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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价值观
创新 融合 进取 诚信 责任

Innovation / Integration / Progression / Responsibility / Integrity

业务回顾01



 2020年9月29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港股IT高教第一股；

 成立于2000年，23年品牌历史，有着深厚的行业经验，中国IT高等教育行业领先地位；

 截至目前，IT类知识产权与高新技术产品最多的教育科技集团；

 构建了以全日制学历高等教育为基础服务，以教育资源输出、继续教育为两大战略业务的生态体系。

教育资源输出 全日制学历高等教育

“一体两翼”

中国领先的数字化人才教育服务提供者

继续教育服务

产品及服务 • 专业共建与产业学院
• 智慧教育平台与教学内容
• 实验实训室解决方案

• 本科
• 高职专科
• 专升本

• 学历继续教育
• 2C技能培训
• 2B短期培训

学生人数
• 产业学院与专业共建：20,302人 • 学生人数：56,954

• 线下参培人数：2.73万+
• 在线教育用户：100万+

1H2023收入 • 1.02亿人民币

• 同比增长48.7%
• 占收入的11.2%

• 7.49亿人民币

• 同比增长29.1%
• 占收入的81.5%

• 0.65亿人民币
• 同比下降1.9%
• 占收入的7.1%



专业建设成果
7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全国民办第一
8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本省民办第一

2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115门省级

本省民办第一

280项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
人项目

全国民办第二

现有专业：32个本科，6个专
科，3个专升本

专业建设成果
1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6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本省民办第一

1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25门省级

本省民办第一

98项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
人项目

本省第二

现有专业：31个本科，2个专
科，12个专升本

专业建设成果
3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11门省级

161项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
育人项目
本省第一

现有专业：23个本科，3个专
科，10个专升本

大连
学院

成都
学院

广东
学院

三所大学专业布局与专业建设成果

大连学院23年上半年获得教学
成果奖国家级一等奖，为本次
本省在职业教育领域唯一；
累计79项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其中国家级3项）。

累计8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17个省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

大连、成都、广东学院23年上
半年各获批一门国家级一流本
科课程；
累计4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151门省级；

累计539项教育部供需对接就
业育人项目；

3本教材入选教育部首批“十
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2012-2022全国普通高校大
学生计算机类竞赛状态数据》
中，大连学院与成都学院包揽
民办前二；

获批全国高校质量保障机构联
盟（CIQA）首批全国高校质量
文化建设示范案例；

《软科中国民办高校排行榜》，
连续两年综合类全国第三，理
工科类全国第一；

《全国民办及独立学院教师教
学发展指数》，连续四年全国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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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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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2 12,220 

846 1,351 
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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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23/24

专升本

专科

本科

+13.8%

学历高等教育学额与在校生人数

17,128
19,493 8,008

4,988

6,497

18,634 21,344

20,731
21,981

13,595
13,629

22年9月26日 23年9月26日

广东学院

成都学院

大连学院

在校生人数持续增长

+7.5% 56,954

学额持续增长
23/24学年三所大学全日制学历高等教育学生入学名额：

全日制学历高等教育学生入学名额：

+32.8%

+59.7%

+3.4%

截至2023年9月26日，三所大学在校生人数：

（注）

21,344 21,981

13,629

52,960



学校 办学层次 23/24学年学费

大连学院

本科 28,000 - 34,000 

专科 28,000 

专升本 28,000 

成都学院

本科 18,000 - 20,000 

专科 18,000 - 19,000 

专升本 18,000 - 19,000 

广东学院

本科 28,000 – 32,000

专科 23,000

专升本 28,000 - 32,000

22/23学年在校生平均学费为23,851 元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大学排行榜官网（CNUR）发布的2022年中国民办大学
生源质量排名中，成都学院生源质量位居理科类院校榜首。

