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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数据被列为继土

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

“第五大生产要素”。如今，数

据已经充分融入到我们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持续为不同的

行业发展赋能，影视行业也不

例外。

上个月，国家电影局组织带

领我们一起去了美国好莱坞进

行行业交流，我们发现，美国的

电影产业虽然很强大，但是我们

国家的电影行业，在数字化发展

和大数据应用上，显然已经走出

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从 2012 年中国第一次出现

了 互 联 网 电 影 购 票 ，到 2015
年，像猫眼专业版这类专业工

具产品使电影行业的认知进入

数字化时代，再到如今，大数据

深入到票务、制作、出品、发

行、营销等各个环节，大数据正

伴随我们的电影行业走出本土

化的生长方式。

一、互联网大数据

如何为电影宣发加码

我想以猫眼的视角来主要

聊一聊，在电影宣发环节，大数

据如何为行业服务。

首先，大数据产品工具，和

大数据服务，为行业提供了高

效的制作及宣发助力。

一方面，从 2015 年起，以

猫眼专业版为代表的数据工具

产品诞生开始，到 2016 年我们

实现了秒级实时票房的刷新，

再到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

工具了解实时票房、实时热度、

实时想看，可以便捷地使用票

房预测、档期日历、无忧云包

场、日冠地图、全网组讯等工

具。数据化的产品工具在 10
年间系统化地向行业提供数据

分析服务，为每个环节提效，也

为行业提供了重要的认知视角

和评价体系。如今，猫眼专业

版在春节档这种重要的档期，

整个档期约有 600 万行业人士

使用。

另一方面，基于大数据分

析，猫眼研究院不仅会在各个

重要档期及节点提供清晰、直

观、透明、全面的市场洞察报

告；同时，在影片的内容策划与

生产阶段辅助决策，在影片的

宣发、上映阶段，通过对实时数

据和历史数据库的挖掘和使

用，为影片在各个环节找到更

优解。其中，猫眼研究院影片

上 映 前 提 供 的“ 电 影 试 映 服

务”，为电影剪辑优化、市场定

位、档期选择提供基于观众侧

数据的建议。例如，猫眼研究

院在《飞驰人生 2》剪辑试映中

发现，影片存在开头节奏不够

利落、闪回情节稍显混乱等问

题，根据反馈的结果，片方对故

事、节奏等进行了调整；进入密

集宣传期后，猫眼研究院的“市

场监测”则通过动态观察同档

影片各项数据的变化，为影片

找到核心受众人群及营销发力

方向，并及时提供宣发策略的

调优建议、提升宣发效率。

其次，大数据为电影的营

销提供了更高效的宣发策略和

更有效的营销方式。

基于对大数据实时、海量

的分析，如今的电影宣发不再

是“模板化”“经验化”的策略

方案，而是更加柔性、更加敏捷

的策略校准，已经可以做到“一

片一策”“一城一策”“一日一

策”，甚至“一时一策”的精准

营销。

同时，以大数据为依托，我

们能创造更懂电影观众、更能

激发用户共情点的营销方式。

比如今年春节档的影片《飞驰

人生 2》，我们通过对《飞驰人

生》IP 的数据调研和春节档人

群及市场环境的洞察，最终采

用“喜剧+视效大片”的春节档

精准营销策略，映前通过差异

化定位吸引观众进场，映后紧

抓“情绪营销”，给观众保留观

影惊喜和观影层次；同时继续

发挥动态宣发优势，在大热档

期和观众讨论场中，以天甚至

小时为单位调整宣发策略，让

观众成为宣发的重要一环。

今年元旦档影片《一闪一

闪亮星星》凭借其“氛围营销”

