示，虽然希

望电影上映能够获得较好的市场反馈，但在

今年电影市场曾经历了半年左右停滞的背景

下，电影自身获得票房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关

键作用在于联动各方的力量，让市场保持恢

复的状态，以实现后期的发展更加稳固。

在业内人士看来，今年特殊的环境也让

电影市场的发展更加理性，中间被动出现的

空档，也让从业者进行更多思考，因此当下也

是电影市场奠定发展基础的契机，将思考转

化为新想法、新创意、新模式，并进行实践与

探索，从而实现大国到强国的质变。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三季报持续亏损 教培机构如何“造血”

跨赛道转型：难逃亏损

北京商报记者经过不完全统计发现，在已

经公布财报的教育企业中，有近半数的机构仍

然处于亏损或利润同比下跌的状态。

其中，转型大语文赛道的豆神教育在2020

年前三季度出现了营收、净利润双下滑现象。净

利润下滑幅度达到257.09%，由盈转亏。而单从

三季度的业绩表现来看，豆神教育的营收同比

增长39.74%至5.9亿元，但净利润仅为121.62万

元，同比下降94.03%。营收增长但利润下跌严

重。此外，豆神教育在前三季度的报名学生人数

超过22万，同比涨幅超七成。

在学员增幅稳定、单季营收上涨的前提下，

豆神教育仍处在亏损状态。而值得注意的是，就

在今年8月，豆神教育刚刚由“立思辰”完成更

名，并在今年上半年承接了明兮大语文的学生、

老师和课程。其进军大语文赛道和教育市场的

决心可见一斑。

另一家拟更名为“开元教育”的上市公司开

元股份也在披露的财报中出现了营收、净利润

同比大幅下降的情况。据其财报数据显示，

2020年前三季度营收同比下降44.5%至6.7亿

元，净利润下滑幅度达465.79%，转盈为亏。据

了解，开元股份原为职业教育与仪器仪表制造

业双主业的公司，在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已经实

现了职业教育营收占公司营收的100%。

12月2日，科斯伍德也发布公告称将公司

名称变更为“科德教育”，并在公告中表示，公司

的愿景是做中国学生升学与新职教综合服务

商。由此可见，在利好政策和教育市场快速发展

的当下，多家公司都瞄准了教育赛道并积极转

型，但转型之后的业绩表现尚未取得一定突破。

此外，一些活跃在A股市场的教育公司也在三

季度表现平平，其中，紫光学大、昂立教育、凯文

教育均出现了营收下降的情况。

牛牛金融研究总监刘迪寰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目前大多数披露财报的教育公司给出业绩

表现不佳的原因为，疫情对线下培训业务带来

较大冲击。另外，也有部分线下转型线上的公司

因为流量采购等销售费用方面的支出、设备等

相关资产的折旧摊销对业绩产生影响”。

在线赛道：“烧钱”突围

2020年加速了在线教育的蓬勃发展，如何

用快速的业务转换去跟上市场的需求与变化，

各家在线教育机构纷纷在暑期进行了大量的营

销投放。投放之后获客情况如何？从三季度财报

表现来看，截至2020年9月30日，网易有道、跟谁

学、51Talk、流利说的三季度营收分别为8.96亿

元、19.66亿元、5.39亿元和2.39亿元。其中，网易有

道、跟谁学和51Talk的同比增幅分别为159%、

252.9%和31.8%，流利说则同比下降8.6%。

尽管营收实现了增长，但在盈利表现上，多

家在线教育机构仍未实现盈利。其中流利说报

亏7060万元，同比收窄67%。51Talk则实现了

扭亏为盈，三季度净利润为3160万元。

上市教育公司只增营收不增利润的背后，

是各家机构在营销和销售上的大笔投入。财报

数据显示，跟谁学、网易有道及51Talk在三季度

的销售费用分别为20.56亿元、11.48亿元和2.83

亿元，占营收的比例分别为114%、128%、52%。

值得注意的是，三季度报告期内含暑期这

一营销节点，而暑期正是各在线教育公司“烧

钱”营销的发力阶段。中关村教育投资管理合伙

人于进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营销占比的角

度来看，机构的营销费用占比一旦超过50%，对

机构来说压力就比较大了，机构们急于开拓市

场，会在这方面加大投入”。

此外，于进勇也进一步指出，在今年的教培

市场上，大家都在奋力发展线上教育。“如果从

长远角度来看，机构真的能扎下根来，不排除现

在的亏损也可以成为战略性亏损，为未来的收

益打下铺垫。”

在多鲸资本合伙人葛文伟看来，互联网在线

教育公司用营销来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并逐步

实现修正利益是有可能实现的。但目前还看不出

来这场流量战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现在的转化

和续费率还是在很低的水平，各家不会停下。”

成人考培：风口渐显

随着机构转型、营销不断发力成为教培行

业常态，受到政策、用户需求多方利好的成人考

培领域风口渐显。从三季度业绩表现来看，主打

成人考培业务的中公教育表现不俗。报告期内，

中公教育实现总营业收入46.31亿元，同比增长

83.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54亿

元，同比增长233.58%。

“从现在的经济形势和政策的角度来看，对

中公这样的机构来说是利好的。同时，利好周期

会随着经济的波动而变化，如果经济形势能快

速反弹回到繁荣状态，它们的数据可能会下降，

但也只是回归正常。我预估在2-3年的时间里，

这类机构的业绩表现都会比较不错。”于进勇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

回归到教育行业整体，身处预付费行业的

教培机构，现金流在公司运营中扮演着极为重

要的角色。刘迪寰认为，当前形势下，机构想加

强自身造血能力，需要两种策略。“首先是做加

法，线上与线下教育的融合是大势所趋，不仅能

抵御风险，也是疫情后家长对线上教育较为认

同产生的机会。不过，如何做到差异化，如何解

决优秀师资能力不足的痛点，线上与线下如何

真正实现‘教、学、练、测、评’的闭环，人工智能

技术的运用等等问题需要解决；其次是做减法，

坚定砍掉长尾业务，剥离可变现的非核心资产、

亏损业务，从本质上让公司现金流好转，这样一

方面可以减少融资成本的发生，另一方面，足够

的现金储备也给了公司足够的进退空间。”