学历高等教育定价与录取分数线

三校2023年招生录取分数高于省控线的分数区间

大连学院 成都学院 广东学院

物理 历史 理科 文科 物理 历史

最高录取分
高于省控线

108

至

47

64

至

0

96

至

17

46

至

17

77

至

28

55

至

11最低录取分
高于省控线

定价 录取分数线

三校较强的综合实力和品牌影响力，能够吸引、招收更多的优质生源



75.9% 75.8%

115.8% 115.3%

86.6% 86.5%

2022/12/31 2023/06/30

校园利用率

广东学院

成都学院

大连学院

91.1% 91.0%

22,443 24,525 24,525

16,870 17,888 17,888

11,663
15,647 15,647

2021/12/31 2022/12/31 2023/6/30

校园容量

广东学院

成都学院

大连学院

50,976
+14% 58,060

三所大学的建设

成
都
学
院
扩
建
工
程

广
东
学
院
扩
建
工
程

智慧化教学环境

结合未来技术发展趋势以及个性化、精

准化的教学趋势，将新技术与教学活动

进行融合，推进智慧校园建设，网络、

通信一体化部署，为师生提供一个多功

能、强交互、重服务的的教学环境

注：成都学院八期扩建工程学生公寓主体工程已封顶，预计可于

23/24学年新增容量3,200人；教学楼预计2024年完工。

（注）+0% 58,060



2023年上半年，我们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推出、维护、更新、迭代升级

智慧教育软件产品、智慧实训室、数字化教育内容及在线教育平台。

产品研发 – 基于“4S”服务模式

2023上半年智慧教育平台与软件、智慧实训室及教学内容：实现收入约5,100万,同比增长75%



教育资源输出– 智慧教育数字化平台

2023上半年新产品

• 中国首个元宇宙智慧康养未来教育平台

• 构建“元宇宙智慧康养大数据+数字化教学

资源库+在线课程+VR系统+职业教育”的智

慧数字化职业教育生态链，打造“理、虚、

实”泛平台一体化的专业教学体系，实施多

维度教学，促进“理、虚、实”和“元宇宙

+职业教育”教学方法创新，提高教师的元

宇宙数字化资源开发能力和信息化教学水平，

不断增强教学效果，形成特色教学，提高教

学效率。

元宇宙智慧康养未来教育平台

2023上半年升级更新产品 其他在售产品

智慧教学系统 项目实训系统

考试系统 人才培养方案管理系统

双创教育管理系统 毕业设计管理系统

工程教育认证支持系统

云实训平台V2.0云实践平台V3.0，V3.1

智慧学工系统 工程教育认证支持系统

• 依托4S服务模式，构建了一体化智慧教

育平台并搭载涵盖教育管理、教育运营、

实践教学等领域的智慧教育软件，助力

院校实现数字化教育。

• 持续丰富功能并优化用户体验。



依托东软教育专业优势，围绕交互式设计、TOPCARES达成度、“五新”融入等关键要素，聚焦 6 大核心专业，打造数字

化教学内容，包括人才培养方案、课程、项目、活动、毕业设计等，形成体系化资源包。

大数据

数字媒体

软件

计算机

物联网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物联网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数字媒体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大数据技术

物联网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

高教 职教

规
模
专
业

新
兴
专
业

规
模
专
业

新
兴
专
业

教育资源输出– 教学资源与内容

2023年上半年，更新原有标准化专业课程内容28门，新建标准化专业课程13门。



教育资源输出– 智慧实训室

2023上半年新产品

• 部署在Nvidia Jetson TX1边缘计算平

台上，利用沙盘和无人驾驶小车，结

合人工智能算法、激光雷达SLAM技术

实现决策控制和路径规划，实现无人

车在沙盘内自动行驶，覆盖人工智能

教学整个工作流程。

1、正式发布无人驾驶实训室

其他在售产品

2、电商大数据实训室

• 面向大数据及大数据相关专业，为使用

者提供以大数据应用开发技能培养为核

心的实践项目资源、平台实践环境以及

全流程管理支持。

3、软件开发综合实训室

• 整合已有的C语言实训室、操作系统实训

室和Web开发实训室；依托自有的项目实

训平台与云实践平台开展课程项目与综

合项目训练。

• 聚焦在人工智能、大数据、软件开发、软件测试、

元宇宙等专业方向开发出了34个实训室。

• 具备五大特色：1、项目设计全景化、2、项目体

系进阶化、3、实践案例产业化、4、实验过程管

理信息化、5、配套资源精细化。

智能应用 嵌入式 物联网

智能媒体 计算机技术大数据

智慧管理 医学影像 智慧监控



教育资源输出 – 产业学院与专业共建

2023年上半年产业学院与专业共建概况

与60所院校开展174个共建项目合作

覆盖合作院校学生20,529人，同比增长14%

实现收入约4,400万，同比增长24%

东软教育资源输出优势

IT+HT热门专业7个

标准化专业课程81门

1-5级体系化实训项目772个

 与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及中国石油大学合作建设的软
件学院获批全国首批特色化示范软件学院；