和独特的“下雪场”方式顺利

“出圈”。之所以这一方式奏

效，也是基于我们庞大海量的

用户数据：我们发现在剧版营

销中，“张万森，下雪了”这句

台词能够精准点燃观众情绪，

因此我们从中提炼出了“下雪

场”这样一个概念，并将其与线

上的网络平台和线下的影院空

间相结合，不断刺激观众观影

热情，带动观众走进影院。

此外，在像《满江红》《八角

笼中》等影片的宣发中，我们都

紧抓广大观众的情绪共鸣点，

打造“情绪营销”；《封神第一

部》则通过线上线下的即时互

动，让网友们在线上的反馈能

够第一时间反哺到线下的路演

及宣传动作当中，实现了片方

与 广 大 观 众 的 全 民“ 共 创 营

销”。

最后，在互联网浪潮下，随

着电影传播形式和渠道的变

化，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猫眼

也为行业提供了更广泛的曝光

矩阵和转化效率更高的营销平

台资源。

一方面，随着用户获取信

息渠道的变化，电影宣发也早

已从纸媒主阵地发展为互联网

主阵地，短视频平台也成为电

影营销的主阵地之一。据猫眼

专业版数据统计，今年五一档

五天内，上映新片在抖音、微

博、小红书、视频号等主流平台

的传播总人次达 252 亿。

另一方面，互联网票务平

台拥有最核心的用户圈层、广

泛的曝光资源，以及一站式的

“影讯+购票方案”，这些不仅

为影片提供了广泛的曝光和直

接高效的票房转化，也通过不

断创新站内的营销玩法，让用

户获得更好的体验和更高的下

单转化。

二、从五一档

看电影市场的几个现象

今年，电影行业处在疫情

后市场恢复的重要时期，从“最

强元旦档”、刷新多项纪录的春

节档，到“最强清明档”，电影

行业在各个档期都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刚刚过去的五一档，

我们的票房和观影人次均超去

年同期，档期内 5 部新片票房

过亿，市场发展势头不减。但

我们通过大数据研究，也看到

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五一档预售票房占

比降低，当日购票占比有所提

升，更多观众选择临时购票。

这一现象在最近的两个档期都

有出现。决策路径的变短对未

来电影的宣发节奏和映后的营

销及口碑热度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如何更快影响观众购票

选择，让影片口碑在临上映“快

速”触达“高转化潜力”的用

户，这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其次，五一档的观众画像

比往年更年长（≥25 岁），对比

疫情后的其他节假日档期，今

年五一档仅比春节档更年轻。

电影市场需要更多“年轻向”的

内容吸引年轻观众，延续市场

的新鲜感和生命力。

最后，从整体观众大盘来

看，市场下沉速度在放缓，人口

增量红利在减弱，如何吸引并

维持存量市场尤为重要。因

此，电影市场未来将长期要向

优质内容和观影频次要市场空

间，这也有待我们行业上下共

同面对和解决。

中国电影的发展离不开行

业内外所有人的支持和鼓励。

猫眼作为中国电影行业的重要

参与者和见证者，也会继续努

力，发挥平台价值，讲好中国故

事，助力中国电影行业实现更

高更强的奋进之路，再续红火

之势！

我发言的题目是“在新时代塑

造中国英雄新形象”。老实说，作

为一个习武之人，不关注英雄是

不可能的；作为一个在动作片领

域工作了多年的电影工作者，不

琢磨怎么塑造英雄形象，也是不

可能的。在我小时候，对中华民

族英雄最早的印象和认识，来自

两类文艺作品，一个是长篇评书，

像《岳飞传》《杨家将》，那些主人

公的爱国精神，当然还有超凡的

武艺，构成了英雄形象不可分割

的整体。另一个是战争片，像《铁

道游击队》《上甘岭》《英雄儿女》，

不但让我不知不觉地就了解了新

中国的历史，也让我认识到要做

现代的英雄，就要掌握现代的技

术，这是和古代武艺完全不同的

新本领。李向阳和双枪老太婆都

能手使双枪，这在大银幕上特别

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那个时候的我，当然没有意识

到，自己潜移默化所接受的，是从

古代到近现代的中国英雄叙事模

式。到了小学、中学，随着电视剧

《霍元甲》、电影《少林寺》《武林

志》等的出现，我们开始接触到改

革开放时代的英雄形象。现在回

想起来，这些影视剧大多把爱国

主义教育的思想性、武术文化传

承的艺术性和影视表现手段的观

赏性融合起来，塑造了许许多多

至今令人津津乐道的大银幕动作

英雄。差不多同时，港台地区的

中国电影人采用类型片的理念和

模式，打造出功夫片这张中国电

影的名片，一系列的影片和功夫

明星也开始从大湾区走出去，让

世界范围的观众初步认识中国。

这个时期所奠定的英雄叙事理念

和动作片模式，一直影响到现在。

大银幕上，一代应该有一代的

英雄，不止满足观众新的娱乐需

求，更满足他们新的精神追求。

新时代的中国英雄新形象是什么

样的？对于电影人来说，这个问

