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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期,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为教育企业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机遇。“数字化+”的深入应用提升了教育企业的工商管理效率和质量,促进了管理模

式的优化和管理策略的创新。然而,技术进步同样伴随着挑战,它可能颠覆企业现有的业务范围和盈利模

式,同时,若教育企业未能及时进行数字化转型,将面临被新兴数字化企业超越的风险。因此,本文旨在探

讨新时期教育企业如何通过工商管理策略的调整和创新,有效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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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rise of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digital opportunities for 

education enterprises. The in-depth application of "digital +"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business 

management of education enterprises, and promotes the optimization of management mode and the innovation 

of management strategy. Howeve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also accompanied by challenges, which may disrupt 

the existing business scope and profit model of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if education enterprises fail to 

timely mak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y will face the risk of being surpassed by emerging digital enterprises.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the education enterprises in the new era can effectively cope wi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adjustment and innovation of 

business manage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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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起,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数字经济”概念,

此后,教育企业纷纷响应政策导向,加速推进数字化进程。通过

引入智能化工具,优化教学资源,创新管理模式,实现了业务流

程的再造和运营效率的提升。在此过程中,工商管理策略的转变

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开始注重企业工商管理策略的实施,以数字

化驱动决策,同时,强化人才储备,提升员工的数字素养,确保在

变革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企业的变革、发展和创新开辟了新

的道路。 

1 新时期教育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概念 

新时期教育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在当前信息化、网络化、

智能化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教育企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

教育教学、管理服务、运营模式等进行深刻变革,以实现教育服

务的个性化、智能化和高效化。这一转型过程中,教育企业需关

注关键环节,如优化用户学习体验、强化数据分析能力、构建

云端教育资源库等,以此为基础,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工商管理

策略。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教育企业逐步认识到转型并非仅

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企业战略、组织结构、运营流程的全面革

新。在此过程中,企业需关注核心竞争力的塑造,以用户需求为

导向,通过数据分析精准定位市场,优化产品与服务。同时,建立

健全人才培养机制,提升员工数字素养,确保转型步伐的稳健与

成效。如此,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教育

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潮流。 

2 新时期教育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工商管理策略 

2.1客户服务层面工商管理策略 

2.1.1构建“双轨”渠道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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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拓展自有渠道。自有渠道是教育企业直接与客户接触

的窗口,包括网络、图书和分校渠道。通过以下方式拓展自有

渠道,可以加强与目标客户的联系：一是网络渠道。利用移动

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构建在线教育平台,提升用户体验；二是

图书渠道,推出电子图书及线上线下互动式阅读体验,三是分

校渠道,实现线下教学与数字化资源的无缝对接。通过“多对

一、多对多、一对多”的渠道通路模式,扩大信息辐射面和交

流紧密度。 

(2)发展合作伙伴渠道。合作伙伴渠道是教育企业通过与外

部资源合作,建立的间接渠道。重点在于与社交平台和高校的合

作,以扩大渠道通路。首先是社交平台,与微信、微博等社交平

台建立合作,利用其广大的用户基数为教育产品做推广；其次是

与高校合作,通过线上线下课程共建、资源共享等方式,拓宽企

业影响力。此外,通过大数据分析客户需求,实现精准服务,提升

客户满意度,从而在客户服务层面形成竞争优势。 

2.1.2优化客户关系管理 

(1)高效利用数字平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客户

关系管理对数字平台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为实现更为有效的

客户关系管理,教育企业可以创新其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在教育

行业中,客户关系管理可细分为外部客户管理和内部分校管理

两个主要领域。借助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企业能够实现对大量客

户信息的共享,进而实施实时的客户关系管理。此外,客户关系

管理系统的分析功能亦能辅助教育机构迅速响应不同客户在课

程模式、内容编排、费用结构等方面的需求,以持续挖掘客户价

值,并掌握客户的生命周期。 

(2)深化客户管理。教育企业可以通过收集并分析客户行为

数据,提供更加贴合个人需求的课程推荐和辅导方案。同时,加

强客户的参与度,定期举办线上线下活动,增进与客户的互动交

流,以提升客户忠诚度。建立健全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并解决客

户问题,不断优化服务质量,为教育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

的客户基础。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升客户满意度,还能有

效促进客户间的口碑传播,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同时,将客

户反馈作为产品优化和创新的重要依据,形成良性的循环机制,

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 

2.2产品价值层面工商管理策略 

2.2.1重塑与顾客需求相契合的价值定位 

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教育企业必须对其价值定位进行

重新审视和构建,以更精准地满足顾客需求。在此过程中,企业

需深入思考三个核心问题：我们能为顾客提供何种帮助？我

们如何满足顾客的需求？我们能向顾客传达何种价值？基于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教育公司确定了其价值定位,即为18