 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共建的“人工智能产业学院”、与广
州大学共建的“智能软件学院”被评为国家级现代产业学
院；

 与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共建的“东软现代产业学院”入选
教育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

产业学院与专业共建典型案例

 与长春光华学院共建的“电子信息专业”获批成为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与云南技师学院共建的“东软信息产业学院”入选
CIE2021第五届中国IT教育博鳌论坛产教融合优秀案例；

 与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合作出版的《计算机应用基础任务驱
动教程（第三版）》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
划教材名单。



学历继续教育

学生数 5,293名 学员数9,000名 学员数 13,000名项目数 60个

机构培训业务 个人培训业务

稳定业务规模，创新招生模式 规范交付标准、打造销售体系 推动2C培训业务的线上实施

继续教育服务

• 教育部“国家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

• 教育部“数字艺术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 教育部“首批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

• 人社部“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 科技部“国家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化人才培训基地”

• 工信部“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工作委员会会员单位”

•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国家级非学历继续教育标准化试点”

• 2021年推出“东软教育在线”APP；

• 用户数量突破100万，月均活跃用户4万+；

• 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线上平台合作单位；工信部网上
学习平台发展委员会副理事长单位；

• 入驻人社部就创平台、新职业平台；人社部100家优质线
上职业技能平台；

累计已取得63项国家级、省级、市级培训基地资质

继续教育服务

1H2023实现收入约3,400万元 1H2023实现收入约1,200万元 1H2023实现收入约1,800万元

在线教育蓬勃发展



财务回顾02

我们的愿景
中国数字化人才教育服务引领者

Leading Education Service Provider of Digital Talents in China



2023中报财务摘要
（人民币千元） 1H2023 1H2022 变动

收入 918,430 743,699 +23.5%

主营业务成本 （459,110） （394,195） +16.5%

毛利 459,320 349,504 +31.4%

毛利率 50.0% 47.0% +3.0pp

净利润 273,733 232,982 +17.5%

净利率 29.8% 31.3% -1.5pp

经调整净利润（注） 271,851 231,736 +17.3%

经调整净利率 29.6% 31.2% -1.6pp

经调整归母净利润 272,256 231,930 +17.4%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币） 0.42 0.35 +20.0%

注: 经调整净利润 =净利润 - 汇兑收益 + 期权成本，2023年期权成本为零



继续教育服务

• 教育资源输出收入增长48.7%

主要由于智慧教育平台与软件、智慧实训室

及教学内容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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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950

68,917 

102,476

6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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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06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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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学历高等教育 教育资源输出

继续教育服务 其他业务

人
民

币
千
元

743,699

48.7%

23.5%

29.1%

-1.9%

主营业务收入：

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

教育资源输出

• 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收入增长29.1%

主要由于学历教育学生人数的增加及

平均学费的提高

• 继续教育收入下降1.9%

主要由于个体培训业务中见实习收入的减少；

8.9%

9.3%

78.0%

7.1%

11.2%

81.5%

收入

918,430

3.8%

0.2%

74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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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5.2%

-11.8%

• 销售费用增加13.7%

继续保持对两翼市场的开拓力度，半年营销费用率2.3%

• 行政费用增加5.2%

主要由于员工薪酬及办公楼折旧费用增加

• 研发费用减少11.8%

 前期开展的若干研发项目已基本完成；

 研发费用主要用于资源输出、继续教育平台产品等方

面的研发投入

13.7%

主营业务成本增加16.5%，主要由于：

1. 因业务增长导致员工薪酬增加；

2. 随着三所学校扩建项目陆续竣工并投入使用，

使得折旧开支、运营开支增加。

主营业务成本

销售费用

行政费用

研发费用

成本与费用

75,608 82,445 

1H2022 1H2023

人
民
币
千

元
所得税费用 9.0%

• 所得税费用增加9.0%

主要由于应税利润增加



232,982
273,733

1H2022 1H2023

（人民币千元）

净利润

349,504
459,320

1H2022 1H2023

（人民币千元）

毛利

231,930 
272,256 

1H2022 1H2023

17.4%

（人民币千元）

经调整归母净利润（注）

47.0% 50.0%

31.2% 29.6%

1H2022 1H2023

毛利率 经调整净利率

毛利率及经调整净利率

同比上升3.0个百分点

注: 经调整净利润 =净利润 - 汇兑收益 + 期权成本，2023年期权成本为零

31.4%

17.5%

利润

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



（人民币百万） （人民币百万）

总资产、总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有息负债（1）和净债务（2）

注: （1）有息负债 = 银行借款
（2）净债务 = 有息负债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 受限制现金

