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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入轻商旅 同程旅行能否升级“破圈”

北京叫停备案受理 教育类App亟待“去学前化”

针对学前教育类App的监管进一步趋严。5月10日，据北京市教委网站

显示，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称不再受理学前线上培训教育移动应用备案

申请，已备案的将予以撤销。相比之前《征求意见稿》提出的“面向学龄前

儿童培训的教育移动应用一律停止运行”，本次发布的通知文件要求“撤

销已有备案”。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目前在手机应用商店中，许多曾作为

学前教育App被家长熟知的品牌已经把简介变成了“提供专业数字内容”，

或定位成“学习软件”或“启蒙工具”。

13年后再登场
《阿凡达2》呼声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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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受理新申请

5月10日，据北京市教委等三部门最新发布

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备案及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

求，北京将不再受理学前线上培训教育移动应

用备案申请，已备案的予以撤销。

同时，教育移动应用不得为未经许可的

机构（或个人）提供平台（或功能）用于开展

学科类培训。不得提供和传播惰化中小学生

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

规律的“拍照搜题”等功能。其提供的内容不得

有消极信息、不良信息，不得出现游戏链接和

广告等。

《通知》显示，作为教育移动应用的使用者，

市级、区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各级各

类学校应建立教育移动应用选用制度，选用已

完成提供者备案的教育移动应用，并及时进行

使用者备案。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得选用未

经备案的教育移动应用，统一选用的不得向学

生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

而为更好实施分类管理，北京市教委在政

策解读中进一步作出界定。其中，如微信等并非

针对教育系统开发、但被教育系统广泛应用的，

不属于教育移动应用。教育钉钉则为特例，该

App是为教育进行了个性化开发的，主要面向

教育领域使用，所以属于教育移动应用。此外，

如“尚德自考”这类为继续教育提供服务的

App，也属于教育移动应用。但社会考试类的不

算，如针对考驾照、考公务员进行培训的相关互

联网应用程序。

昔日“流量池”迎整改

在“双减”政策颁布前，学前教育板块曾被

各大在线教育企业视为重要的“流量池”，在好

未来、猿辅导、作业帮等教育集团中均有学前教

育板块的业务布局。此外公开信息也显示，少儿

英语机构伴鱼的总付费用户也在2020年超过

200万。

不仅如此，资本也对学前教育概念非常青

睐。据艾瑞咨询此前发布的《2020年中国在线教

育行业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0

年低幼及素质教育在在线教育领域的市场份额

达到24.5%。，2020年低幼教育公司的融资总额

达到97亿元，平均单笔融资为2.6亿元。美术宝、

编程猫、火花思维、豌豆思维均在当年获得了超

10亿元的融资。

而在“双减”之后，学前教育领域的监管逐

步收紧，对“擦边”学前学科培训治理也进一

步加强。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目前手机应

用商店中，火花思维、洪恩识字、小狸启蒙等

App的简介则为“学习软件”“启蒙工具”“启

蒙课程”等。

据一位接近火花思维的内部人士透露，火

花思维早在去年就开始进行合规化转型，目前

公司的产品业务已经不再向学前年龄段销售，

除了帮助已经购买课程的老客户履约外，公司

不再是学前教育App的定位。

学前还能做什么

“学前领域过去就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不能

学科化的领域。”多鲸资本合伙人葛文伟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质上来看，学前

教育领域的App不管是内容输出型还是学习平

台型，都有打擦边球之嫌，这次发布的文件实际

上就是把擦边球的门给堵上。”

学前领域培养儿童一方面是寓教于乐，另

一方面则是让儿童通过沉浸式的方式学习知

识。“在教育过程中，学前教育是孩子形成认知、

世界观的阶段，过早的学科化很难让孩子有正

确的成长认知。对学前教育App的整治，也是在

规范学龄前儿童的小学化倾向。0到6岁不是学

科问题，实际上是教育素养的问题。”葛文伟如

是说道。

实际上，当下对学前教育App的整改，一

方面是“双减”后对教育App的监管加强，另一

方面也是对学前及幼小衔接领域的政策有效

执行。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在接

受采访时谈到，教育部此前发布的幼小衔接文

件要求，6岁以前的孩子不能进行任何培训，此

次治理的App就在这一范围内，“学前领域不

管是提供教学资源还是授课，都不可行，学前

领域还可能有空间去做的就是亲子阅读。目前

多数App都是通过外部灌输的方式对孩子施加

影响，但孩子需要发挥内在天性”。

“若想在学前领域做一些事，机构可以设计

一些内发性的游戏或者活动，但这方面的设计

也需要机构对儿童的早期活动成长过程有更多

的了解。”储朝晖直言。

中关村教育投资管理合伙人于进勇则认

为，在政策之下，机构调整的空间和余地不大。

“对机构来说，长痛不如短痛，转换其他的赛道

和用户人群会更好。”

