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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中国电影营销的变与不变
——对话黑马营销创始人杜昊

2025年是黑马营销诞生的第 10个

年头，创始人杜昊带领团队，亲历了中国

电影营销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

的深刻变革。近日，本报独家专访杜昊，

探讨行业十年变迁中的坚守与突破。

杜昊是 2009年进入电影行业，第一

份工作就是在陈可辛导演的公司做电影

《十月围城》的宣传，后加入新丽传媒、伯

乐营销，在 2015年创立了黑马营销。据

其回忆，当年《十月围城》在筹备期的时

候，他们的宣传还主要是在报纸、电视上

传播新闻，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有了微

博，那个时候明星走红毯直播，都是他用

手机拍照然后通过发彩信到官博。

一晃 15年，观众接受信息的渠道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杜昊却觉得，这么

多年来，其实电影营销一直都是在以内

容为核心与观众沟通，对吸引观众进场

的最强动力，从未变过。这巨大的变化，

更多的是发生在传播渠道、用户的反馈

机制，以及技术工具的全面革新。

杜昊将这种变革概括为三个维度：

反馈速度的指数级提升、信息渠道的垂

直化分裂，以及 AI技术对行业效率的革

命性重塑。技术进步极大提高营销效

率，让从业者可以更好理解电影和了解

观众，当然，也在很多微观层面改变着这

个行业。

仪式经济崛起：

用文化符号铸造观影新仪式

在娱乐方式多元化与流媒体冲击的

双重背景下，“如何让观众选择电影院”