5993.6
5443.1

4257.9
3532.0

1735.8 1911.1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6月30日

总资产 总负债 所有者权益

2386.3 2486.9

1200.0

1630.0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6月30日

有息负债 净债务

资产负债率及资产有息负债率 加权平均借款利率、经调整净资产收益率

71.0% 64.9%

39.8%
45.7%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6月30日

资产负债率 资产有息负债率

同比下降6.1个百分点

同比上升5.9个百分点

资本结构

4.90% 4.61%

14.8%
14.9%

1H2022 1H2023

加权平均借款利率 经调整净资产收益率

同比下降0.29个百分点

同比上升0.1个百分点



1,183.8 

855.7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6月30日

（人民币百万） （人民币百万） （人民币百万）

经营活动所用现金净额 资本开支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93.1 

-414.1 

1H2022 1H2023

现金流

304.6 

285.9 

1H2022 1H2023



IPO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79.9 

198.0 

50.0 

399.6 

0.0 

0.0 

50.0 

0.0 

已用额度 剩余额度

（人民币百万） 募集金额：777.5

截至2023年06月30日

剩余金额：50.0



我们的使命
科技赋能智慧教育教育创造学生价值

Boost Smart Education with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Empower Students with Innovative Education

未来展望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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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3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尤
其突出对社会资本更广泛深入参
与到职业教育发展的全面积极鼓
励；

 明确了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用
地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为民
办高校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

 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鼓
励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

 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在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促进就业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的
企业，按照规定给予奖励；

 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
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
参与举办职业教育；

 鼓励职业学校与社会资本合作共
建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实训基地，
共建共享公共实训基地；

 协同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各级政
府要将产教融合列入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

 “建设100个高水平、专业化、开
放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推动校企共建共管产业学院、企
业学院，延伸职业院校办学空间”

 “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职业院校专业
规划、教材开发、教学设计、课程
设置、实习实训”

 “普通高校合作举办混合所有制分
校或产业学院”

《民办教育促进法
实施条例》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教育法》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
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政策支持

02



• 2025年预计中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将
超过60万亿元；年均增速约9%，将超
过GDP的50%

5.2 6.2 6.4 7.1 7.5 8.4

17.4
21

24.9
28.8

31.7
37.2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数字产业化（万亿元） 产业数字化（万亿元）

22.6 27.2
31.3

35.8
39.2

45.5

注：（1）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数据来源于2020年人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联合阿里钉钉发布《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
（3）张琳, 王李祥,胡燕妮.我国数字化人才短缺的问题成因及建议 [J].信息通讯技术与政策.2021-12-15

数字人才需求大（2）数字经济增长快（1）

• 新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增加158个
新职业，首次标注97个数字职业占
新增职业61%，占总职业数6%

• 数字化人才供需矛盾主要表现为

以下3个方面：

万亿元

万亿元

企业数字化用工难（3）

产业情况：数字技术产业

未来五年

增长最快的岗位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专业人员

-商业智能分析师

-信息安全分析师

-机器人工程师

-数字化转型专业人员

......

未来五年

消失最快的岗位

-银行出纳员

-收银员和票务员

-数据录入文员

-行政和执行秘书

-材料记录和仓库管理

相关文员

....

数量型短缺长期存在

调查显示，国内数字化技术人才供求比例严重失

衡，信息技术和数据类人才已成为我国第三大短

缺人才。

素质型短缺日渐加剧

数字化转型的重心正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加快

转移迫切需要高技能人才、复合型人才。

结构型短缺加速显现

数据表明，我国数字化人才在产业结构、区域结

构等方面存在分布不均衡的问题。



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为教育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正逐步改变教育格局，助推教育数字化的持续性建构，

并促进和催化从教育理念到教育实践的深层次变革。

ChatGPT

怎么教？如何学？

教什么？学什么？

谁来教？如何评？

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学-管中的深度渗透应用，将推动全球教育的系统性变革

学习者（1）（2）

• 推荐个性化学习资源，实现个性化学习路径；

• 帮助自主学习，进行辅助知识点理解的启发式对话；

• 构建沉浸式学习场景；

• 鼓励和方便学生进行跨学科学习；

• 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写作能力...