至45岁的知识型就业人员提供更高质量、更具针对性的职业

技能和能力教育,并构建一个满足他们需求的综合教育教学

服务体系。 

2.2.2构建数字化教学服务体系 

建立一套完善的教学服务体系,是教育企业实现数字化转

型的关键步骤。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企业能够记录学生从咨询

到考试结束的整个过程,实现教学的智能化和数字化。借助此平

台,教育企业能够智能分析每位学生的学习记录,并持续优化其

产品、服务及价值传播,以更好地适应教育需求。 

2.3经营管理层面工商管理策略 

2.3.1提升核心资源优势地位 

(1)加强教研团队的数字化管理。教研团队是教育企业的核

心有形资源之一,其管理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教学质量与

研发能力。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教育企业应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扩充与优化教研团队。教育企业应利用数字化工具,拓宽

招聘渠道,吸引并选拔更多优秀的教研人才。同时,通过数据分

析,精准定位市场热门领域,如专升本、医疗、社会工作者等,

以满足不同细分市场的需求。其次,提升教研人员的专业能力。

通过在线培训平台和数字化考核系统,定期对教研人员进行专

业知识与能力的考核,确保其对考试内容的深入理解和掌握。同

时,利用数字化手段,如在线磨课、赛课等,促进教研人员之间的

交流与学习,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 

(2)构建数字化培训基地。大型培训基地是教育企业的重要

有形资源,数字化转型要求教育企业对培训基地进行以下改进：

一是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集中管理。通过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

对学员的集中管理,提供吃住学一体化的服务,确保学员能够全

身心投入到学习中,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和通过率。二是推广数

字化教学模式。在培训基地内推广使用智能教学设备和在线

学习平台,实现教学内容的数字化,提高教学互动性和个性化

学习体验。 

(3)增强知识资源的独创性与数字化应用。知识资源是教

育企业的核心无形资源,其独创性对于企业的品牌建设和市

场竞争力至关重要。在数字化转型中,教育企业应利用大数据

分析,洞察行业趋势和学员需求,开发具有独创性的课程内容

和教学资源。同时,通过数字化版权保护技术,确保知识资源

的独特性和安全性。同时,建立在线知识库和学习社区,促进

知识资源的共享与传播,提升教育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

认可度。 

2.3.2利用平台打造关键业务 

教育企业可以通过构建“实时态势感知”平台,基于数字技

术,将业务平台、业务前台和学习前台紧密地连接起来,提供个

性化的教学资源和服务保障,简化管理流程,使教育企业能够将

工作重点转移到提升教学和研究质量上。该平台还能对学生学

习进行反馈,指导教学研究的方向,实现核心教研人员与学生之

间的直接交流。从而促进教学内容的持续优化,满足学生多元化

的学习需求。 

2.4财务管理层面工商管理策略 

2.4.1扩展APP订阅收费服务 

教育企业应充分利用其APP平台,将现有的免费资源转化为

付费服务。通过在线直播公开课、移动题库和商城功能等,教育

企业可以吸引用户并提供更深层次的学习体验。调查问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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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用户对资源收费的接受度较高,因此,引入包月或包年订

阅模式,提供如学习计划制定、考试推荐、日常学习反馈等增值

服务,将有助于增加收入。同时,打卡退费模式的引入,即用户通

过完成日常学习任务并打卡,可获得部分订阅费用的退还,将激

励用户持续使用APP并提高用户粘性。 

2.4.2增强非主营产品收入 

教育企业应重视非主营产品的收入潜力,与主营业务相辅

相成的周边产品,如教育周边、在线问答服务等。为此,企业可

通过跨界合作,引入知名品牌合作推出联名产品,或开发具有教

育特色的原创商品,以满足学员的多元化需求。通过不断拓展新

的收入渠道,教育企业能够实现更加均衡和可持续地增长。 

(1)构建部门独立核算体系。教育企业建立部门独立核算体

系能够显著降低管理成本,有助于各部门明确自身成本和收益,

优化资源分配,提升运营效率。具体而言,教育企业可依据主营

业务或地区划分部门,每个部门负责独立核算其办公场地费、职

工薪酬、运输费用等成本,从而将成本控制工作细化至部门层面,

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 

(2)运用数字化技术降低人力成本。教育企业可利用CRM管

理系统来优化客户关系管理,减少对大量员工的需求,同时保持

与客户高质量的服务关系。此外,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教师能

够同时向多个地区的学员授课,有效节约场地等成本,并通过优

化师资队伍,提高教研水平。这种技术的应用不仅减少了人力成

本,还能够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 

3 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企业在新时期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

工商管理策略的革新。具体而言,教育企业应通过构建以客户服

务、产品价值、经营管理、财务管理为核心的四大模块,实现转

型目标。首先,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双轨”渠道通路,有助

于拓宽市场覆盖范围并提升服务效率。其次,优化客户关系管理,

基于客户需求重塑价值主张,能够增强客户忠诚度和市场竞争

力。最后,强化核心资源优势地位,利用数字化平台打造关键业

务,不仅能够增加收入来源,还能通过控制成本结构,提高运营

效率。由此可见,教育企业通过上述工商管理策略的实施,有助

于推进其数字化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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