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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梦想”上市看教育培训机构扩张欲速不达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中国合伙人》讲述了成冬青、孟晓骏、王阳创办“新

梦想”英语学校的故事。从一文不名的大学毕业生到身

家过亿的教育企业家，从只能在肯德基上课的英语补习

班，发展成学员数十万的英语培训集团，3 个小人物改变

了自身命运，最终实现了“中国式梦想”。

北京实美影视学校校长于洋对《中国贸易报》记者

表示，30 多年来，中国式合伙人构成了中国民营企业发

展的一道特有风景线。就像《中国合伙人》里的“兄弟三

人行”一样，合伙创业也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普遍现象，比

如俞敏洪的“新东方三剑客”、冯仑的“万通六君子”、马

云的“阿里巴巴十八罗汉”等。

当然，合伙创业也要有一些前提，比如价值观和经

营观基本一致、资源和能力互补、能宽容对方的小错误、

必须有大股东或最后决策人。另外，就像成东青借用了

肯德基和旧厂房一样，创业初期也要学会成本控制，能

借不租，能租不买，这样才能完成早期的资本积累。

于洋认为，并不是你的点子好就一定能创业成功，

机遇和勤奋也很重要，但有一点更重要，就是你的创业

团队。在成功的前夜，或者在巨大的成功来临时，团队

是否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保持淡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

为每一个人都想获得最大的声望和利益，有些原本可以

成为伟大的公司，在刚刚踏上成功之路后，却由于利益

分歧而分崩离析。

影片中，孟晓骏从美国回来后，对“新梦想”进行了一

系列流程化和规范化改造，并且要求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

造，其后又极力要求将“新梦想”送到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于洋分析说，股份制改造可以为企业上市做铺垫，

使企业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引

进职业经理人。孟晓骏正是看到只有对公司进行股份

制改造，才能促进公司迅速发展，为以后实现上市打下

基础。同时，他也意识到，进行股份制改造可以使公司

不受他们三兄弟间感情的影响而稳健发展。作为留美

海归人士，孟晓骏的眼光颇具前瞻性。

股份制改造后，培训学校如火箭一般飞速发展，打

出了“新梦想”的招牌，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英语培训

机构。

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合伙人不可避免地开始转

向散伙人。 3 个好兄弟的第一次分歧在于是否上市，

第 二 次 分 歧 则 牵 涉 到 股 份 被 稀 释 的 问 题 。 由 于 孟 晓

骏偏于激进，而成东青趋于保守，两人之间不断发生激

烈碰撞。

对此，于洋分析说：“电影中，3 个好兄弟在婚宴后分

道扬镳，跟周围喜庆的环境格格不入。3 个人的位置呈

三角对峙状态，大吵一番后用降镜头和小景表现了唯一

成功者的孤独。”之后，孟晓骏和王阳先后离开了公司。

成东青不但有内忧，还面临外患。影片的高潮是：

“新梦想”遭遇了巨大的危机，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影片中称其为 EES）状告“新梦想”侵权并质疑其帮助中

国考生作弊，3 位合伙人因为侵犯版权而被起诉剽窃。

在危机时刻，王阳和孟晓骏回到了公司，3 个人一起赴

美。而美国人得理不饶人，且傲慢无比，他们与美国人

唇枪舌战，最终，成东青输了钱，却赢了行业立足点，换

来圆满结局。

在此次旅途中，3 个合伙人重归于好，不久，“新梦

想”在纽交所上市成功。

■ 本报记者 袁 远

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创业

故事为蓝本进行演绎的电影《中国合

伙人》上映后好评不断，很多观众更是

怀揣着对新东方创始人的崇拜之情而

走进电影院。然而，与电影的叫好也叫

座相比，现实中的新东方却是运营利润

大幅下滑，亏损裁员在所难免。

在新东方公布的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的 2013 财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尽管

营收同比增 30%至 1.659 亿美元，新东方

却出现 1577 万美元的净亏损，较上年同

期 331 万美元的净利润大幅下滑。同时，

作为新东方最赚钱的学校，新东方北京、上

海两地的校区营收增长只有 20%，而净利润

下降超过 50%。新东方最赚钱的留学业务，其

学员人数同比减少 7%。

上市“不归路”

