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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坚决抵制经纪公司“护丑”

取消业绩发布 教培机构转型求生进行时

教育“双减”新规落地不久后，行业巨头好未来和新东方均取消了

原本定于本周的财报发布及电话会议，并表示将在后续更新。据悉，两

家公司本次计划发布的季度报均截至2021年5月31日。 从两家公司上

个季度的业绩情况来看，好未来和新东方上一季度都保持着较高的营

收增长，并且K12业务在总体业务中的占比较高。但随着“双减”意见的

正式公开，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学科培训被严控，其资本化运作也成

为历史。“去K12化”之后，昔日教培龙头的未来出路究竟在哪？截至目

前，“双减”政策已发布一周有余，而教培行业的震荡仍在持续。

阿里、腾讯接连试水
NFT数字藏品的生意经

北京商报2021.8.3

财报发布取消

8月3日和8月5日，本分别是新东方和

好未来原定发布季度财报的日期。但随着

两家公司的陆续声明，季度报披露被取消。

原计划中，新东方将披露2021财年四季度

财报，好未来将发布2022财年一季度财报。

且上述两家公司的季报均截至2021年5月

31日。新东方-S在公告中表示，取消财报发

布系近期的监管动态所致。

据新东方此前发布的上个季度财报显

示，在截至2021年2月28日的三个月报告期

内，新东方净收入为11.905亿美元，同比增

长29%；净利润为1.51亿美元，超过预期的

1.04亿美元。同时，新东方预计2021财年四

季度的净收入在11.01亿-11.41亿美元之

间，同比增长38%-43%。

好未来方面，截至2021年2月28日，好

未来2021财年四季度的净收入为13.627亿

美元，同比增长58.9%。但其四季度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1.69亿美元，同比

下降了87.63%。同时，好未来预计其2022财

年一季度的总净营收在13.022亿-13.205

亿美元之间，同比增长43%-45%。

从上述公司此前披露的业绩报告中不

难看出，新东方和好未来的业务正保持着

稳定增速，不出意外的话，原计划本周披露

的财报数据将同样亮眼。有教培业内从业

者表示，两家公司在这一时机取消财报的

发布，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开“双减”政策

的风头。“政策原本就认为教育行业的资本

趋利，亮眼的财报数据将和现在的严监管

形势形成鲜明对比，还是保持低调为上。”

该从业者说。

K12学科占比过重

作为国内两大教培龙头，新东方和好

未来的K12业务在其整体业务中占有重要

地位。据上季度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2

月28日，新东方学校及学习中心的总数为

1625间，同比增加209间，环比增加107间。

截至该报告期末，新东方的学校总数为118

间。学生报名人次约为229.68万人，同比增

长43%。

新东方董事会执行主席俞敏洪曾表

示，在该报告期内，新东方业务的增长主要

得益于K12中小学全科教育业务的全面复

苏，K12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约37%。具体来

看，中学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5%，小学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约40%。

同样倚赖K12学科业务的还有好未来，

在上个报告期内，好未来学生总人次（长期

正价课）约为669.1万人，同比增长了44%。

好未来财务副总裁LindaHe在上季度财报

电话会上指出，四季度学而思培优小班的

净收入增长43%，占总净收入的53%，上年

同期占比为59%。而占比缩水主要是因为

学而思网校课程的快速增长，该报告期内，

学而思网校的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了115%，

占到四季度总收入的32%。

过重的K12业务占比，是新东方和好未

来两家龙头机构在资本和政策夹击之下面

临的共同问题。“双减”政策之后，K12赛道

再无资本故事可讲，新东方和好未来找出

一条“去K12化”的出路就显得迫在眉睫。

巨头转型的幸与不幸

值得关注的是，新东方和好未来此次

取消发布财报的动作虽易理解，但也称得

上罕见。“从资本角度来看，美股上市公司

如果延迟发布财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

号。”多鲸资本合伙人葛文伟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延迟发布财报会增加投资者的疑虑。

