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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作为教育信息化野十三五冶规划的收官之年袁也是野十四五冶规划的谋划之年袁并有新冠疫情等黑天

鹅事件发生袁我国智能教育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遥文章首先基于 PEST分析法袁从政策尧经济尧社会尧技术四个维度分

析了智能教育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内生动力曰其次以教育部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备案的 1899家企业为样本袁从

产业链尧区域分布尧注册资本与营收尧业务布局等方面对智能教育产业格局进行分析梳理曰进而综合学术界与产业界研

究袁结合我国首批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实践袁对区域智能教育应用热点进行了案例分析曰最后从产业环境尧技术应用尧市

场核心竞争力尧市场主流模式尧产业生态等五个方面对智能教育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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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2020年袁 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分水岭意义的

一年遥 我国 叶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渊2011要2020

年冤曳和教育信息化野十三五冶规划进入收官之年袁同时

启动教育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划渊2021要2035年冤和

野十四五冶规划编制工作遥自 2017年国务院出台的叶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曳强调发展智能教育袁2018年

教育部发布的叶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曳提出人工

智能等技术将深刻改变教育形态袁2019年叶政府工作

报告曳又进一步要求拓展野智能+冶袁为制造业转型升级

赋能袁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产业数字化尧智能化升级

加快发展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使全世界措手不及袁

百年未有之大危机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袁这也对智能教育市场产

生巨大的冲击袁整个智能教育产业生态迎来巨大的变

革遥例如袁智能教育产业链条初步形成袁日益激烈的市

场竞争推动产业集聚现象与企业头部效应愈加显著袁

关键技术的突破及其与教育场景融合的不断深入袁推

动在线教育尧人工智能教育尧个性化教育等加速发展袁

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建设初显成效等遥 在此背景下袁本

研究对 2020年我国智能教育产业的发展环境尧 市场

格局现状尧区域智能教育应用热点及典型实践案例等

进行系统分析袁对未来智能教育产业的发展进行预测

性研究袁以期为推动我国智能教育产业可持续发展提

供有益借鉴遥

二尧智能教育产业环境 PEST分析

本文采用 PEST分析法袁 从政策环境渊Political冤尧

经济环境渊Economic冤尧社会环境渊Social冤尧技术环境

渊Technological冤 四个维度系统分析 2020年我国智能

教育产业的发展环境遥总体来说袁搭乘野互联网+教育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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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智能+教育冶野教育新基建冶等东风袁2020年我国智能

教育产业经费投入持续增加尧 相关行业快速发展尧技

术研发不断突破尧产业发展环境整体向好遥 具体如图

1所示遥

图 1 智能教育产业 PEST分析

渊一冤政策环境渊Political冤

1. 智能教育相关政策相继出台尧深入推动

2020年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和教育部等相继发布

了一系列智能教育相关支持政策袁从推进智能技术在

教育中的创新应用尧 强化智能教育资源建设与共享尧

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等方面对智能教育产业的发

展作出了部署遥如叶教育部 2020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

安全工作要点曳提出袁推动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袁推

进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工作遥 叶政府工作报告曳提

出袁野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冶袁叶关于组织实施 2020

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渊宽带网络和 5G领域冤的通

知曳明确提出袁开展 5G+智慧教育应用示范工程袁深化

5G尧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协同

创新遥 叶关于加强野三个课堂冶应用的指导意见曳提出袁

要综合利用人工智能尧云计算尧大数据尧虚拟现实等技

术袁不断增强野三个课堂冶的智能化尧共享性尧互动性遥

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曳提出袁创新评价

工具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尧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改进教育教学评价遥

2. 教育财政和税收政策继续利好尧有效保障

我国财政尧税收政策继续利好袁为智能教育产业

的发展提供了财税政策保障遥 野十三五冶期间袁党中

央尧国务院提出野一个不低于尧两个只增不减冶要求袁即

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例一般不低于 4%袁 确保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

逐年只增不减袁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

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遥 叶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