北京商报记者 程铭劼 赵博宇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跨省游
重启叠加旅游旺季的带动，各OTA在

三季度迎来了业绩复苏。12月2日，携程

集团公布了今年三季度未经审计的财

务业绩。财报显示，三季度，携程集团

的净营业收入为55亿元（8.05亿美元），

环比增长73%，这其中，国内主营业务

收入环比增长均超过两位数。同日，在

去哪儿网召开的发布会上，该企业

CEO陈刚也透露，二季度平台已出现

月度盈亏平衡，预计全年将实现盈利。

而此前股价一度低迷的途牛也在最新

发布的财报中发布消息称，其三季度

净收入环比增长263%，经营现金流转

正；而同程艺龙三季度营收、经调整净

利润也都出现了环比增长；同期，美团

到店、酒店及旅游业务也成为了其三大

业务中盈利最多的板块。而在阐述三季

度业绩回暖原因时，多家OTA不约而

同地提到了跨省游对其国内游业务拉

动作用显著。

具体来说，财报显示，今年三季度，

携程主营业务环比涨幅明显。其中，住

宿预订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5亿元人民

币（3.65亿美元），环比增长98%，而在国

内旅游市场复苏红利的加持下，三季度

携程短途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也达约

20%。作为携程集团的另一大支柱型业

务，其交通票务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9

亿元，环比增长66%。同时，携程方面还

表示，在跨省游恢复和暑期旅游旺季等

多重利好作用的叠加下，携程旅游度假

和商旅管理业务也在加速回暖。三季

度，携程旅游度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26亿元（4800万美元），环比增长

151%，定制游业务保持50%-60%的同

比增长。

陈刚也介绍称：“8月，去哪儿国内

机票预订量实现了疫情后首次正增长，

次月，国内酒店预订量也步入了同比增

长区间。按照目前的恢复速度，12月底，

去哪儿网将实现全年盈利。”值得注意

的是，陈刚也表示，国内游确实成为了

当前OTA行业复苏的重要引擎，今年

平台新增的用户中，三线以下城市占比

达46%。

此外，途牛旅游网CEO于敦德也表

示，三季度途牛收入逐步恢复与国内旅

游的回暖密切相关。据悉，今年三季度，

股价一度低迷的途牛净收入环比增长

263%，净亏损较上季度大幅收窄，经营

现金流转正，GMV环比增长超200%，

其中，国内旅游业务复苏明显，定制游

GMV环比增长超800%。而同程艺龙发

布数据也显示，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19.15亿元，环比增长59.5%；经调整净

利润为3.73亿元，环比增长89.9%；经调

整净利润率19.5%，恢复去年同期水平。

据悉，在该季度，同程艺龙国内机票票

量同比增长超过20%。

其实，从近期各OTA发布的下阶

段战略和业务规划中就能看出，“主攻

国内游”已成为当前OTA行业甚至整

个旅游圈最重要的转型方向。在不久

前，携程就宣布调整战略，谋划深耕国

内；而飞猪则提出，面向广大国内游客

试水“种草营销”；此外，途牛等企业也

在加紧谋求在海南等国内游热点市场

布局。

“目前，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仍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因此，不仅今年三、四季

度OTA们要依靠国内游来‘拯救业

绩’，在未来一段时间，大量出境游需求

也仍将继续向国内转化，依靠逐步提升

的国内游尤其是跨省游需求增加收入，

仍将成为OTA及大多数旅游企业的业

务重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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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斌直言。在他看来，当前，各OTA都在

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赛道，推出各种形

式的国内游产品，不过由于国内游散客

化率相对较高，市场供给短期内快速爆

发，未来OTA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脱

颖而出，还是未知数，而这可能也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了明年乃至将来企业能

分享到多少国内游红利。

三季度业绩猛涨
OTA国内游业务复苏提速

上市教育公司的三季报正在陆续出炉，截至12月2日，已有16家发布三季报。北
京商报记者梳理后发现，仍有不少教培机构尚未走出阴影，财报表现不佳，而在某些
细分领域，如成人公考培训等，受到政策、市场变化的影响较大，机构的盈利表现不
俗。除此之外，更多的机构正在尝试收窄亏损，提高自身的“造血”能力。作为预付费行
业，现金流对教培机构来说至关重要，在近一年的起落和狂飙突进之后，“烧钱”营销
虽仍是主流，但也存隐忧，加强自身的“造血”能力才是教培机构保持生命力的关键。

2020年只剩下最后一个月，电影市场也随着贺岁档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据北京商

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贺岁档共有62部电影陆续上映，既有《送你一朵小红花》《晴

雅集》等新片，也有《拆弹专家2》等曾撤档再定档的影片，同时还有原计划明年上映后提

档的作品。在业内人士看来，众多影片在贺岁档的上映，一方面肯定了近段时间电影市场

的稳步恢复进程，另一方面也能起到进一步带动市场的作用，令后续发展更加稳固。

《紧急救援》

《送你一朵小红花》

《拆弹专家2》

《如果声音不记得》

《赤狐书生》

贺岁档定档影片想看人数前五位 （单位：万人）

59.7

28.7

25.4

24.9

6.8

（数据来源：猫眼专业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