北京商报记者程铭劼赵博宇

时隔13年后，曾刷新全球影

史票房纪录的《阿凡达》推出续

集。5月9日晚间《阿凡达2》首支

中文预告正式发布，海报、剧照

等更多物料也陆续流出，迅速成

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并在5月10

日登上微博热搜榜。据微博平台

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0日14时

40分，话题“阿凡达2中字预告”

的累计阅读次数已实现超7000

万次，与此同时，话题“阿凡达2

海报”则更是实现破亿阅读量，

并登上文娱热搜榜。

尽管《阿凡达2》是否会在国

内上映还未可知，但不少观众已

展现出愈发高涨的热情与期待，

电影爱好者徐先生便是其中之

一。“此前看《阿凡达》时，还正在

上高中，现在还记得当时看到影

片3D画面时所感受到的冲击。现

在已经上班好几年了，看到《阿

凡达2》定档的消息便一直期待

着能在电影院看到影片。”徐先

生如是说道。

据灯塔专业版显示，截至北

京商报记者发稿，《阿凡达2》的

淘票票想看人数正不断上升，而

从想看用户画像上能够得知，男

性受众与女性受众的占比分别

为69.2%和30.8%，在受众年龄

上，20-24岁占比最高，达到

30%，紧随其后的则是25-29岁，

占比为24.3%，此外30-34岁、青

少年、40岁及以上的受众占比均

超过一成。

在影评人刘贺看来，最先关

注《阿凡达2》的受众是此前被

《阿凡达》所吸引的观众，且不只

是13年前影片首映时坐在电影

院的观众，也有后续重映或通过

视频平台等其他渠道观看影片

的观众，因此既能看见20岁左右

年轻观众对于《阿凡达2》的关

注，也能看到30岁左右的观众也

对影片持续关注。若《阿凡达2》

上映后能够获得预期效果，无疑

会给该系列影片再次奠定一个

更加坚实的基础，也给《阿凡达

3》打了一针强心剂。

据悉，《阿凡达2》与前作也

有诸多关联，除了故事背景延续

首部影片，设定在若干年后与族

人共同对抗邪恶势力，此前的主

演萨姆·沃辛顿、佐伊·索尔达娜

以及西格妮·韦弗都等也都回归

续集。此外，据媒体报道，在制作

技术上，卡梅隆选择与2012年

《霍比特人》一样，采用48帧技术

拍摄《阿凡达2》，从而让作品更

加完美和令人震撼。

“前作的成功使得《阿凡达

2》的人气与受期待程度不言而

喻。”刘贺认为，前作的市场积

累将会自然而然地延续至《阿

凡达2》上，为其后续的上映率

先打下一个基础，而目前不可

预知的风险便在于特殊时期下

对电影市场的影响，且近年来

多部影片的市场表现难免受到

影响，此时就需要影片提前制

定好宣传与上映方案，从而能

够更为稳妥地迎接可能会出现

的挑战与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郑蕊

锁定新定位

同程旅行面世两年之余，给旗下另一家

App艺龙赋予了新的定位。据悉，升级后的

艺龙旅行App将成为轻商务风格的旅行预

订平台。针对旗下艺龙旅行App升级，同程

旅行App项目部负责人张超介绍道：“新升

级艺龙App保持了界面的简洁，增加企业认

证、用户会员等级权益等。与此同时，公司希

望能够和相同目标用户群的产品进行异业

合作，提供更多交叉产品，共同服务好同一

群人。”