不仅仅是新东方，回顾 2012 年中国教育培训

行业的发展脉络，在美上市的公司可谓风波不断，除

了资本市场遇冷外，行业竞争加剧对不少企业来说可

谓雪上加霜。

据 i 美股与搜狐教育联合推出的《2012 年中国教育行

业上市公司调查报告》显示，新东方、学而思、学大教育、安

博教育、弘成教育、正保远程教育、ATA、诺亚舟这 8 家上市

教育机构年营收合计约为 113 亿元人民币，这一数据与 21 世

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2）》

所披露的教育培训行业市场需求将达到 9600 亿元的预计结果

相差甚远。

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新梦想”上市后的故事并没有进一

步展开。现实中，在新东方上市后，俞敏洪曾在多个场合流露

出悔意。作为一家上市的教育机构，在保持业绩持续增长的同

时，还要保证教学质量，这让俞敏洪“压力很大，很疲惫”。为了

投资人的短期利益，新东方不得不走上以品牌支撑扩张、以扩

张支撑市盈率、以高市盈率强化品牌的道路。

而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曾这样告诉《中国贸易报》记

者：“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讲，教育这个行业投资回报周期比较

长，所以，我们需要引进金融资本，资本引进来就可以在很短的

时间内实现原本无法实现的目标。可以说，教育是我们的背

景，金融是我们的靠山，什么都离不开金融或者资本。”

不过，教育不是规格化的产品，属于用户体验度较高的特

殊长线商品，优秀师资是核心竞争力，而非营销扩张。尽管俞

敏洪深知教学质量的重要性，但在投资人的压力下，走上这条

道路必然是量与质无法两全。

成都新东方市场部负责人告诉《中国贸易报》记者，一味追

求投资高回报和教育自身的渐进规律是矛盾的。“如何满足投

资人的高要求，简单的方式就是快速扩张，但现在的培训市场

仅靠扩张并不能保证生源的正比例增长。”

非理性扩张

与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的“新梦想”不断刷新招生人数纪

录一样，新东方也曾在教育培训市场独领风骚数年。然而，

2013 年至今，新东方风波不断。在年初宣布未来将关闭 15 个至

25 个教学中心，4 个月内将裁员 1000 名至 1500 名员工后，新东

方的成都校区又被曝出管理层动荡、高层离职的消息。最近，

新东方季报亏损更是让业内哗然……

上述成都新东方市场部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其实新东方的

亏损问题和裁员早就开始了。“一年多来，被裁掉的多是非核心

岗位的员工，但也有一些关键岗位的人员主动离开。现在培训

市场竞争相当激烈，学校招生越来越难，在学校扩张教学网点

后，招生状况依然没有改善。运营成本越来越高，裁员是降低

成本的最直接方式。选择主动离开者更多的是看不到发展空

间，只能寻找更好的去处。”这位负责人说。

新东方的问题也反映了整个行业的问题。据记者调查，原

本火爆的北京教育培训市场目前正面临种种窘境。从事教育

培训行业多年的顾女士告诉记者，教育培训行业面临的问题

是，投资人可能更重视短期效益，并由此给教育培训机构施加

压力，导致教学质量难以提高。

记者以学生的身份致电北京中关村附近的一家英语培训

机构时发现，工作人员一开始就许诺能给接受培训者提供最专

业的教育服务，需要培训者一次性支付超过万元的培训费用，

但是对于培训的方式、方法和进度，学员则无权参与，只能“乖

乖”地做对老师言听计从的“老实”学生，更不用提对自己受到

的培训服务提出质疑、批评和改进的权利。

这种没有服务意识可言的培训模式难免导致大量生源流

失。一些在上述培训机构上过课的学生对记者表示：“教育质

量太差，我试听了几节课，最后还是要求退费了。”

安生教育中国首席代表张莉分析说，教育培训行业不同于

商业，其面对的对象是学生，其社会效益要高于其经济效益。

上市后的教育培训机构，其导向性将产生差异，投资人的期望

和资金链的需求将替代以服务学生为本位的核心思想，学生不

买账的现象在所难免。

编者按：以新东方创业故事为原型的《中国合伙人》，被视

为中国第一部商业财经题材的电影。可是，导演陈可辛说，他

不太懂商业的蜿蜒曲折，甚至不那么熟悉上市并购等商业术

语，他想让人们看到的，只是商业外衣包裹下失落的童真——

人因为成长、因为光阴、因为利益而层层剥落的童真。

但是，正是这样一部中国当代商业历程的“致青春”，却让

人们看到了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梦，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于商