“新东方和好未来此次延迟财报发布的举

措，更多是出于内部考虑，准备在财报中及

后续电话会上对政策严监管作出解释。”葛

文伟说。

此外，据新东方和好未来此前的财报

数据显示，若无K12业务，两家公司的市值

都将大打折扣。从两家公司各自的股价表

现来看，8月2日美股盘前，新东方报2.17美

元/ 股，年初至今的最高股价为199.74元/

股；好未来股价报6.07美元/股，年初至今的

最高股价为90.96美元/ 股。目前，两家公司

的市值均已蒸发百亿美元。

“考虑到现在的严监管政策，新东方和

好未来两家公司应该在酝酿资产剥离或者

类似退市的计划，同时做深度转型的打

算。”葛文伟进一步分析指出，“巨型教培企

业转型的优势在于其拥有的品牌、资金、人

才和组织能力。”

在劣势方面，新东方和好未来两家机

构虽有线上业务，但线下业务太过庞大，线

下的培训学校是重资产，转型相对不容易。

“此外，学科类团队都占到两家公司团队的

绝大多数，如何让相应学科的辅导老师和

人员进行深度调整也是很大挑战。最后就

是教培企业对K12的路径依赖，教培机构们

再也找不到像K12这样增长快、利润高的产

业。”葛文伟谈道。

北京商报记者 程铭劼 赵博宇

北京商报讯（记者 魏蔚）忽然之间，NFT
（非同质化权益证明）火了起来。8月2日，北京

商报记者发现，腾讯上线了一款NFT交易

App“幻核”，首期限量发售300件“《十三邀》

NFT数字藏品”。

事实上，人们对NFT概念的兴奋，可追溯

到今年初艺术家Beeple的一幅NFT数字作品

拍出了6930万美元EHT（以太币）的天价。

那么腾讯此次发售的NFT商品是什么？

幻核App显示，腾讯这次发售的NFT黑胶唱

片内包含李安、陈嘉映、李诞等十三个人物的

语录，用户购买前可互动体验，购买后可拥有

专属镌刻权。在藏品描述时，腾讯强调：可能

是国内首个由视频谈话节目开发的数字音频

NFT收藏品。

有关购买细节，腾讯相关人士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十三邀》黑胶唱片NFT，定价18

元，共300件，购买门槛是用户完成实名认证，

具体发售日期暂无”。

NFT是什么？幻核的官方解释是，NFT在

区块链技术支持下，可对数字艺术、门票等任

何种类的数字商品进行确权。一件数字商品

通过NFT手段加密后，便拥有了一张专属于

自己的“数字证书”，这个独特标示同时被永

久存储在区块链上，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分割

性，且无法被复制和随意篡改。

简单来说，NFT数字藏品，是利用区块链

技术让藏品拥有一张专属的数字证书，且被

永久存储在区块链上，无法被复制和随意篡

改。早些时候，蚂蚁链发售的敦煌飞天等付款

码皮肤、1600个欧洲杯数字奖杯都属于NFT

数字藏品。

虽然今天有关NFT的讨论大多围绕着腾

讯，事实上阿里已经先行试水，且成功出圈。

比如在7月的欧洲杯上，阿里就曾营销

NFT概念。不光将C罗、希克、本泽马的进球瞬

间生成了欧洲杯史上第一份数字藏品，还组

织了竞猜活动，给1600位实名用户发放了“得

分王”同款数字奖杯。

阿里更早的尝试是6月支付宝限量发售4

款“NFT付款码皮肤”。当时支付宝给每款付

款码皮肤定价10个积分+9.9元，不过在闲鱼

平台，一款NFT付款码皮肤最高标价150万

元。用户对NFT商品的疯狂追棒，最终在闲鱼

下架所有相关售卖链接、蚂蚁链发布“NFT不

是虚拟币”的声明后回归理性。

为了让用户更了解NFT，蚂蚁链在声明

中强调，“所有NFT付款码皮肤仅供会员低价

购买，用于支付宝付款码换肤，不允许用于其

他商业用途，更不是虚拟币”。

那么此次腾讯NFT数字藏品可以交易

吗？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腾讯相关人士并

未回应。

有关NFT数字藏品可否交易，欧科云链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海峰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NFT化的付款码皮肤以及欧洲杯数字奖