教育者（1）（2）

• 智能教学辅助（制定教学大纲、准备教案）；

• 实现个性化教学；

• 快速检索/生成知识点相关的教学资源；

• 辅助设计知识点相关的课堂互动、课堂/家庭作业；

• 智能评估和评分...

人机协同：未来时代主流的教学样态

注：（1）陈静远——《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以知识点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变革研究》
（2）蒋里——《AI驱动教育改革：ChatGPT/GPT影响及展望》

新技术驱动教育变革



做强“一体”

将创新办学实践进一步理论化、体系化、普适化，持续推进TOPCARES教育方法学的迭代升级，
使其更好的指导三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更好的服务于两翼业务的拓展

围绕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目标，以TOPCARES教育方法学为指导，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推动集团各高校在

招生就业、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产教融合、科技研发、质量保障、环境建设及品牌声誉等方面再创佳绩。

1.优化调整专业布局 2.加强优势专业引领 3.保障专业水平提升

涵盖教学工作、科研工作、社会服务、学生成长、教师发展、专业声誉等六个评价维度

• 统一IT专业布局:紧跟产业发展
统一建设市场急需的专业

• 优化数媒专业建设:紧跟数媒产
业方向优化元宇宙相关专业

• 增设养老护理高职专业:如老年
保健与管理、康复工程技术、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护
理、康复治疗技术等

4.推动专业质量评价

• 专业集群支撑：纵深推进“群内
共生+群间协同” 建设机制；

• 专业认证牵引：认真论证开展，
充分践行OBE理念；

• 统一标准建设：做好自有标准迭
代，推动各专业统一化建设；

• 共享共建资源：推动三校共建、
积累一批优质数字资源

• 持续优化建设环节

按照统一的理念、方法、模式、
标准等开展课程、项目、活动、
双创、实训、毕设等建设

• 发挥优势专业示范效用

以优势专业辐射、带动专业集群
整体提升



做好研发

科研
赋能

• 持续迭代升级智慧教育数字化平台

基于教育教学数字化的需要，面向教育和管理全流

程，研发市场潜力大、高质量、市场竞争力强的智

慧教育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显著提升客户的数字化

教学能力和管理效率。

• 教育方法赋能产品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开展教师成长路径研究、IT类专业评估和排名

研究、TOPCARES方法学在平台产品和资源产品

中的落地研究，使集团的教育产品更有科学性、

前瞻性和竞争力。

• 科技赋能产品的关键技术研究

探索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自然

语言处理、智能边缘计算与大数据、Hadoop3.0

生态、Spark3.0生态、数据湖等方向，探索云

计算、云服务、云原生，尝试信创、低代码技

术在教育产品中的融合。

• 研究赋能院校科研能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围绕普通本科、职业院校在科研工作遇到的问题

和所需资源，展开科研赋能研究，开发为各类教

师科研能力赋能的解决方案，从而促进集团各类

科研类产品销售。

• 数字化人才培养创新产品

聚焦专业发展和岗位技能素质、面向行业人才需求，研

发体系化、专业化、个性化的数字化人才培养创新产品,

为客户提供优秀的数字化人才培养产品解决方案。

加强教育方法学与关键技术研究，赋能教育数字化产品建设



做大“资源输出”:赋能教育变革 做大“继续教育”:服务数字化转型

• 丰富产品，满足个性化学习、就业、再就业的需求，丰富就业
类、技能提升类、资源类产品；

• 狠抓教学质量，加快建立教育过程管理体系，做好过程监督和质
量控制，持续优化4S交付流程和交付标准；

• 继续扩充教育、人社领域的培训资质；

• 将东软教育在线打造为“品牌在线学习平台”，东软IT云课堂为
“品牌专业频道”；优化现有职业技能等级认证、专项技术认
证、互联网+学习平台、人力资源服务等业务；强化用户运营工
作，聚焦付费转化，提升用户付费率。

做大“两翼”
“4S”服务模式

SaaS(软件即服务) + PaaS(平台即服务) + CaaS(内容即服务) + DaaS(数据即服务)