规划渊2011要2020年冤渊征求意见稿冤曳中提出袁各级政

府在教育经费中按不低于 8%的比例列支教育信息化

经费遥 2020年为支持疫情防控尧扩大内需和鼓励科技

创新袁财政部尧税务总局尧发展改革委等部门陆续出台

了多项减税降费政策遥

渊二冤经济环境渊Economic冤

1. 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环境稳定向好

2020年袁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已经

实现且完成情况好于预期袁为智能教育产业的发展创

设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遥 据核算袁全年国内生产总

值达到了 101.6万亿元人民币袁 历史上首次突破 100

万亿袁同比增长 2.3%袁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

经济正增长[1]遥同时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大

于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袁 我国居民消费能力增强遥

据统计袁2020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5%袁其

中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3%曰 全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2189 元袁 比上年名义增长

4.7%袁扣除价格因素袁实际增长 2.1%[2]遥

2. 教育尧教育信息化投入持续增长

我国对教育的投入持续增加袁教育信息化经费投

入也同步增长遥 据财政部统计数据袁2020年袁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245588亿元袁 其中教育支出 36337

亿元袁占比 14.8%袁同比增长 4.4%袁在公共预算支出主

要类型中排名第一[3]遥同时袁中央加大了对地方教育领

域转移支付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增长 8.3%尧支持

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增长 11.8%尧学生资助补助经费增

长 9.6%尧 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增长

9.2%[4]遥 另据统计袁2020年的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约

为 3863亿元袁同比增长 14%[5]遥

渊三冤社会环境渊Social冤

1.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有序推进

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的复杂形势袁我国

教育系统迎难而上袁各级各类教育有序推进尧稳步发

展遥 学前教育发展较快袁2020年全国幼儿园同比增长

3.73%尧在园幼儿同比增长 2.21%尧幼儿园专任教师同

比增长 5.44%袁均高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各项指标的

整体增长率曰义务教育继续巩固袁全国九年义务教育

巩固率达 95.2%曰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稳步推进袁全国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1.2%曰 高等教育规模稳定发

展尧 结构进一步优化袁 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54.4%袁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曰特殊教育提升计

划基本实现袁 全国特殊教育学校同比增长 2.37%尧在

校生同比增长 10.85%尧 专任教师同比增长 6.09%袁在

校生与专任教师数量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增速最

快[6-7]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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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教育相关行业快速发展

2020年袁在线教育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尧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等与智能教育相关的行业发展迅速遥

首先袁 相关行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均实现了正增

长袁且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整

体增长速度遥 据统计袁2020年袁信息传输尧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18.7%袁增速排名所有行

业第三位曰教育行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12.3%袁增速排

名所有行业第五位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比上

年增长 3.4%袁增速排名所有行业第八位[8]遥 其次袁以新

技术为引领的现代服务业领域增势较好遥 据统计袁

2020年袁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尧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