杯等，核心是通过区块链技术，对商品（尤其

是电子商品）稀缺性进行认定，并在此基础上

锚定稀缺性商品的现实所属关系，我们可以

简单理解为是一种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上的

‘所有权证明’。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是平台

进行NFT出售还是用户之间进行的交换或交

易，都是在双方共同认可的价值基础上，对商

品‘所有权’完成转让”。

在和北京商报记者交流时，OECD（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区块链政策委员会专家王

娟认为，“NFT数字藏品是可交易的，但是要

看发行方的设计。因为可交易，不排除有黄牛

哄抬价格”。

买方市场活跃，区块链概念持续火热，

NFT数字藏品会是一门好生意吗？王娟的

观点是：“阿里、腾讯现在在NFT赛道都只

是试水。”

艺术界人士对NFT概念的态度也喜忧参

半。策展人和艺术评论家廖廖对NFT艺术现

象这样看，“我觉得还没到给NFT下判断的时

候。NFT可能不仅是一种确认版权的技术，

NFT还给销售分成、展示场景、创作主体提供

了想象空间。今天我们对NFT的质疑和期待

最终都可能落空，但重要的是以更开放的心

态去面对”。

但因为NFT赚得盆满钵满的Beeple在接

受采访时曾表示，NFT艺术的价格“绝对”是

一个泡沫，并断定“会有一大批人涌入这个领

域。但我认为人们很快就会明白这一点，所有

这些东西都会逐渐消失”。

坚决抵制失德违法行为

8月2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通过官方平

台发布《法律严惩，行业抵制，“明星”作恶绝

不姑息》一文，对“吴亦凡事件”进一步发声。

该文章指出，吴亦凡案暴露出的诸多问

题，不仅对全社会有教育和警示意义，更给整

个演艺行业敲响警钟。演艺明星背后如若欠

缺专业、职业、有社会责任感的演艺经纪公

司，潜藏以“割韭菜”为目的的短视资本，不能

正确引导艺人行为，也无健康长远的成长规

划，甚至为他们“遮丑”“护丑”，公开“助恶”。

对于这类直接败坏社会风气、拉低道德和良

知底线的行为，演艺行业必坚决抵制，违法失

德艺人也将进入行业“黑名单”，根据相关自

律办法严厉惩戒。

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多个平台已针

对“吴亦凡事件”采取账号封禁或下架作品

等处理措施，实施了“一封到底”。其中，吴亦

凡本人及工作室官方微博账号，均因被投诉

违反法律法规和《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

定，处于无法查看的状态，同时抖音、今日头

条等其他账号也已显示为账号不存在。此

外，吴亦凡的音乐作品也在多个在线音乐平

台上下架。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方面认为，“任何人

跨越底线公然违法，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制

裁。在中国土地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

没有什么护身符，任何人都没有僭越法律的

特权”。

经纪公司责任感缺失酿恶果

近年来，艺人失德事件不时发生，当涉嫌

强奸、吸毒、非法代孕等负面事件一件接一件

地发生，业内也不禁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原

因导致艺人走上了歧途？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沈望舒认为，艺人

有时候靠一招鲜一夜爆红，不管从人生观、

价值观、荣辱观等来说，都基础不牢，另

外，这些艺人在社会历练不够，一旦获得了

很大成功，旁边拥趸甚多，就容易迷失自

我，觉得好像可以胡作非为了，这是内部因

素。在外部原因方面，一些饭圈粉丝，还有