题就变成：要怎么塑造出新时代

的中国英雄新形象？

从创作的起点来说，最重要的

可能是“信”。创造英雄的人，首

先自己得相信英雄的故事，更得

相信英雄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说，“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

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

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

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可见，

如果创作者对坐标不信任或者不

坚定，那塑造出来的英雄很可能

变味。《长津湖》里的志愿军战士

之所以感人，《流浪地球》里的中

国航天人之所以动人，都源自主

创团队对不同故事背景下中国人

脊梁、中国精神发自内心的认同

和崇敬。

“信”的内容又必须“新”。前

辈们已经把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

气质表达得淋漓尽致了，我们要

立足新时代的历史观、民族观、国

家观和文化观，发现新的故事，或

者找到故事的新讲法，为英雄形

象补充新的质。正像习总书记说

的，“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

化”“新时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

中国电影如果能用影像反映出时

代变迁的进程，表达好新时代新

英雄的精神，那么就没有辜负这

一次的历史机遇。近年来，观众

在大银幕上看到了机长、医生、女

排、推销员、外交官、试飞员、宇航

员、登山队等以往没看过的形象，

也看到了和以往不同的八路军、

解放军、志愿军形象，应该说，量

的积累已经出现了，许多影片大

获成功，甚至推动了一些类型的

进步。虽然也有些尝试没完全成

功，但从电影业发展的角度讲，这

是创新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步

子是往前迈的，那就早晚能走到

远方、登上高峰。

不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要实现高效、高质量的创新，就不

能把太多生产力投入到试错上面

去，而是应该追求“精”。电影业发

展要重视产业属性和高新技术，这

两点都和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不

开。还是举我身边的例子，可能有

些人觉得，数字技术是动作片的大

敌，因为数字特效能替代动作表演

者，甚至超越人体运动极限。实际

上恰恰相反，观众永远更渴望看到

真人动作表演不断挑战极限的真

实过程。这就像现代奥运会，体育

选择了产业化的模式，采用了大量

的高新技术，最终目的是为了来帮

助运动员打破纪录。同样的道理，

动作表演的未来发展，也离不开产

业的基础规模、科技的精密运算。

事实上，现在经常有声音质疑动作

片这一类型的前景，质疑传统的英

雄塑造模式。如果引入大数据的

统计，我们很可能会发现，新一代

的观众对动作片、对英雄叙事的不

满足和新需求究竟是什么样的。

这样才能把抽象的困难变成具体

的问题，进而促发我们逐个解决。

也是在这个拥抱产业思维和

高新技术的过程中，我开始遇到

一些具体的问题。近两年，我尝

试着把中华武术和中国动作片的

一些经验做些总结，并且希望能

传下去，就像当年我的武术教练

和电影师傅传给我一样。幸运的

是，我们现在拥有的技术条件、跨

专业支持、社会助力等等都比以

往好得多。我也慢慢意识到，这

真的是个系统工程，它的复杂程

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不管怎么

样，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仍然决定把这件事做下去。以

前，我们希望自己的电影能让观

众相信、喜爱这个英雄梦。现在，

我们希望有更多年轻人一起来塑

造新的英雄形象，用电影的技术

手段和艺术语言来讲述英雄故

事。归根到底，我们是在尝试着

把一个传了不知多少年的中国英

雄梦传下去。在和平年代里捍卫

英雄的情怀，在平凡生活里追随

英雄的足迹。

最后，请允许我再转引一句古

诗来表达一种中国式的英雄观：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

凌”。2014 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总书记引用屈

原的辞赞颂革命英雄。十年过

去，我仍然想做一名这样的武者，

继续为中国电影练功、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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