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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学习平台沪江创始人兼CEO伏彩瑞：

构 建 互 联 网 教 育 生 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人物小传
伏彩瑞，互联网学习平台沪江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1979 年他出生于江苏连云港，是知名青年企业

家、大学生创业杰出代表。现任上海市信息化青年人才协

会执行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

从事互联网教育十余载，伏彩瑞先后荣获 2016 中国

好青年、上海十大杰出青年、2017WISE全球评委等荣誉

和称号。

2001 年还是大三学生的伏彩瑞创办了沪江，如今沪

江已成为全球用户突破1.6亿的“互联网教育独角兽”企

业。以互联网改变教育资源不均衡格局，推动教育公平化

发展，是伏彩瑞多年来坚持的教育理想。

2017 年 11 月 3 日，胡润百富发布
“2017 产业领袖奖”，该奖旨在表彰该
年度在各产业领域里作出杰出贡献的企
业家。互联网学习平台沪江创始人、董
事长兼 CEO 伏彩瑞凭借其在互联网教
育领域作出的贡献获此殊荣。

2001 年，伏彩瑞创建沪江。经过
16年的发展，沪江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
互联网教育平台，拥有 1.6 亿注册用
户，估值百亿元。由伏彩瑞发起的教育
公益项目“互+计划”上线短短两年，
连接学校近 3000 所，受益学生达 100
多万人，该项目入选国家网信办精准扶
贫计划。

教育公平彰显初心

伏彩瑞是典型的大学生创业，只不
过那时候，“大学生创业”还不是一个
热词。

16年前，还在上大学本科三年级的
伏彩瑞创办了一个公益学习论坛——沪
江语林。2003 年，沪江网正式上线。
到伏彩瑞研究生毕业时，沪江网已经积
累了20万种子用户。

“当时是纯公益化运作，等到我毕
业时，很多用户给我留言，希望我坚持
做下去。这 20 万用户的意见当时对我
来说比金子还珍贵。”2006年伏彩瑞研
究生毕业时，他思量再三，放弃了多家
外企的高薪邀请，决定坚持把沪江网做
下去，走一条互联网教育创业之路。

创业伊始，伏彩瑞和同学、朋友一
共 8 个人，倾尽全力凑了 8 万元。为了
节省开支，伏彩瑞和伙伴在老旧小区里

租了一间民宅当办公地点，开始了公司
化运作。

“我人生当中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选
择是择业还是创业，我当时的身份只
是一个网站站长，企业到底是什么我
没太多概念。我的驱动力来自于我想

通过互联网改变教育。”回忆起创
业之初的动力，伏彩瑞说：“我只
是想用网站实现最初的梦想：用
互联网让教育更简单、更公平、
更快乐。”

16 年后，伏彩瑞凭借其对
互联网教育的前瞻判断力和个
人领导力，一路创新求变，带
领沪江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
教育公司。然而，面对沪江创造

的商业教育帝国，伏彩瑞坦言：“沪江
头 5年都是免费公益运营期，当时我没
有一丝一毫的念头说有一天把它做成一
个商业企业，只因我觉得互联网很棒，
它一定会影响千千万万大众，影响所有
行业的巨大变革。”

三次转型放大优势

近年来，在线教育因其不受时空限
制，利用较小成本可实现大范围教育均
衡的特点而备受资本市场的青睐，投融
资连创新高。据互联网数据资讯聚合平
台艾瑞统计，截至今年9月20日，在线
教育领域公开的融资次数达到 147 笔，
累计涉及资金 75 亿元，已经超过 2016
年全年的120笔。

中国作为教育大国，在线教育模式
满足了多数消费者的需求。艾瑞的数据
显示，2016 年，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已
达 1560.2 亿 元 ， 此 后 仍 将 继 续 保 持
20%左右的增长速度，到 2019 年将达
2692.6亿元。从沪江来看，这一增速更
加明显。2017 年 9 月 25 日，沪江的学
习用户突破 1.6 亿。其中，沪江移动端
累计用户量突破1.3亿。“用户就是我们
的最大竞争力。沪江一直保持用户量高
速增长和高度的用户黏性，形成了从大
学生到白领的用户闭环。”伏彩瑞表示。

在伏彩瑞看来，沪江的用户量之所
以能够高速增长，一方面是得益于中国
巨大的人口红利。“中国人有重视教育
的传统，加上现在全面开放了二孩政
策，这对教育来说都是巨大利好。”伏
彩瑞感慨道。另一方面，沪江在产品和