突破了 20万家[9]遥 同时袁在线教育行业获得良好发展

机会袁吸引众多机构及资本进入遥 据统计袁2020年袁我

国在线教育企业新增 8.2万家袁新增占比在整个教育

行业中达 17.3%曰 在线教育行业共披露融资事件 89

起袁融资金额共计约 388亿元袁同比增长 256.8%[10]遥

渊四冤技术环境渊Technological冤

1. 智能教育关键技术发展不断进步

随着教育领域野新基建冶的兴起袁人工智能尧大数

据尧5G尧区块链尧VR/AR尧云计算等智能教育领域关键

技术不断取得突破袁 有效促进了智能教育产业的发

展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专栏袁以人工智能尧大

数据尧5G尧区块链尧VR/AR尧云计算尧智能教育等关键词

检索袁2020年袁 新增的专利数量分别为 8664尧11095尧

15718尧10922尧11382尧2883尧86个遥 同时袁据 Gartner发

布的 叶2020年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曳叶2020年人工智

能技术成熟度曲线曳叶2020年中国 ICT技术成熟度曲

线曳等技术报告统计袁与 2019年相比袁2020年的三大

技术成熟度曲线中扩大了对人工智能潜力预测的覆

盖面袁增加了复合型 AI尧可生成型 AI尧负责任的 AI尧

嵌入式 AI和 AI增强设计等多个类别遥对三大技术成

熟度曲线中与教育直接相关或可能对教育领域产生

重要影响的 28项智能技术达成熟期所需年限情况进

行进一步提炼与统计袁结果如图 2所示遥

图 2 智能教育相关技术到达成熟期所需年限情况

2. 智能技术应用逐渐深入教育场景核心环节

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提出野以信息化引领

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全新教育生态冶遥 智能技术与

教育的融合逐渐深入袁正在由外围的管理场景深入到

教与学的核心教学环节袁 逐渐对教育全场景赋能袁创

造更加个性化尧智能化尧泛在化的教育环境遥 从 2020

年的发展现状来看袁目前智能技术与教育场景的融合

应用催生了智慧校园尧家校互动尧智能监考尧智能阅

卷尧智慧课堂尧个性化推送等一系列的智能教育相关

产品形态遥 总体上分为三类教育应用场景院一是教育

图 3 智能技术与教育场景的融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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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场景袁包括智能教学尧智能学习等教学应用曰二是

次核心教育场景袁包括智能考试尧智能评测等考试与

评价应用曰三是外围教育场景袁包括智能管理等管理

应用遥 具体情况如图 3所示遥

三尧智能教育市场格局分析

随着外部发展环境的利好袁2020 年众多机构及

资本进入智能教育领域袁推动智能教育产业的市场规

模增长迅速遥 同时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智能

教育市场的洗牌袁引发线下教培企业及一些其他领域

的机构入局尧互联网巨头加码投入袁推动智能教育产

