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向东 着力打造一站式终生教育服务平台
陈向东

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执行总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毕
业，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校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兼职导
师、客座教授。1999年12月加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先后担任教师、总裁助
理、学校校长、副总裁兼人力资源总监、高级副总裁等职，2010年11月起任执
行总裁，负责集团日常管理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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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判
断是：第一，在中小学生阶段，面授培训的需求
依旧旺盛。第二，有巨大考试任务压力的，有时
效性的考试通关类的培训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呈现。第三，职业类的、证书挂钩的考试
培训，线上资源会越来越丰富。

新京报：你认为过去十年
来，在培训行业哪个事件或
节点对行业的影响最大？为
什么？

陈向东：第一节点是 2003
年的“非典”,课堂培训受到很
大的冲击,线上培训成为用户
关注的重点。同时，因为无法
正常开课，学生出现退款，让
培训机构普遍意识到预收款
的管理非常重要。

第二节点是 2006 年新东
方上市。新东方作为第一家
民营教育企业在美国纽约证
券交易所上市。这对新东方
集团在治理结构的完善、品
牌、美誉度方面都有很大的提
升。而且，从 2004 年，新东方
谋求上市开始，资本开始关注
教育产业，受资本关注的好处
之 一 是 带 来 大 量 优 秀 的 人
才。以前，一个研究生进入到
培训机构是让人很难理解的
事，现在我们有大量的高学历
人才。

第三个节点是 2012 年 7

月份新东方接受 SEC 调查和
浑水事件。这个事件导致的
连环效应是在纽交所上市的
其 他 教 育 公 司 股 票 都 有 下
跌。这也是国内的教育培训
机构意识到上市只是手段而
非目标，关注的重点从上市回
归到企业能不能为消费者提
供更好的服务，回归到关注教
育本身。

新京报：新东方集团多年
来 不 断 谋 求 新 的 变 革 与 转
型。在这10年间，新东方经历
了哪些重要变革？

陈向东：我们抓住了几次
机会。10 年前我们重点关注
大学生群体。从2002年开始，
我们在中、小学领域投入了很
多资源。10年前，新东方更多
的是采用大班授课的模式，随
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我们也推
出了个性化一对一、精品班课
程等等。此外，还有服务的立
体化、多元化。除了面对面的
授课，还有课堂之外与学生的
互动，线上服务等。

10年间
教育服务更立体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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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去年在新东方网
上线的发布会上，你也提到在
移动互联时代，新东方也必须
做出改变。未来新东方将会
有哪些变革？

陈向东：对新东方而言，
我们的改革、变革、思路，就是
信息化、标准化和系统化的过
程。“信息化”就是充分利用我
们的技术，利用信息整合的力
量全面推进新东方和学员之
间的距离，推进学员和教职员
工之间的距离，推进新东方老
师和学员之间的距离，推进学
员和学员之间的距离。

对于“标准化”，在新东
方，在过去的 18 年里，我们都
特别鼓励创新。但是鼓励创
新的结果是，在地方层面上做
了太多的创新，以至于我们走
进很多新东方学校，发现很多
新东方的学校和学校之间的
标识是不一致的，这样产生了
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竞争对
手很难模仿。同时，新东方大
概有几万门课程，这是好事，
但同时我们发现有一个负面
作用，就是我们很难做到标准
化、一体化。

关于新东方“系统化”，
目前新东方有 18 年的经验，
有两万多名教职员工，他们
具有优秀的才华和智慧，如
果把这些优秀的才华和智慧
整合起来，把 18 年的经验告
诉你，你到新东方的第一年

的第一个月有什么培训、第
二月应该做什么事、第三个
月有什么课程，有这样的系
统培训，对整个新东方竞争
力的提升是有帮助的。而最
重要的是对于学员服务品质
的提升，对于学员内在需求
的满足，对于学员价值最大
化而做出的重大贡献。围绕
着“ 信 息 化 、标 准 化 和 系 统
化”的目标，我们要着力打造
的是一站式的终生教育服务
平台，我们希望把新东方变
成学员一站式终生教育的服
务平台。

新京报：新东方每年都会
把大批学生送出国留学。国
际化人才培养和留学之间又
有哪些关系？你认为，国际化
人才的标准到底该如何界定？

陈向东：首先，国际化人
才并不一定要是在国外留过
学的人。如果他感受过国外
教育、懂得其他国家的文化、
习俗、经验，在国内优秀高校
接受过教育，那他也完全有可
能成为国际化人才。如果要
给国际化人才的界定提供一
些标准，那我会倾向于选择以
下几方面：外在表现包括懂一
门外语、有国外留学或游学的
经历、受过良好教育，内在表
现则包括懂得国际公司、机构
运作规律，有极强的专业能
力，同时有文化认同和再造的
能力。

变革=信息化+标准化+系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