服务上不断满足用户学习需求，进而扩
展了边界。

作为创始人和“掌舵者”，伏彩瑞
带领沪江开展了几次大的战略转型，不
断开拓互联网教育行业的边界。沪江的
第一次转型是 2006 年从单纯的公益论
坛到商业化。第二次转型则是在 2009
年，沪江转型B2C，上线网络课程，踏
上网校之路。2012 年，在移动互联网
大潮中，沪江全面向移动端转型，再度
迎来高速增长。

经过 16 年发展，沪江打造了业内
最完整的学习产品矩阵，从一系列学习
工具形成的巨大流量入口，到优质课程
平台沪江网校、实时互动在线教育平台
CCtalk完成流量转化，构建起完整的生
态闭环，为用户提供语言、留学、升
学、职场、兴趣等教育内容。

今年9月21日，沪江宣布了全新战
略，未来将围绕教育生态重点发展三大
业务：以学习工具为主的基础业务，搭
建教育生态流量池；以沪江网校为主体
的 B2C 业务，发挥互联网教育标杆作
用，整合沪江生态资源；以 CCtalk 为
主的平台业务，赋能行业发展，放大生
态优势。“CCtalk 未来有可能打造 10
个、100 个沪江网校或者是 100 个其他
的小沪江网校，沪江希望构建的是互联
网教育生态。”伏彩瑞毫不掩饰他的
雄心。

助力教育精准扶贫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城乡
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
务教育。互联网能解决资源不平衡的问
题，互联网天生具有这个优势，教育也
一样，信息在互联网时代可以无差别传
递。”伏彩瑞深有体会地说：“我前两天
刚从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
县的马耳岩小学回来。学校离县城近 2
个小时车程，一路要经过 10 多个山
洞。我们考察发现，那里的孩子享受完
全互联网的教育，一台电脑、一根网
线 、 一 个 摄 像 头 ， 通 过 沪 江 提 供 的
CCtalk 平台，孩子们不仅解决了语文、
数学、英语几门主科，还有音乐、手
工、舞蹈、美术等课程。很多孩子都画
得很好，他们学的是上海最好的老师的
课程。”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2016》 显

示，全国不足100人的小规模学校有近
12.7 万 所 ， 占 小 学 和 教 学 点 总 数 的
44.7％，不足 10 人的乡村校点达 3.39
万个。生源不足、师资匮乏、办学条件
差、升学率低等问题是小规模学校普遍
面临的困境。

为此，2015 年沪江发起“互+计
划”互联网学习平台，旨在用互联网链
接优质教育资源，改变传统教与学的方
式，实现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助力教育
精准扶贫。

据伏彩瑞介绍，“互+计划”的优
越性在于，突破以往的支教模式，打
破时空限制，用互联网思维开展线下
和网络双线并行的支教行动，不再局
限于固定时间、固定地点，不会因为
地域或资源问题被中断，减少了人力
物力的投入，让大规模、可持续的支
教成为可能。

“互+计划”用互联网把政府、企
业、学校、机构和热心教育公益的个人
连接到一起，集合社会影响力，改变教
育不均衡，实现了从教育公益创新到社
会创新的改变。

“企业家捐电脑，当地电信部门捐宽
带，支教的大学生教不会用电脑的老师
学习使用电脑，很多全国特级教师，年
纪大了不能下乡，就在网上捐时间，讲
自己擅长的科目。”伏彩瑞兴奋地说，

“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些外国人也来支
教，教孩子们地道的外语。”在伏彩瑞看
来，如果全社会能通过互联网将教育资
源整合并加以有效利用，偏远落后地区
的教育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让伏彩瑞激动的是，沪江发起的互
联网教育公益项目“互+计划”自2015
年 10 月 份 启 动 以 来 ， 仅 两 年 时 间 ，

“互+计划”就连接起全国 3000 多所中
小学，影响 10 万多名教师和 100 多万
学生。毫无疑问，互联网支教已经成为
推 进 教 育 公 平 的 连 接 器 和 社 会 创 新
模式。

“我始终认为，世界在变，教育的
形态在变，‘有教无类’的初心不变。
教育是一门生意，但又不只是一门生
意。沪江一直想做的是，以互联网的手
段 ， 让 教 育 更 简 单 、 更 公 平 、 更 快
乐。”谈及教育，伏彩瑞仍然保持敬畏
和谨慎：“教育是个慢行业，是良心的
生意，从业者不仅要下功夫，更要有底
线和操守。”