业链条初步形成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遥 本文选取截至

2020年 12 月底在教育部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备案管理平台上备案的 1899家企业作为总样本袁从

中剔除 76个或已注销袁或信息不全袁或与智能教育不

相关的无效样本后袁 选取出 1823家与智能教育相关

的企业作为有效样本袁从产业链情况尧区域分布情况尧

注册资本与营收情况尧业务布局情况四个方面进行详

细分析袁2020 年智能教育产业的市场格局呈现以下

特点遥

渊一冤智能教育产业链条初步形成

从产业链来看袁2020 年中国智能教育产业链条

初步形成袁 整个产业链包括上游的智能教育供应商袁

中游的智能教育服务商袁 以及下游的智能教育消费

者遥上游为中游提供软硬件设施服务尧网络服务尧智能

技术服务以及内容服务袁 中游为下游提供智能教学尧

智能学习尧智能考试与评价尧智能管理尧综合解决方案

等智能教育服务袁 下游主体包括 G端尧B端和 C端在

内的智能教育消费者遥 具体如图 4所示遥

渊二冤智能教育产业集聚现象明显

智能教育相关企业区域分布呈现出梯队化尧集聚

化特点遥传统一线城市在资本尧人力尧供应链上具备富

集优势袁因此企业数量大大超过周边省份袁沿海省份

的企业数量相较于内地省份也明显更多遥样本企业注

册地信息统计显示袁北京尧广东尧上海占据了第一梯

队袁企业数量远超其他地区袁占总量的 57.48%曰浙江尧

江苏尧山东尧福建等沿海省份均处于第二梯队袁第三梯

队中的河南尧湖南尧重庆尧陕西尧安徽尧河北均为内陆省

份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及头部城市的虹吸效应

导致企业区域分布数量差距进一步拉大袁如北京地区

的智能教育相关企业占据了华北地区教育市场份额

的大部分袁导致周边省份的企业数量更为稀少遥 而在

同一个省内袁 智能教育企业大多集中于省会城市袁省

内的头部集聚现象在内陆省份体现得更加明显遥如安

徽省申请备案的 26家公司全部位于合肥市遥

渊三冤智能教育相关企业头部效应显著

在 2020 年我国智能教育市场的企业竞争格局

中袁头部效应显著遥一方面 2020年智能教育相关企业

的注册资本呈现野金字塔式冶分布袁大型企业处于顶部

且数量较少袁中小微企业构成了智能教育产业的主力

军曰另一方面位于顶部的少量大型企业的营收额占整

体份额的绝大部分遥 据样本企业营业额统计数据显

示袁在有效样本的 83家上市企业中袁排名前三的新东

方尧 好未来尧 科大讯飞 2020 年的营收总额合计

1472.62亿元袁 占营收排名前十企业营收总额的比重

高达 79.65%遥

渊四冤智能教育业务布局逐渐清晰

2020 年我国智能教育产业的业务布局逐渐清

晰遥 从产品类型布局来看袁辅导培训尧管理服务尧自主

学习是 2020年智能教育市场业务布局的主要风口袁

课程资源更加受到市场青睐袁提供智能教育综合解决

方案的综合类服务企业开始发力遥从教育类型与学段

图 4 智能教育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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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名称 建设目标 主要建设内容 核心技术