东软“IT+HT”的产业实践 三所大学的应用型教育积淀 特色TOPCARES教育方法学

• 扩展产品和服务丰富度，继续通过技能大赛、教学能力大赛、
工程认证等优化营销体系，扩大市场占有规模；

• 加强客户的精准拓展，注重单体院校的合作规模，提升交付质
量，提高客户满意度；

• 深入推动4S业务模式落地，实现从产品-解决方案-实施交付方
式的转变；

• 统筹数字工场布局，发挥区域业务支撑能力；积极在华南、西
南、华中、东北等专业共建规模较大区域布局新数字工场。



附录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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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
民办高校入选全国首批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数量

中国第一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民办及独立学院

教师教学发展指数

中国第一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12-2021年

民办及独立学院教师竞赛状态数据

中国首批

全国35所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首批
50所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中国首批

99所深化创新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中国首家

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民办高校

中国首家

入选SAP全球种子高校

中国首家
加入CDIO国际工程教育合作组织

民办高校

教育部首批
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推荐单位

人社部全国首批
54家职业技能培训线上平台机构

教育部信息化教指委全国首批

职业院校信息化培训基地

品牌声誉



股权架构（截至2023年6月30日）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中国）

成都东软信息技术
发展（中国）

佛山市南海东软信息
技术发展（中国）

东软电子出版社
（中国）

成都东软学院
（中国）

广东东软学院
（中国）

大连东软软件园产业发展（中国）

95.43% 100% 100%

100% 97.83% 96.84%

境外

境内

康睿道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

Century Bli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东控教育第一
投资有限公司

东控教育第二
投资有限公司

大连东软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3.77% 10.06% 20.72%

100%

100%

18.57%

100%

合同安排

合并附属实体

东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开曼群岛）
股份代码：09616.HK

公众股东
（FIL Limited、阿尔派株式会

社、Apex Venture 等）

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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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软教育科技（英属维京群岛）有限公司

东软教育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100%

100%

大连东软睿新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管理团队

 30年以上的教育及IT行业经验

曾任东北大学副校长，现任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

 2011年被评选为“中国软件产业十年人物”

 2018年被评选为“改革开放40年杰出民营企业家”

东软集团（600718.SH）董事长

刘积仁 博士 温涛 博士

 30年以上的教育行业经验

曾任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副校长，现任东北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自2000年至2022年3月，担任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校长

主席，非执行董事 执行董事，CEO, 大连学院名誉校长

 20年以上的教育行业经验

 教授，博士

 自2003年起担任成都东软学院校长

张应辉 博士

非执行董事、成都东软学院校长

晁玉军 先生

 曾任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财务总监

 高级会计师

 负责财务营运及管理

高级副总裁、CFO

李印杲 先生

高级副总裁

 2012年5月起，担任天津睿道总裁

 负责教育资源及继续教育业务

王维坤 博士

高级副总裁

 20年以上的教育行业经验

 教授，博士

 负责品牌、行政及后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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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演示有关东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仅为信息参考目的而准备。本演示中的信息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并需严格保密。

• 本演示所载信息可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进行更改，其准确性和正确性不受保证，并且它可能并不含有有关公司及其子公司(统称“集团”)的全部重要信息。对于本演示中任何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或其中的任何

错误或遗漏，以及对于产生自使用本演示所载信息的任何损失，公司及其任何关联公司、顾问和代表均不作出任何保证，也不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不论是疏忽或者其他)。通过参加或者阅读本演示所载信息的全部或

任何部分，您同意对于本演示中披露的信息进行保密，并受到下文列明的限制的约束。对于这些限制的任何不遵守均可能构成对于适用的证券法的违反。

• 本演示中包含的信息并未被任何独立第三方独立地验证。对于本演示中包含的信息、意见、估算、预测或推测的公平性、充分性、准确性、真实性、合理性、完整性或正确性，均没有任何明示的或暗示的陈述或保证，

也不得进行任何依赖。公司及其任何控股公司、子公司、关联业务、控制人或关联公司，以及其董事、管理人员、合伙人、雇员、代理人、顾问或代表，均不承担因直接或间接使用、依赖或分发本演示或其内容而产

生的或以其他方式与本演示相关而产生的任何责任或义务(不论是疏忽或者其他)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发生的损失。本演示的目的不是提供、而您也不应依赖本演示提供对于公司的财务或业绩状态或前景的完整的或全面