“ 我 叫 雍 政 ， 不 是 ‘ 雍 正 ’ 的
‘正’，是行政的‘政’。”但凡见到新朋
友，宁夏杞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雍政总是这样幽默地解释着自己的名
字。去年底，雍政企业的产值达 4700
万元，出口创汇 227 万美元。但他总是
谦虚地说，“这都是家乡这片土地的功
劳”。

雍政出生在“枸杞之乡”宁夏回族
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家里祖祖辈辈都
种枸杞。“我小时候每逢寒暑假就去看父
亲筛选、晾晒枸杞。”回忆起儿时的经
历，雍政历历在目：“长大一点了我就跟
着父亲干一些枸杞加工的活儿，从那时
起，我对枸杞产地、品相、加工流程有
了很多了解。”

让雍政没想到的是，等到1996年他
高中毕业时，父亲说什么也不让自己做
枸杞贸易。理由很简单，那时的消费者
消费能力还有限，很少有人会购买枸杞
这样的保健产品，不挣钱。

雍政来到银川的一家企业当工人上
班，每月工资 419 元。当时，虽然他的
工资让他不愁吃不愁穿。但在他内心深
处，依然想念家乡的那片枸杞林。

一次偶然的机会，雍政结识了宁夏
农科院的专家，“聊天过程中，专家听说
我家种枸杞，就提到枸杞加工种植的市
场前景非常广阔”。说者无意、听者有
心，专家的话击中了雍政的内心。

“咱硬着头皮回中宁倒是可以，可是
枸杞生意当时并不好做，回去做什么呢？”

想法虽然有了，但现实困境却摆在雍政面
前。关键时刻，一位宁夏农科院的专家给
雍政支了一招，市场上新种子和有机化肥
紧缺，他可以先从卖种子化肥开始。

2001 年，雍政回到了家乡中宁，
在县农牧局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宁县运
通农资经销部，并贷款购买了价值 14
万元的种子和 30 万元的农药。得益于
父亲早年的商业信誉和枸杞经营网络，
两年后，雍政不仅还清了所有贷款，而
且当年的纯利润就达 36 万元。此后几
年，这个中宁县第一个经营有机化肥的
经销部越做越好。2005 年公司营业额
达到 1000 多万元，2006 年达 3000 多
万元，2008 年运通的销售额高达 1.14

亿元，农资经销部经营种子已经遍布
全国。

生 意 越 做 越 大 ， 但 有 意 思 的 是 ，
2012 年之后，各地商家不止一次向雍
政要中宁生产的枸杞。冷静分析后，
雍政认为，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关注枸杞这样的保健食品，主要是
由于消费者消费能力显著增强了，而
现在就是圆自己儿时“枸杞梦”的最
佳时机。

2014 年，宁夏杞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正式成立，雍政任公司董事长。“我沉
下心来一想,过去卖种子化肥容易，但想
把枸杞产业做好却没那么简单。”决心转
型做枸杞产业的雍政没有盲目乐观，而

是想得更远，“我还是得靠‘老班底’”。
雍政嘴里说的“老班底”就是宁夏农科
院。经过实地调研和反复论证，农业专
家帮雍政找到了制约当地枸杞“值钱不
挣钱”的技术瓶颈——枸杞鲜果保鲜
问题。

对于地处西部地区的宁夏来说，运输
枸杞过程中的保鲜问题一直困扰着当地果
农。曾有一家大型国企雄心万丈地来到中
宁搞枸杞加工产业，但保鲜问题迟迟无法
解决，没多久就铩羽而归。

“研发鲜果保鲜是烧钱的活儿，更是
技术活儿。”说起几年前的那次“攻关”，雍
政感慨道：“宁夏农科院技术储备不够，科
研力量有限，我们就跑到上海和复旦大学
生物工程应用学院一起联合研发，前后光
研发经费就花了 700 多万元。”凭着西北
汉子的韧劲和豪气，最终，一项最低保鲜
35天、最高能保鲜 60天的枸杞鲜果气调
保鲜技术问世。

目前，雍政的宁夏杞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总计开发出了枸杞鲜果、枸杞干
果、枸杞茶、枸杞酱等四大类44个品种
的枸杞产品。公司加工生产的枸杞鲜果
热销全国，枸杞干果产品也走出国门销
往多个欧盟国家。