北京市

东城区

构建区域泛在

智慧化学习环境

数据大脑尧教与学变革尧教育资源尧创新人才培养尧教育管理

与服务尧评价与测评尧基础环境尧未来学习空间尧未来学校

人工智能尧5G尧大数据尧云计算尧物联网尧

区块链等

山西省

运城市

全面重构

教育体系

智慧教育云平台尧信息素养尧新型教学模式尧教育教学评

价尧教学支持环境尧教育资源尧教育治理尧协同发展机制
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尧云计算尧移动互联网等

上海市

闵行区

建设整体智慧

教育系统

教育云平台尧AI助教和 AI学伴尧个性化学习尧课堂教学尧

教育治理尧数字校园尧信息素养

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尧学习分析尧知识图谱尧

视频分析尧物联感知等

湖北省

武汉市

数据驱动智能化

教育决策

教育环境尧信息素养尧课堂教学变革尧教育资源尧教育评

价尧教育治理

云计算尧大数据尧物联网尧人工智能尧5G尧

VR尧智能化测评等

湖南省

长沙市

构筑教育发展

新生态

教育环境尧教学资源尧新型教学模式尧网络学习空间尧教育

评价尧智慧校园尧教育治理尧信息素养

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尧5G尧互联网尧云计算尧区

块链尧智能感知尧VR尧远程通讯尧物联网等

广东省

广州市

建设七项

重点工程

教育大数据平台尧智慧阅读尧教育资源尧信息素养尧信息化

队伍尧智慧评价尧协同机制创新

人工智能渊语音识别袁图像识别冤尧大数据

渊伴随式采集冤等

四川省

成都市

武侯区

野六位一体冶推进

智慧教育

武侯智慧教育大脑尧教育环境尧教育治理尧教育资源尧变革

教学模式尧教育评价

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尧云计算尧5G尧区块链尧

MR等

河北省

雄安新区

建设智慧教育

管理服务平台

基础设施尧教育管理尧教育资源尧教师发展尧职业教育尧教

育公共服务尧京津冀协同发展
5G尧大数据尧云计算尧人工智能尧区块链等

江苏省

苏州市

打造智慧教育

城市

苏州智慧教育总入口尧数字资源尧新型学习模式尧大数据

综合评价尧信息素养尧教育治理
人工智能尧5G尧物联网尧大数据尧VR尧AR等

山东省

青岛市

营造智慧教育

新生态

青岛教育 e平台尧国际中心港尧基础设施环境尧数字化资

源尧信息化队伍尧信息化管理尧人才培养尧信息素养尧人工

智能试点学校

大数据尧人工智能尧物联网尧云计算尧移动

互联网等

布局来看袁K12教育仍是智能教育相关企业业务布局

的主要赛道遥 从用户对象布局来看袁企业关注的用户

视角正逐步从野以教师为中心冶转向野以学生为中心冶遥

以学生为纽带袁野教师+学生冶 构成了课堂教学环境下

的用户生态曰野学生+家长冶 构成了家庭教育环境下的

用户生态曰野学校+教师+学生冶构成了学校管理环境下

的用户生态曰野教师+学生+家长冶构成了家校一体化环

境下的用户生态遥 从细分场景布局来看袁2020年智能

教育相关企业的业务布局开始渗透野教+学冶的核心教

学场景遥此外袁企业根据自身体量和市场战略袁其对各

场景的布局现状呈现出了 2种趋势院规模较大尧发展

成熟的企业力图建设贯穿野教+学+考+评+管冶全场景

的产品矩阵及服务体系曰规模较小尧新兴的小微企业

往往选择单个场景进行产品设计并切入垂直市场领

域遥

四尧区域智能教育应用热点分析

要要要以首批智慧教育示范区为例淤

随着野教育新基建冶政策的发布和野停课不停学冶

活动的开展袁 我国智能教育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袁与

教育教学的融合不断深化袁如野在线教育冶野个性化教

育 渊因材施教冤冶野素质教育冶野教育评价冶野智慧校园冶

野智慧课堂冶等成为 2020年的应用热点遥 智慧教育示

范区是我国区域智能教育应用的集中实践袁本文以我

国首批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为例袁深入分析我国智能

教育产业的应用热点与发展轨迹遥

渊一冤首批示范区创建工作启动并全面推进

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提出实施智慧教育

创新发展行动遥 2019年 5月袁教育部经过申报尧遴选

确定并公布了首批 8个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创建区域

和 2个培育区域渊以下统一简称野示范区冶冤遥这些区域

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了具体的发展规划尧

行动计划尧实施方案等袁推动智慧教育创新发展遥经过

一年多的创建袁首批示范区建设以人工智能尧大数据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内生变量袁 采用政府与企业尧高

校尧科研机构合作的方式袁合理布局区域教育资源袁通

过构建智慧学习环境尧创新教学模式尧建立现代教育

制度等实践探索袁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示范区建设

淤相关材料与数据根据首批智慧教育示范区与培育区的相关发展规划/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及官方公开报道资料梳理总结遥

表 1 首批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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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遥 各示范区的建设目标尧主要建设内容以及所运