的分析。本演示包含的信息和意见截止于2023年4月，并可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进行更改。本演示中包含的部分财务信息未经审计，也没有经过独立执业会计师的检查、审阅或整理。本演示中并不包含、也并不应

当被依赖为一项有关过往或未来的承诺或陈述，并且您也不应当依赖本演示中包含的书面或口头的信息的公平性、充分性、准确性、真实性、合理性、完整性或正确性。此外，本演示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被解释为法

律、业务、税务或财务建议。

• 本演示中的信息不得被转发或分发给任何其他人，并且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复制。这些信息的任何全部或部分转发、分发或复制均不被许可。违反本项指令可能会导致违反修订后的美国1933年证券法(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ct of 1933)(“美国证券法”)或者其他司法辖区的适用法律。

• 本演示未经任何司法辖区的任何证券监管机构(例如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美国证券及交易所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审阅，并且任何该等机构均未决定本文件是否真实或完整。本演示只为提供信息之目的，并不构成购买或认购任何证券的要约、要约邀请或其一部分，本演示或其任何部分也不构成任何合同或承诺的基础，

也不得与任何合同或承诺相关联而被依赖。投资于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发行的任何证券的任何决定应在寻求适当的专业建议后做出。

• 本演示并不意图包含对阁下而言可能具有其他重要性的全部信息，并且阁下对公司和集团以及本演示包含或提及的数据应当进行自己的尽职调查和独立的分析。

• 本演示不得被携带至或传送至美国、加拿大或日本，不得直接或间接、全部或部分在美国、加拿大或日本进行分发或被分发至美国、加拿大或日本。公司的证券从未根据美国证券法或美国任何州或任何其他司法管辖

区的证券法进行登记注册，将来也不会进行此类登记注册。公司的证券不会在美国进行要约发售或出售，也不会向任何美国人士进行要约发售或出售，除非根据下列方式可以要约发售或出售公司的证券(i)在美国境

内依据美国证券法下的登记注册豁免向合资格机构购买人(见美国证券法144A规则中对“合资格机构购买人”的定义)要约发售或出售；或(ii)在美国境外根据美国证券法S条例进行的美国境外的要约发售或出售交易。

公司的证券将不会在美国公开发行。

• 本演示在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分发可能受法律限制，拥有本演示文稿的人员应自行了解并遵守任何此类限制。

• 本演示没有，也不会被向香港公司注册处(Companies Registry of Hong Kong)或任何司法管辖区的其他类似政府机构注册为招股书。公司及其任何控股公司、子公司、关联业务、控制人或关联公司，以及其董事、

管理人员、合伙人、雇员、代理人、顾问或代表均不承担义务提供任何进一步信息或者更新或以其他方式修改本演示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给收件人的任何其他信息。本演示并不给公司及其任何控股公司、子公司、关联

业务、控制人或关联公司，以及其董事、管理人员、合伙人、雇员、代理人、顾问或代表创设考虑任何要约的义务。提供本演示中包含的信息不得被认为是公司或者您承诺会进行任何交易。

• 本文件可能包含反映公司意图、信念或当前预期的前瞻性陈述。前瞻性陈述涉及所有不是历史事实的事项。前瞻性陈述可以以下列词汇供识别, 包括: “可能”、“将会”、”将要”、”应该”、”预期”、”预

计”、”预测”、”相信”、”希望”、”计划”、”意图”、”估计”、”继续”等类似的表现或其相反。该等前瞻性陈述，例如职业技能教育的发展，是根据一系列假设作出的。这些假设是否成立，受到一系列

未知或已知因素的影响，包括公司无法控制的因素，此类因素可导致公司的实际业绩或表现严重背离前瞻性陈述明示或暗示公司可能取得的业绩或表现。在此提醒阁下不应依赖本文件中的前瞻性陈述，因为前瞻性陈

述涉及已知及未知风险和固有的不确定性，并仅针对其所作之日作出，而实际结果可能与此文包含的前瞻性陈述有重大出入。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管、雇员、代理人、关联机构、顾问和代表均不承担就本文件日

期后发生的事件或情况更新前瞻性陈述的责任，也不承担本演示文稿中包含的任何观点或前瞻性陈述相关的任何责任或义务。

• 本文件仅旨在提供信息，并不构成有关公司证券的建议，亦不构成且不应被视为任何形式的由公司或任何其附属公司及其董事、职员、雇员、顾问、代理或代表作出的任何财务或投资意见或建议。

免责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