多年来，雍政一直全身心地投入枸
杞产业，家人和朋友曾不止一次地劝
他：“这么大岁数还往枸杞林里钻，这不
是找罪遭吗？”雍政却说：“看着家乡这
片得天独厚种植枸杞的热土，咱哪能捧
着‘金碗’要饭啊！”

宁夏杞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雍政：

不 能 捧 着“ 金 碗 ”要 饭
本报记者 许 凌

雍政（右二）与员工一同查看枸杞长势。 （资料图片）

“这次党的十九大开幕会我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报告中说要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我很激动，桑
蚕业作为传统产业也需要不断创新升级，形成新的发展
动力。”回想这十几年来自己走过的创业路，广西金城
江新兴茧丝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新兴不无感慨地说。

2004 年，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引导下，蚕茧主
产区逐步从东部地区转移至拥有较为丰富的土地资源和
劳动力资源的西部地区。世代以桑蚕业为生的曾新兴看
准机遇从老家江西来到了广西河池市九圩镇，成立金城
江新兴茧丝有限公司，并投资 1200万元在九圩镇建起
了缫丝加工厂。由于对质量严格把关，曾新兴的茧丝在
市场上赢得了良好口碑，产品供不应求。2012 年，新
兴茧丝公司销售收入达 5300 万元，并为当地 300 名农
民解决了就业难题。

然而，就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之时，一场事关企业
生死存亡的挑战却突然降临。2013年，由于桑蚕市场产
能过剩，供过于求，生丝价格一泻千里。短短两三年的
时间内，当地不少企业相继倒闭。

面对已经连续亏损两年的厂子，曾新兴意识到，一家
企业要想拥有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必须不断创新、树立
品牌。曾新兴坦言：“越是艰难，就越要寻找突破口，闯出
一条生路。”2014 年，曾新兴打造了自己的蚕丝被品牌，
成为广西桑蚕产业里最早做蚕丝品牌产品的企业家。
2013年到2014年，曾新兴淘汰了部分落后的生产设备，
斥资 1000 万元升级生产线，并给工厂安装了污水处理
系统。这些措施，让曾新兴的茧丝产品品质得到了显著
提高，在关键时刻抢到了企业转型发展的先机。

曾新兴始终认为，设备固然重要，人也是企业发展
的关键因素，“工人要时刻保持一颗匠人之心”。曾新兴
谈起自己工厂的员工满眼骄傲：“我们工厂有位老员
工，已经在生产一线岗位坚持了十几年。如今，他看一
眼蚕丝就知道是什么等级质量蚕丝，掂一下就知道需要
几捆缫丝才能做出一床蚕丝被。”

如今，曾新兴创办的金城江新兴茧丝有限公司成了
广西桑蚕业的龙头企业。他表示，企业今后会在设计上
更加突出广西特色，增加当地民族元素。“我坚信，只
要勇于创新，企业终会迎来破茧而出的那一天。”曾新
兴坚定地说。

破茧向新生
——记广西金城江新兴茧丝有

限公司董事长曾新兴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小人侠”的剪纸梦
在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附近的帽儿胡同 18 号，

有一间经营剪纸作品的小店，名为“小人侠艺术馆”。

店主人叫张永红，1973 年出生于陕西延安一个贫困小

山村。3岁时，张永红不幸患上成骨不全症，民间俗称

“瓷娃娃病”。从小到大张永红骨折过100多次，甚至稍

微用力打喷嚏都会骨折。虽然已经 44岁的张永红身高

只有70厘米，但乐观的他却自称“小人侠”。

由于身体残疾、家境贫寒，张永红只上了两年小

学，12 岁便跟着奶奶学起了剪纸手艺。18 岁时，张永

红来到西安参加剪纸艺术比赛并获得一等奖。那一次经

历让张永红坚定了自立自强的信心，从此开启了他的剪

纸之路。

今年3月份，经过国家级联合法人社团艺术评审专

家委员会审定，张永红获得了“工艺美术家”资质。除

了经营剪纸店，他还免费教授剪纸技艺。张永红表示，

他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通过剪纸自力更生，并将剪

纸这门民间手艺传承下去。

本报实习生 郭云婷摄影报道

张永红展示自己制作的剪纸作品《清明上河图》。

张永红展示他跟奶奶学的第一个剪纸作品《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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