用的核心技术见表 1遥

渊二冤普遍重视区域智慧教育顶层框架设计

总体来说袁各示范区的建设框架可概括为野1+1+

N垣N垣N冶袁即野智慧教育示范区越1个智慧教育公共服

务平台垣1个智慧大数据中心垣N个智慧基础设施垣N

个智慧应用系统垣N个智慧学习资源冶[11]遥 但不同示范

区的具体建设框架又有所不同遥 例如袁北京东城区提

出要打造区域野1+7+N冶智慧教育服务体系袁即建立 1

个野数据大脑冶袁建成 7项示范工程袁打造 N所未来学

校曰上海市闵行区制定 野1+2+5+8冶行动方案袁即构建

野一个平台冶袁研发野两种助手冶袁为五类人群提供野五类

服务冶袁最终实现野八大场景的应用冶曰广东省广州市提

出建设野313冶智慧教育重点工程袁即以野智慧阅读冶野教

育集群冶野AI+创新工程冶3项改革推进人才培养模式

变革袁以 1个野教育大数据平台冶支撑教育综合治理现

代化袁以野智慧培训冶野智慧评价冶野机制创新冶3项措施

保障智慧教育可持续发展遥

渊三冤建设目标与重点内容凸显区域特色

各示范区的创建发展与当地政治尧经济尧文化息

息相关袁 建设目标与主要建设内容既有相通之处袁又

各有特色遥 从建设目标看袁东城区侧重泛在智慧环境

构建袁闵行区尧运城市与武侯区侧重智慧教育征途体

系建设袁 长沙市与青岛市侧重智慧教育生态构筑袁武

汉市与雄安新区侧重智慧教育管理与决策平台建设袁

苏州市侧重打造智慧教育城市遥 从主要建设内容看袁

各示范区的主要建设内容不同程度地集中在教育环

境尧教育模式尧教育资源尧教育评价尧教育治理尧教育服

务尧信息素养七个方面[12]遥 此外袁东城区和长沙市关注

对野未来学校冶发展模式的探索袁运城市关注野三个课

堂冶建设袁广州市关注智慧阅读与人工智能课程改革袁

雄安新区关注职业教育以及智能化科技中心和场馆

教育袁苏州关注打造野苏州智慧教育总入口冶袁青岛关

注建设野青岛教育 e 平台冶与野教育信息化国际中心

港冶遥

渊四冤加强人工智能尧大数据核心技术应用

各示范区建设过程中袁普遍用到的核心技术有人

工智能尧大数据尧云计算尧物联网尧5G尧区块链等技术袁

部分示范区结合具体建设任务用到了 VR尧AR尧MR尧

移动互联网等技术遥 例如广州市为开展智慧阅读工

程袁 除了采用大数据技术记录和分析学生阅读行为袁

还采用了分级测评技术来判断阅读能力袁从而使用个

性化推送技术来精准推送阅读内容曰苏州市在科学公

开课中利用 AR技术在沙盘上塑造地理地貌袁渲染出

五彩斑斓尧层峦叠嶂的逼真效果袁学生佩戴 VR眼镜

即可置身于自己打造的虚拟世界中袁探索大自然的奥

妙曰武侯区大力建设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袁利用

基地科普展示集控式机器人尧交互式机器人尧智慧交

通系统尧混合现实技术渊MR冤等曰运城市积极运用移动

互联网技术推进野三个课堂冶在广大中小学校的常态

化按需应用遥

渊五冤各示范区建设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随着示范区创建工作的深入推进袁各示范区均取

得了一定的建设成效遥 例如北京市东城区已形成野一

生一档冶野一师一档冶野一校一档冶 三类教育档案数据袁

主数据近 700万条袁接入系统 18个曰推进 22所中小

学开展翻转课堂尧微课程教学探索袁成立 10余所中小

学校组成的语文双课堂教学实践共同体袁 开展 10余

项精准教学诊断分析教学支持服务袁引进国家级优质

资源尧社会教育资源 690余万件袁积累精品常态同步

课程 3000余节曰与北京理工大学联合共建 14个野创

新人才培养基地冶袁达成高校战略合作曰稳步推进青少

年教育野1+N+8+X冶学院制建设袁设立 1个青少年教育

学院总院尧8个专业学院尧46个课程基地袁积累学院课

程近 500门袁覆盖率达到 100%遥

五尧智能教育产业发展展望

2020年袁我国智能教育产业主动迎接挑战袁把握

机遇尧快速发展袁产业生态初步形成遥随着智能技术的

不断成熟袁政府尧企业和研究者对于智能教育领域的

不断探索袁未来产业发展环境将进一步规范袁应用场

景将进一步深入袁产品研发将进一步升级袁产品服务

将进一步跃进袁产业生态将走向协同创新遥

渊一冤政策与市场机制逐渐成熟袁引领保障未来产

业发展

随着政策出台尧技术进步尧资本整合等行业推动

力的增强袁 我国智能教育发展环境将逐渐走向成熟袁

同时袁 智能教育产业的市场监管力度将进一步强化袁

政府尧学校尧社会力量的三方共治机制将逐渐完善袁引

领尧保障智能教育产业规范化发展遥 2020年袁在支持

政策连续出台尧 财政性教育信息化经费继续增加尧市

场规模与融资规模大幅增长尧 产业链条初步形成尧示

范区建设全面推进等种种利好条件下袁我国智能教育

发展环境将逐渐走向成熟遥 但同时应当看到袁新兴产

业的发展不能缺乏监管袁尤其是学前教育和 K12教育

领域袁由于涉及未成年人袁监管力度将进一步增强袁比

如叶教育部 2020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曳

等相关文件出台袁对整个产业的教学内容尧平台管理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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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及数据安全尧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等方面明确了