业、对于机会、对于创业、对于合伙人制度的讨论与思考。

■ 本报记者 杨 颖 霍玉菡

“我需要等一个机会……”在电影《中国合伙人》

的前半段剧情中，关于上市，“新梦想”公司掌舵人成

冬青的这句话一直是一个悬念。恐怕没有人能想

到，他所等到的这个“机会”，恰恰在“新梦想”因使

用 没 有 经 美 国 教 育 考 试 服 务 中 心（剧中称其为

EES）授权的辅导材料而陷入版权纠纷时不期而

至。在与美方的对峙里，成冬青最后的逆袭恐怕

会让每一个看了电影的中国人热血沸腾。不再

针锋相对，“新梦想”用支付高额版权使用费的

方式敲开了在华尔街上市的大门。

这段剧情的特殊性就在，它抛弃了中国电

影惯用的说教方式，以一种化危为机、反败为

胜的巧妙周旋，让观众在大赞过瘾的同时，潜

移默化地接受一场精神上的洗礼。

在中国企业成长的道路上，每个公司都会

如“新梦想”一样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经

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种困难险境更是出

其不意，令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无力招

架。例如，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经贸合作时，

与外国公司或机构产生的知识产权纠纷明显

增多。尽管中国公司已经越来越重视知识产

权保护，但一些西方公司基于其所谓的法律素

养上的优越感，仍旧延续着“中国公司法律素

养低”的固化思维。

《中国合伙人》中也有这样一幕，托福考试教材的版

权拥有者言之凿凿地指责“新梦想”的抄袭行为，甚至抛

出了从有科举制度以来，中国人就爱作弊的挑衅言论。

在很多遭遇过跨国知识产权纠纷的中国企业家看来，电

影中的 EES 恰恰是现实中强势的外国竞争对手或者权利

人的代言人；EES 对“新梦想”的奚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现实中，一些西方公司仍难免把中国公司看成是廉价

产品的制造工厂，而且这些工厂善于模仿、酷爱抄袭。

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在世界舞台上亮相的中

国企业越多，涉及他们的跨国知识产权纠纷就会越多。

然而，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公司其实面临着和“新梦想”

一样的难题——很难通过正当渠道取得海外知识产权

权力人的认可，很难与海外公司平等对话，极易成为海

外公司及其贸易机构的排查对象。而当问题不断发酵

后，一些中小型公司又因为承受不了高额的赔偿费用或

害怕纠纷过程漫长、程序繁琐等原因而放弃了进一步争

取的机会。

在规则的制定者面前，中国公司再成功也终显渺

小，像孟晓骏一样力求成功及尊严而受尽冷落的公司创

始人也一度冒进求功名，最终却落得个折戟沉沙。

那么，这个恶性循环要怎样打破？一如影片中的那

句台词一样，“我们只有在失败中寻找胜利，在绝望中寻

求希望”。

当成冬青流畅地背出晦涩难懂的法条后，与之对话

的 EES 人士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事实胜于雄辩，他们

看到了中国公司的法律素养，更看到了中国公司的野心

与诚意——愿意在法律框架内做事，希望与世界各国的

企业联通贸易，积极参与到全球产业链当中。成冬青的

逆袭，是对固守成见的人一记绝好的回击。

“现在你们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向华尔街展示我们

的勇气和诚意的机会。我们赔得越多，未来的市场价值

就越高。”当成冬青娓娓道出他将支付高额版权费的原

因时，电影剧情也随之进入最高潮——在这场虽败犹荣

的谈判中，成冬青为“新梦想”找到了合适的上市机会，

他的战略眼光帮助公司在版权纠纷危机中找到了转机，

这样的破局方式不落窠臼，让人拍手称快。

输就输得起。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被卷入

国际知识产权纠纷中，这虽算不上什么好事，但万一成

了竞争对手的靶子，何不学成冬青“幽默”一把？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国际竞争力正在不断增

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也在不断提高。目前，很多中

国公司已经更加重视公司治理和法律策略，不少大中型

公司还设置了法务部门。不过，在国际知识产权纠纷

中，中国企业的获胜比例还不算很高。对于那些在国际

贸易中摸爬滚打，想在全球经济链条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的中国企业来说，还不能满足于现状，要在困难中磨练

意志，积累智慧，不断向好的结果努力。

“掉进水里不会淹死，待在水里才会，所以我们只能

一直向前游”。《中国合伙人》中的这句台词对于时代浪

潮中的年轻人适用，对企业亦是如此。中国公司已行走

在前进的路上，犯错在所难免。当意识到失败只是弯路

时，我们便已经走在了通往成功的路上。

由版权诉讼看中企国际化险象环生

由合伙创业看股份制改造跌宕起伏

电影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国合伙人》》延伸出的商业思考延伸出的商业思考————

◎影片档案◎影片档案

导演导演：：陈可辛陈可辛

主演主演：：黄晓明黄晓明、、邓超邓超、、佟大为佟大为

上映日期上映日期：：20132013年年55月月1818日日

发行发行：：北京光线影业北京光线影业

梗概梗概：：影片讲述了上世纪影片讲述了上世纪 8080 年代一年代一

直到直到 2121 世纪世纪，，在在 3030 年大变革的背年大变革的背

景下景下，“，“土鳖土鳖””黄晓明黄晓明、“、“海龟海龟””邓超邓超

和和““愤青愤青””佟大为为了改变自身命佟大为为了改变自身命

运运，，创办英语培训学校创办英语培训学校，，最终实最终实

现现““中国式梦想中国式梦想””的的““屌屌丝逆袭丝逆袭””

的故事……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