艺龙旅行App升级“三大策略”吸引了业

内人士的关注。据悉，新艺龙旅行App简化了

页面设计，去除了大量广告弹窗和促销活动；

优选三星及以上优质酒店、火车和飞机航班

资源；推出新会员体系并设立专属VIP客服。

此外，针对职场出行需求，新艺龙旅行App还

将“报销”功能入口升级，方便用户更加便捷

地完成差旅报销。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关闭弹窗广告有效

降低用户认知负荷，优质产品可以提高用户

预订效率，这些都符合当今快节奏商旅人士

的需求。

据了解，艺龙旅行App完成升级后，将

与同程旅行App差异运营，此前完成升级的

同程旅行App将主要服务于年轻客群，覆盖

全面预订场景和全品类旅行资源。而艺龙旅

行App则聚焦中高端用户的商务差旅、休闲

度假需求。

北京联合大学在线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杨

彦锋分析指出，艺龙是较早进入商旅市场的

旅游企业之一，这也使得同程旅行在商旅方

面拥有自己的优势。目前市面上还没有知名

度较高的、以打造商旅业务为主的旅游应用，

此时升级艺龙旅行App，与同程旅行形成错

位竞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融合or转型

或许是居安思危。下沉市场战略虽然让

同程旅行吃到了红利，但在疫情影响下，经营

者们也在思考下一步棋。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自2020年疫情

发生以来，同程艺龙（当时未更名，后更名“同

程旅行”）不断进行战略调整。2020年4月22

日，同程艺龙宣布启动品牌升级，并同步启用

了全新的LOGO和品牌口号，同程旅游App

及同程艺龙小程序也顺势更名为同程旅行。

此后，同程旅行还不断打出下沉市场战略，并

在年轻旅行市场加速布局。同时还接连推出

了“机票盲盒”等产品。

在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和升级的背后，同

程旅行收获了众多注册用户。截至2021年12

月31日，同程旅行居住在中国非一线城市注

册用户约占注册用户总数的86.7%。2021年，

同程旅行在微信平台上约61.7%的新付费用

户来自中国的三线或以下城市。

这也让同程旅行成为自疫情以来为数

不多依然保持盈利的旅游企业。据同程旅行

2021年财报，全年实现营收75.4亿元，同比

增长27.1%，经调净利润13亿元，经调净利

润率17.2%。

背靠腾讯拥有巨大流量的同程旅行显

然不满足于这一点，同时，持续受到疫情影

响，人们出游半径缩短，旅游市场也在被迫

寻找新方向，因此更有“钱”景的轻商旅便进

入眼帘。

业内人士表示，从过去一段市场看，同程

旅行下沉市场战略取得了不错进展，但商旅

市场有着更广阔空间，因此同程旅行一方面

为了区分旗下两个平台的定位，另一方面也

想要追求更大的利润。

如何分杯羹

纵观整个商旅市场，携程仍稳坐第一把

交椅。从携程发布的财报来看，2021年第四季

度及全年，携程商旅平台酒店预订量较2019

年同期增长近3位数。同时，携程也在扩大对

商旅板块的投入，携程商旅对于供应链投入

较2019年提升86%，产品技术投入提升86%。

从营收来看，2021年携程住宿预订收入81亿

元，商旅管理收入13亿元。

在携程商旅板块增长的同时，其他在线

平台也在试图“分羹”商旅市场，其中不容小

觑的是2017年进入酒店市场的美团。据美团

2021年财报，其国内酒店间夜量为4.77亿，同

比增长34.5%。此外，飞猪也在通过酒店板块

向商旅渗透。截至2021年3月，飞猪已经与万

豪国际集团、香格里拉集团、ClubMed、首旅

如家等酒店集团实现会员互通，并与希尔顿

酒店集团打通会员系统。

“飞猪合作的多数酒店都是商务酒店，直

连就意味着飞猪也在试图进一步布局商旅板

块。”业内人士分析道。

杨彦锋则提出，目前国内商旅市场较为

分散，集中度并不强。携程商旅板块虽增速

较快。但从整个国内商旅市场来看，还未做

到一家独大。因此许多企业都有在商旅板块

上开拓的空间。而疫情的不确定性，也让商

旅市场较之前有了新变化。杨彦锋表示：“目

前商旅人士出行复杂度正在增加，包括核酸

检测、定点酒店等。但也给在线旅企开拓新

的服务项目提供了机会，不过要做好也并不

容易。”

商旅市场“蛋糕”并不好分。“虽然同程旅

行利用下沉渠道的优势向轻商旅板块倾斜，

不过从目前的市场情况以及格局来看，这步

棋也并不容易。”业内人士分析道。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

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认为，在线旅企目前

面临难以吸引新客源的问题，吸引新客源的

成本较大，因此需要通过业务创新来开拓新

的市场，增加新的利润，以扩大其企业生态，

同时介入新的业态，若这种业态发展得好，也

可能成为企业新的收入来源。对于在线旅企

来说，这也是一种探索。

北京商报记者关子辰张怡然

时隔两年，同程旅行将目光瞄向了轻商旅市场。5月10日，同程旅行宣布对艺龙

旅行App进行全面升级，升级后的App成为轻商务风格的旅行预订平台。事实上，自疫

情之后，同程旅行一直在进行结构调整，并专注下沉市场，现在又将艺龙旅行App重

新定位，试图以轻商旅切入市场。而在疫情之下，商旅市场也受到了较大的限制，现在

正处于低迷期，各家旅企也在进行着相应的布局调整。有业内人士指出，当下旅游市

场内卷化正在升级，在线旅企预订端的“抢客”大战正在日渐白热化，而同程旅行此时

做出调整，也是为了在商旅市场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

■携程集团全年净营业收入200亿元

■住宿预订收入81亿元

■商旅管理收入13亿元

■ 住宿业务收入

24.1亿元，同比增

长23.8%

■美团到店、酒店及旅游业

务收入325.3亿元，同比增

长53.1%

美团

■国内酒店间夜量4.77亿，同比

增长34.5%

同程

携程

■ 同程旅行全年实

现营收75.4亿元，同

比增长27.1%

2021年部分OTA

及商旅数据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