规范要求遥

渊二冤技术与场景结合渐趋深入袁呈现个性化尧智

能化特征

未来袁技术将贯穿教尧学尧考尧评尧管等教育全场

景袁并将逐渐切入教育领域 [13]袁从外围辅助者逐渐转

变为内嵌催化剂袁个性化尧智能化的教育将成为趋势遥

目前袁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尧5G尧区块链尧VR/AR/MR尧云

计算尧物联网等智能技术不断发展进步袁与教育场景

的结合渐趋深入遥如基于教育大数据平台的学情分析

和精准教学曰基于人工智能的 AI助教尧AI学伴曰基于

物联平台的校园管理系统等袁为大规模个性化的教育

教学提供了支持条件[14]袁驱动着教育结构性的变革创

新袁开辟着未来教育发展的新境界遥同时袁教育的个性

化和智能化将成为用户的主要需求袁能否根据学生特

点定制最合适的学习路径规划尧 个性化推荐教学资

源尧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学习潜力尧助力师生减负增

效袁将是消费者在选择智能教育产品时一个越来越重

要的衡量标准遥

渊三冤内容与服务强化核心竞争袁产品将持续优化

升级

能否全方位满足用户需求袁提供更优质尧更全面

的内容与服务将成为企业和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袁从而

推动智能教育产品持续优化升级遥在野停课不停学冶期

间袁大规模的在线学习需求使得线上教学普及率大幅

上升袁学校尧教师尧学生和家长对于智能教育的认知和

应用进一步加深遥 但同时袁也暴露出了智能教育市场

的一些短板与不足遥 以 K12在线教育领域为例袁目前

上课互动性不足尧教学效果不理想尧操作不够简单等

是 K12教师最关注的问题曰电子设备损害视力尧教师

对学生的监督不到位等是 K12家长最在意的问题曰容

易造成视力损害尧作业负担重尧个性化不足等是 K12

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遥后疫情时代袁用户必将对网络尧

软硬件尧内容和服务等方面都提出更高的要求袁优质

的教育内容与服务将是决定智能教育相关企业能否

完成新增用户的留存与转化的关键因素遥

渊四冤线上与线下教育融合加速袁OMO将成市场

主流模式

线下教育和线上教育的融合将进一步加速袁将智

能技术手段用于增加师生互动尧增强授课效果袁通过

数据打通促进线上线下教育深度融合的 OMO模式将

成为我国智能教育产业的主流模式[15]遥 2020年线下教

育市场受到极大冲击袁同时线上教育大规模实践中也

暴露出大量的问题遥 无论从线下企业规模化发展困

难袁线上企业获客成本高尧课堂体验有待加强等内部

原因袁还是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尧5G等智能技术的逐渐

成熟与商用以及政府对于构建线上线下教育常态化

融合发展机制的鼓励等外部原因袁线下教育企业和线

上教育企业都具备了充分的理由以及必要的条件进

行 OMO转型袁OMO模式作为一种解决方案逐渐成为

业界新常态遥

渊五冤内部与外部融通发展加快袁产业生态走向集

成创新

伴随着市场范围的进一步拓展和产业生态链的形

成袁我国智能教育市场的竞争格局将被重塑袁新的市场

格局将带动智能教育产业链的价值环节重新分配袁产

业的上尧中尧下游向内集成尧向外贯通的趋势显著袁产业

生态将走向集成创新遥 2020年受疫情因素影响袁智能

教育产业整体渗透率大幅提升袁用户量激增遥庞大的用

户需求以及广阔的市场空间袁吸引运营商尧线下教培企

业等其他领域玩家纷纷入局袁互联网巨头加大投入袁加

速了行业洗牌与市场竞争的升级袁头部效应进一步加

剧遥 同时市场下沉式发展趋势明显袁区域向三四线城

市下沉袁学段向小学及学龄前下沉遥 掌握上游优质供

给和终端获客能力尧 能够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尧延

长产业链集成发展的企业将占据核心价值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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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 Education: Industry Status, Hot 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要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mart Education Industry in 2020

LIU Bangqi, ZHANG Jinxia, HU Jian, ZHU Guangmao, XU Jiahui, XU Xingwei

(iFLYTEK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stitute, Hefei Anhui 230088)

[Abstract] The year 2020 is the closing year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for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the planning year of the 14th Five-year. With the occurrence of black swan events such as the novel

coronavirus epidemic,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lligent education industry. Based on the PEST analysis,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endogenous power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industry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policy, economy, society and technology.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pattern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industry in terms of industry chain, regional distribution, registered capital and revenue, and

business layout, etc. by taking 1899 enterprises registered in the educational mobile Internet application

program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s samples. Based on the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establishing the first intelligent educ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in China, this paper

conducts a case study on the hotspots of regional smart education applications.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industry is projected from five aspects, including industrial environment,

technology application, market core competitiveness, market mainstream mode and industrial ecology.

[Keywords] Intelligence+; Intelligent Education Industry; Intelligent Educ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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