已成为电影营销的重要命题。杜昊说：

“如今的问题不仅是‘要不要看电影’，更

是‘为什么要为这部电影走进影院’。”在

这一语境下，仪式感正成为连接观众情

感与影院场景的关键纽带——它不仅

能够为增量观众提供差异化观影理由，

更能通过文化符号的沉淀，持续吸引增

量观众入场观影。

2025年春节档的《封神第二部》便

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影片巧妙抓住

“第一个非遗中国年”的文化契机，将三

千年神话史诗与春节档的集体仪式感

深度融合，安排演员参与各地的春晚录

制，提前拜年，在短视频平台输出中国

神话和中国新年的紧密联系，映前启动

分阵营路演活动，通过角色扮演、方言

互动等形式，深度融入地方年俗，强化

地域文化共鸣。首映礼当天，把现场打

造为“移动庙会”，观众在观影后可参与

非遗手工艺体验（如剪纸、糖画），实现

从银幕到现实的仪式感延续。

与此同时，凭借着发行方阿里影业

超强资源整合能力，更是在北京地坛庙

会等地标处，把传统庙会的游戏与封神

主题结合，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将电

影中神话史诗的宏大叙事与春节的团

圆祈福仪式感融为一体，让“看中国神

话，过中国新年”成为看《封神第二部》

的仪式感。杜昊透露，电影《封神第二

部》一定不算是一部以仪式感为卖点的

典型案例，但能看得出来，仪式感绝对

不再仅仅是跨年和情人节这种特殊档

期专属的了，越来越多的观众会把观影

赋予更多的意义，也是越来越多电影片

方希望能够抓住的增量人群。

颠覆与重构：

AI让电影营销更有想象力

AI的出现，堪称影视行业的“效率

革命”与“认知核爆”。DeepSeek掀起的

技术海啸，不仅将文案校对、资料检索

等基础工作自动化，更以惊人的速度完

成跨学科知识整合。杜昊形容这一过

程为“用算法搭建信息高速路”——以

往需要数周调研的观众画像，如今通过

AI仅需几分钟即可生成精准报告；海量

历史票房数据与社交媒体舆情也能实

时可视化，为营销策略提供动态导航。

他说，目前这个阶段，大家都还在学习

之中，但可以预见的是，这个生产工具

的出现，比以往任何一次信息提取和传

播的工具都更具革命性，也让未来的电

影营销充满想象力。

在 2月 14日情人节上映的《花样年

华》的宣传片中，有一款特殊的宣传片

——王家卫与AI对谈，在这段 8分钟的短

片里，王家卫导演通过回答 AI提出的 10
个有关《花样年华》的问题，把这部25年前

的经典作品与当下观众的意义，为何选择

在这个时候重映，以及和过往的版本有什

么不同等观众关心的问题都一一回答，引

发观众好奇心。“王家卫导演绝对是一个

走在时代前沿导演，他对观众、对时代、对

电影营销的理解，都是极为深刻的。AI是
在这个短片里——前期是他了解观众的

一个工具，后期又变成了这个短片的素

材，AI提供了客观的问题切片，而导演的

回答注入了人性温度。他把他和 AI对观

众的洞察，以及观众关心的问题，通过这

样的一个新颖的形式呈现了出来，是一个

真正的人机协作的电影宣传片。”杜昊透

露，能感觉到，导演制作的这个短片一经

发布，其新颖和鲜活的形式，一下子就拉

近了和当下年轻人的距离，让《花样年华》

这部经典电影，在2025年有了崭新的生命

力。

本土化破局：

设法让引进片与中国观众共鸣

《哪吒 2》的成功，无疑是 2025春节

档最大的惊喜，除了国内票房不断地

攀，越来越多观众注意到《哪吒 2》海外

的票房成绩，也在不断地突破历史，越

来越多的海外观众，通过《哪吒 2》看到

了中国的经典神话和想象力。而让这

个文化走出去的，正是电影。这么多年

以来，世界各国的电影人，都在用这样

的一种形式，来呈现着这个世界各个角

落的语言、文化、生活、情感。中国有越

来越多的电影走出去，也有越来越多的

海外电影走进来，如何让引进片与中国

观众产生共鸣，也是越来越多片方在考

虑的问题。

2024年，电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

生》在清明档上映，其宫崎骏“人生电

影，告别之作”的定位和市场推广策略，

助力电影打破了诸多日漫电影在中国

的票房纪录。 在引进片的营销中，本

土化策略往往是成败的关键一环。《你

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是一个典型案例。

作为宫崎骏导演的最新作品，这部电影

在海外市场以《苍鹭与少年》为名上映，

但在中国市场，却沿用了日版更具哲学

意味的片名——《你想活出怎样的人

生》。“看过电影的观众，应该都能感觉

到，这部电影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宫崎

骏导演的伙伴电影，他更像是宫崎骏人

生的纪录片。”杜昊解释道，“中国的观

众是比较在意电影的意义，这部电影承

载了导演对生命与艺术的深刻思考，而

这个片名承担了它在中国市场上意义

的桥梁。”

这一本土化策略不仅让影片更贴

合中国观众的审美倾向，也成功激发了

观众的情感共鸣。阿里影业和黑马营

销的团队，一起围绕“人生电影”和“告

别之作”两大主题展开宣传，将影片内

容与宫崎骏的职业生涯紧密结合，唤起

了观众对宫崎骏作品的集体记忆。杜

昊透露：“这部电影在中国市场的成功，

不仅在于其艺术价值，更在于我们找到

了它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连接点。”通过

精准的本土化营销，《你想活出怎样的

人生》不仅成为宫崎骏作品在中国市场

的票房新高，更让中国观众感受到了一

场跨越文化与时代的精神对话。

数据驱动营销：

大数据重塑营销决策

在谈及过往营销变革中对自己帮

助最大的外部力量，杜昊第一个提到的

就是阿里影业的数据支持灯塔。他认

为，在电影营销领域，数据的应用已成

为不可忽视的核心竞争力。自 2019年

黑马营销与阿里影业达成合作以来，灯

塔大数据平台便成为其营销策略的重

要支撑。灯塔不仅在上映前提供详尽

的观众画像和偏好分析，还能通过实时

数据监测，帮助营销团队精准把握观众

情绪，动态调整策略。“灯塔的数据服务

让电影营销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

动’，效率与精准度大幅提升。”

在刚刚过去的《花样年华》的重映

宣传中，灯塔数据显示，该片的单人观

影比例高于同期电影。对于一部爱情

片，尤其是一部在情人节上映的爱情片

来说，一定是要去抓情侣观影这个群

体，但这部电影的基因决定了，影迷群

体才是核心观众。“所有电影都希望破

圈，但破圈并不容易，在破圈之前，一定

要照顾好电影核心影迷的诉求，所有的

破圈，都是从最内一圈开始的。”杜昊坦

言，宣发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经

验，当遇到分歧时，自己很希望能够和

灯塔的大数据“对答案”，这种从个体经

验到数据验证，再从数据反馈，重塑营

销决策的过程，确实让营销过程有了极

大的改变。而在电影上映后，灯塔的秒

级舆情反馈功能，更是让团队能够迅速

捕捉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及时调整

宣传方向，确保营销内容与观众情绪同

步。杜昊总结道：“大数据不仅是一种

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它让我们能

够更深入地理解观众，也让电影营销变

得更科学、更高效。”

未来之路：

做电影的“翻译官”与“摆渡人”

从报纸杂志，到微博公众号，再到

抖音小红书，杜昊说自己经历了每一次

技术革命带给电影营销的变化。对于

未来，他说，也许 2025年真的是电影营

销未来的第一年，因为 AI的出现，比以

往每一次的改变都更加的彻底和深。

“AI将在未来承担更多的基础工作，而

人类更多负责灵魂校准，在通往流量触

达这条路上，也许可以借助更多的算法

和技术变得容易，但究竟什么才是在穿

越流量之后能给用户带来的更大的价

值，才是大家更应该重视的。”