一些装作人生导师的大腕对于突然出圈冒

头的艺人给予一些非常不恰当的引导，让

艺人觉得自己天生受上苍眷顾，在捧杀的

状态下迷失。

值得注意的是，在业内人士看来，作为

艺人的管理者、培育者、经纪公司在艺人发

展的过程中的责任缺失，也成为艺人迷失的

原因之一。

经纪人赵新月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很

多人会认为经纪公司在发展艺人的过程中只

需要才艺方面的培训，同时结合艺人特质打

造人设、提升知名度等，可实际上，艺德等方

面的培养也是关键，尤其是对于年龄较小便

出道的艺人，更需要加强道德等多方面的培

养。但部分公司有的因注重眼前的利益，有的

则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忽略了相关方

面，这对于艺人今后长远的发展会产生很大

的负面影响。

“人时常都在比较，做价值的权衡，一旦

比错了方向，言行就会失准，所以当艺人的成

长环境中缺少身边人理性的劝解时，必然会

出问题。”在沈望舒看来，当整个行业的意识

形态都是利益的时候，各方都只考虑自身利

益，就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生态业态，全都捂

着，助纣为虐，所以艺人自律固然重要，行业

的整体自律也要加强。

“他律”归位迫在眉睫

对最近频繁出现的艺人失■甚至违法事

件，沈望舒认为，“明星践踏道德底线，以至于

最后触犯法律，是一个漫长的被纵容的过程，

艺人刚开始肯定不敢干这种事，但后来为什

么敢了呢？因为艺人觉得干了这么多都没事。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他律’都

在哪。”

对于约束规范艺人行为，沈望舒指出，要

从外部环境的三个方面着手，“首先是改善社

会整体舆论环境，提倡正确的荣辱观。社会整

体荣辱观没有形成，艺人行为失范是早晚的

事，社会应该始终倡导向善向上的精神。其

次，社会要建立一套有效制度对娱乐行业进

行监督。当利益操纵整个行业意识形态的时

候，就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生态业态，各方对艺

人失范行为就会视而不见，全都捂着，甚至助

纣为虐。最后，需要有相应组织保障艺人的全

面发展。现在的明星在演艺方面有一定特长，

但却严重‘偏科’，道德沦丧，我们要杜绝这种

现象”。

与此同时，打开当下不少艺人培训公司

的信息介绍来看，才艺往往都排在了前列，

而对于其他领域的培养则较少，甚至是直接

缺失。对此，赵新月表示，市场上的一些操

作，让艺人或是怀有明星梦的人产生了只要

才艺过关便可星光闪耀的误导，此时，作为

艺人身边联系最为紧密的经纪公司，应当对

艺人进行多方面的引导，艺德兼备才能走得

更稳，走得更远。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苏梓彦

自演员吴亦凡被依法刑事拘留后，各方接连发声。8月2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也针对“吴亦凡事件”发文，不仅指出吴

亦凡案给整个演艺行业敲响警钟，同时也对演艺经纪公司“遮丑”“护丑”，公开“助恶”的行为表示坚决抵制。近年来，艺人

“失德”的情况不时出现，人们在对劣迹艺人的行为表示愤懑的同时，演艺经纪公司该如何更好地引导、培育并管理艺人，

以实现健康发展，也已成极为关键的一环。

吴亦凡事件始末

6月3日 网曝吴亦凡与都美竹恋
爱，吴亦凡起诉并回应。

7月7日都美竹曝吴亦凡潜规则多
名女生

7月16日 都美竹曝吴亦凡方提出
给百万封口费

7月18日都美竹曝吴亦凡性侵超7
名未成年人

7月19日吴亦凡工作室发文澄清，
称遭都美竹勒索

7月22日 北京朝阳警方通报吴亦
凡事件

7月23日吴亦凡15个商务代言全部
解约

7月31日 吴亦凡涉嫌强奸罪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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