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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业逆行成长 个“风口”随风消逝
盘点 2020互联网行业：

经历二十余年的发展， 中国已成长
为互联网超级应用大国， 深刻改变了普
通民众的生活习惯与消费行为。 工信部
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 1 月 ~10 月，互联
网企业共完成信息服务收入 5787 亿元，
同比增长 11.4%，在互联网业务收入中占
比为 57.2%。

医疗、教育、办公及生活领域等，这
些以往没有被互联网完全渗透的行业，
本来是互联网公司很难啃下来硬骨头，
却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 不费吹灰之
力就培养了用户习惯， 相关公司也迎来
爆发式增长。

CNNIC 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在
线教育、在线医疗、远程办公等应用服务
在维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 稳住民生基
本所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截至 2020
年 6 月，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 3.81 亿，占
网民整体的 40.5%；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
2.76 亿，占网民整体的 29.4%；远程办公
用户规模达 1.99 亿， 占网民整体的
21.2%。 它们均已成为极具发展潜力的互
联网应用， 在满足网民需求的同时也为
服务业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助力。

此外， 根据 QuestMobile 的报告，
2020 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网上零售占比已接近 30%， 增速远超
2019 年； 线上广告抢占了线下传统品牌
渠道， 互联网广告市场规模增速逐季提
升，也高出 2019 年一大截。而《2020 年中
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00 年中国游戏
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2786.87 亿元，比
2019 年增加了 478.1 亿元， 同比增长
20.71%。

这意味着，以电商、广告、游戏为营
收来源的互联网大公司们，包括阿里、京
东、腾讯、字节跳动、百度等，今年都赚了
个盆满钵满。

但是，如果因此说互联网是因“疫”
得福的行业，既不准确也不公平。 首先，
在线旅游、 出行平台等互联网企业在疫
情下遭受了致命打击；其次，我们也不能
忘记，中国互联网“逆行者”在危机爆发
之时，就把“救人”、抗疫摆在首位，不仅
捐款捐物，更紧急开发交通健康码系统，
为孩子们建设网课平台， 为职员们连接
起办公会议系统， 为餐饮商家快速开启
外卖业务，为市民送菜运药……实际上，
是互联网的非接触、数据化、可连接性恰
好契合了疫情时的情况， 众多互联网企
业顺势而为， 在担当责任中实现了自我
发展。

2020 年， 突如其来的疫情之下，
互联网的非接触优势被发挥得淋漓尽
致，居民对“互联网 + 医疗”有了新体
验和新认识， 既减少了去医院的聚集
机会，又获得了长期用药的连续治疗。

患者通过互联网医院可以在线复
诊、咨询、药物配送到家，不少地方还
可以医保结算，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
“云医疗”看病模式。 线上医疗服务供
给量不断增长、质量不断优化。

比如， 在广东支援荆州医疗队联
合荆州市建设互联网医院过程中，广
东 15 家医疗机构、1300 多名医生自

愿参加，互联网医院上线 18 天，总访
问量就突破了 10 万人次，为当地留下
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020 年以来， 在疫情的背景下，
互联网医疗围绕着打造“互联网 +
医、药、险”闭环，做了很多尝试和落
地。

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
主任卢清君日前总结说，2020 年是
“互联网 + 医疗” 从探索阶段转向应
用和推广阶段的里程碑。 经历了前期
的探索和实践， 国家层面明确了准入
和监管的新型生产关系， 医疗机构和

产业机构明确了发展方向，“互联网 +
医疗” 进入了蓬勃、 规范发展的新阶
段。

2020 年资本市场上互联网医疗
股的持续暴涨， 也是互联网医疗蓬勃
的体现。截至 12 月 30 日收盘，市值最
高 的 京 东 健 康 相 比 发 行 价 涨
114.79%，市值达 4828 亿港元；阿里健
康相比年初上涨 151.9%， 市值 3068
亿港元；平安好医生较年初涨 64.4%，
市值也突破千亿港元大关。 尚未登陆
资本市场的微医、春雨医生们，也享受
到了疫情带动的特殊红利。

一场疫情让中小学生纷纷宅回
家里网课的同时，也让课外培训迅速
线上化，在线教育迎来了大爆发。

2020 年上半年，2.82 亿在校生开
启了“停课不停学”的在线教育之旅，
截至 2020 年 6 月，在线教育用户规模
达 3.81 亿，占网民整体的 40.5%，相比
去年 6 月的 27.2%， 行业渗透率大幅
提升。

重新站上风口的在线教育，吸引
了大量热钱涌入，马太效应集聚。

2020 年互联网几笔最大的融资
均发生在教育行业，其中猿辅导一年
完成三笔融资，总额达 32 亿美元，投
后估值 155 亿美元； 作业帮年中完成
一笔 7.5 亿美元融资， 估值 110 亿美
元；连续十几次的做空也没能挡住跟

谁学的股价一路疯涨，最高时市值超
过 300 亿美元， 超过老牌巨头新东方
和好未来。

不过， 在头部玩家不断融资、
激烈竞争的过程中， 小型玩家中
牺牲者越来越多。 线下教育行业
的老牌企业优胜教育倒下之后，奔
跑了 8 年的学霸君也在 2020 年冬
天暴雷了。

实际上，融资大户们的日子也不
见得真是好过。 跟谁学在今年三季度
交出了一份单季度巨额亏损 9 亿元
的业绩， 相较去年同期净利润 190 万
元大幅转亏；好未来也交出了上市以
来首个亏损的财报，2020 财年净亏损
1.1 亿美元； 网易有道 K12 业务在今
年第三季度实现了上市以来最快增

速，但净亏损额高达 8.78 亿元，同比
扩大 263%；有消息称，未上市的猿辅
导内部预测 2020 年亏损为 20 亿元以
上。

新东方在线 2020 财年亏损同比
增长近 11 倍，俞敏洪不久前曾悲观地
表示，“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认为在线
教育是一个可以跑通的商业模式。 ”

市场观察人士认为，在线教育
在实现个性化学习和打破地区间
教育资源壁垒上的优势是值得肯
定的。 未来，在线教育行业会回归
理性发展，资本的杠杆作用会逐渐
消减，机构们的竞争从“拼资本”也
会慢慢转变为“拼产品”，到那时，
在线教育的优势才能得到最大的
发挥。

不是因“疫”得福
而是“救人自救”

2020 年， 是中国互联网行
业备受煎熬的一年， 也是充满机遇与

挑战的一年。
疫情让携程等出行类的互联网平台近乎 “作

废”，成百万订单的取消意味着寒冬的降临；接着，
瑞幸、蛋壳等明星企业暴雷，还有李国庆带几十个大
汉进办公室强抢公章、游族董事长疑遭公司高管投毒等
“雷人”新闻频发。

不过，疫情对网络经济的意外催化作用，以及汹涌的
数字化浪潮，也在推动互联网行业各领域快速转型与发
展。 直播电商、社区团购、在线教育等新风口、二次红
利不少，融资、上市等好消息不断。

在 2021 新征程开启之际再度回味这魔幻
一年，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哪些经

验教训？

■新快报记者 郑志辉/文
廖木兴/图

逆势而上 借势“雄起”互联网医疗

2 重上风口 行业洗牌在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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