从 2015年到 2025年，杜昊带领黑马

营销走过了中国电影市场高速发展的

黄金十年。采访最后，问及黑马营销最

独特的地方，杜昊几乎没有半点犹豫地

回答——就是这个独一无二的团队，以

及整个公司的团队氛围。“中国电影依

然处于高速发展、不断走出去的过程

中，2025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电影

市场可以有多大，天花板可以有多高，

这给我们注入了很多信息，我们希望做

中国电影的翻译官，把好故事讲给世界

听，同时做观众的摆渡人，在他们与心

仪的电影之间架起桥梁。”

2025年春节档的《封神第二部》，以及“后春节档”重映的《花样年华》都取得不俗票房成绩。

前者在《哪吒之魔童闹海》强势挤压下，上映至今票房逼近12亿元；后者两周票房也超过5000万

元。这两部影片的市场成功离不开黑马营销及其创始人杜昊。

谈起黑马营销，要从十年前开始。2015年是中国电影绕不开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电影票房

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一举从前一年不到300亿，提升到440亿，创10年最高增速；这一年，《捉妖

记》创造中国电影的票房新纪录，乌尔善拍出了工业巨制《寻龙诀》，开心麻花出品的《夏洛特烦恼》

让全所有中国观众第一次在大银幕上感受到了“沈马”组合的魅力；这一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刷新了国漫的新高，吴京的《战狼》，陈思诚的《唐人街探案》陆续公映，他们当时自己也许也不知

道，几年后这两个IP的续作将要创造怎么不可思议的历史。

同样这一年，有一家电影营销公司，也悄悄诞生，这就是杜昊创立的黑马营销。在公司成立第

一年，他们就深入参与了现象级喜剧《夏洛特烦恼》的营销工作。而后，黑马营销又相继参与了《战

狼2》《唐人街探案3》《飞驰人生》《独行月球》《万里归途》《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等众多成功“破

圈”的电影营销之中。

本报讯 1月29日，随着熟悉的电影龙标片

头声响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第一

家商业影院正式开业运营，果洛州从此告别无

商业影院的历史，广大牧民群众享受到与城市

影院同步的优质观影服务。

玛沁县位于青海省东南部，是果洛藏族自

治州州府所在地，境内平均海拔3800米，全县

总人口 6万人，常住人口 3.45万人。近年来，

随着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持续加强，玛

沁县于 2016年建成标准影院，但囿于人口较

少、市场规模较小等因素制约，影院一直未能

与商业院线达成合作。2024年，为有效解决青

海省影院建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民族地区县

城影院覆盖不足的问题，青海省电影局认真落

实城乡统筹发展要求，就民族地区人口较少县

城商业影院常态化经营开展广泛调研，研究制

定激励措施，积极推进玛沁县影院商业运营，

作出了高海拔地区人口较少县城商业影院运

营的有益尝试，让中国电影发展成果更多惠及

广大农牧民群众。

截至 2月 10日，玛沁县影院票房收入

88580元，在全省54家影院中排名第44位。

（青海省电影局供稿）

本报讯 由周依然、梁靖康主演的电影《在

她身后》近日正式开机并发布概念海报。海报

中一位女性的侧脸剪影为主体，暗调的色系预

示着她被黑暗笼罩的命运。

影片讲述了即将与相恋多年的男友步入

婚姻的小城平凡女孩，意外间幸福戛然而止、

生活分崩离析，在她身后真相究竟如何？

该片由张律监制，牟志凌、涂画、郭容非编

剧，郭容非执导，周依然、梁靖康、周放领衔主

演，曾梦雪特别主演，王宏伟、吴宇恒、薛旭春

主演。 （花花）

本报讯 近日，由景一编剧并导演的电影

《植物学家》斩获第 75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

KPLUS”单元国际评审团最佳长片奖。

评审团评语写道：“这部电影透过一名男

孩的视角，引领我们沉浸于一个纯粹而原始的

世界。在大自然的魔力之中，他的家园正面临

问题，而他则努力让其重新回归安稳。这是一

则关于失落与希望的故事，静谧而深刻，以令

人惊叹的视觉美学编织而成，唤起我们对大自

然的珍视，也提醒我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

界中，守护自然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影片由景一编剧并导演，由叶斯力·加和

斯力克、任紫晗主演，讲述了中国新疆北部边

境的山谷村庄里，孤独的哈萨克族男孩与植物

为伴，他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中，逐渐隐入植物

世界的梦幻寓言。 （花花）

填补商业影院空白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影院开业

《植物学家》获柏林电影节
新生代KPLUS最佳长片

《在她身后》开机并发布首款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