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破圈层-腾讯视频《创造101》节目公关传播

◆ 广 告 主：腾讯视频

◆ 所属行业：互联网、影视

◆ 执行时间：2018.03.15-06.30

◆ 参选类别：内容营销类



背景&目标

国内女团行业普遍不被看好，

行业内人士认为女偶像较男偶像处于天然弱势，

同类型赛制已经被消耗多次，观众容易审美疲劳。

加之选秀行业受到官方限制，传播难度升级。

项目背景



背景&目标

如何让观众接受？

如何得到权威声音背书？

如何从传播的角度上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节目？

传播挑战



背景&目标

突破圈层、创造新的文化现象，

是解决本次传播问题的钥匙和目标。

打破以往偶像类节目受众只停留于饭圈的局限，力图引发各

个圈层人群的广泛讨论，并提炼、展现节目的积极意义。

使节目从一档综艺进化成一个“文化事件”。

传播目标



洞察&策略

转化 执行动作

消费者洞察

内容策划

传播策略



洞察&策略

在结盟追星群体、宅男群体、大学生等网综核心用户的同时，

携手一二线年轻白领女性、职场精英等话语权阶层。

以一二线年轻白领女性为切入口，提前进行人群洞察，设置能够引发其共鸣的话题，以

“新时代女团”“新时代女性”等女性向话题诱发深层讨论。对比其他爆款流量节目，

《创造101》受众中25-35岁人群比例最高、一二线高知人群比例最高。

消费者洞察





媒介&执行

行业圈

深度圈

电影圈

数据圈 To B圈

心理圈 音乐圈 公益圈

娱乐圈

时尚圈

最终所有的圈层都被“舆论旋涡”搅动成为
创造101圈

女性圈 社会圈

深度媒体对节目进行系列人物深度报

道 品牌化身101小姐姐的超级粉丝，

联手点赞让跨界变得更好玩

小姐姐化身“走走

舞”公益活动代言

人，引发大众对公益

的重视

时尚媒体矩阵联合宣推

撬动“女性自信与独立”“男性追

星”“女生看女生带刀子”等话题，引

发社会讨论效应

财经媒体给予节目价值肯定

音乐媒体及乐评人发

声

《创造101》走进

北大研讨会深度探

讨节目的文化意义

学术圈

联动心理专家及心理向、

情感向大号对观众进行情

绪疏导

头部行业大号对节目进行系列

报道

让综艺站上“影视行业鄙视链”

顶端，电影KOL也忍不住安利

财经圈
发布《创造101》传播

报告

上宣

内容策划



媒介&执行

党政媒体点赞，正能量传递贯穿始终

《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微博、客户端、

光明网、央视网微博多次点赞 《创造101》以梦为核，激发青春正能量



媒介&执行

行业矩阵跟踪报道，为新偶像时代护航

@广电时评、@三声、@娱乐资本论、@看电视、@影视产业观察、@冷眼看电视等近30家核心行业媒体矩阵，发布超过50篇系列报道

“最火不过《创造101》”“用创造力实现现象级爆款综艺打造和新时代女团培养的双赢”“站在大的行业背景下讲故事，这才是《创造

101》最大的不同”等观点的提出，为节目确立了坚固的行业占位



媒介&执行

《新京报》、《北京晚报》重点平面媒体多次大版面报道，肯定节目、平台

传递青春正能量，奠定正向舆论基调。

深度杂志：《GQ》、《人物》针对人气成员进行深度专访，挖掘成员背后故

事，收官节点，从成员侧拔高节目深度立意。其中@人物、@GQ报道 文章

阅读量均突破10万

深度媒体专业解读，打造现象级舆论场厚度



媒介&执行

女子力崛起引发社会热议，意见领袖引导舆论浪潮

@反裤衩阵地、@萝严肃、@蓝小姐和黄小姐、@孟大明白、@咪蒙、@新世相、等10W+微信KOL持续关注《创造101》，并随着节目的

推进，不断抛出话题引发网友讨论，助推圈层多角度突破

“女人欣赏女人也是一种刚需”“因为老娘想赢，你就得输”

“胜负心就是少女心”“为什么现在的女人比男人拼多了？”

“生活不易 多才多艺”“生机勃勃 闪闪发光”“女子力才是第一生产力”



媒介&执行

学术圈、财经圈、电影圈等圈层持续关注，凸显《创造101》多维度价值

财经媒体矩阵从偶像市场、新偶像布局角度等多角度关注节目，肯定节目行业价值。 《创造101》联手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多位专家学者开展教学研讨会。以学术观点为轴撬

动节目行业及社会影响力的实践成果显著。从电影圈角度安利节目，将节目与经典电影桥段进行对比，打造“被电影圈安利的综艺”



媒介&执行

《新京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扬子晚报》等主流平媒发布

130+篇次报道，整版报道20+篇次， 凸显《创造101》的社会影响力及话题性。

主流平媒高频次报道，见证新时代女团诞生



媒介&执行

《BBC中文网》、《纽约时报》中文网、英国《卫报》、《环球时报》海外版、China daily、Shenzhen Daily、香港《大

公报》等顶级外媒及国内外语报纸围绕王菊话题及节目主动报道。

7大顶级外媒+国内重量级英文报刊竞相PICK



效果&反馈



效果&反馈

“三指”同期综艺最高 全网燃起粉色风暴

微信指数峰值达2200万，登陆微信搜索热词榜TOP10

该数据碾压《偶像练习生》1400万，《这就是街舞》540万，《热血街舞团》233万

百度指数峰值 27万 ，1000余家网络媒体发布新闻报道近12,000篇，并登陆百

度新闻搜索热点

该数据远超《偶像练习生》8000篇，《这就是街舞》6200篇



效果&反馈

PR数据亮点

几乎“0”负面：媒体负评率低于0.5%

史上最多的10W+项目

超过600篇阅读量突破10W的微信文章，搅动了98%的自来水

时尚媒体矩阵达成，时尚芭莎（芭莎娱乐）、红秀、时尚Cosmo、Onlylady、时尚先生、ELLE、Vogue me等联合宣推，策划“民国风与武侠

风”“Pink Power”“开包记”“探班日记”等活动主题，总曝光量5亿+



效果&反馈

党政及主流媒体多次点赞：《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网、《光明日报》客户端、光明网、《中国新闻出版

报广电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北京晚报》、《南方周末》予以130+篇次报道，

整版报道21篇次
顶级外媒+重量级国际媒体跟踪报道：BBC中文网、《卫报》、《纽约时报》、《环球时报》、《ChinaDaily》等发布大版面稿件
近10篇次
几乎卷入全部媒体参与报道，百度新闻收录达1,100,000篇，

全网累计报道超6,000篇权威媒体自主报道，引发44,000篇跟进报道，220+个网站首页推荐，70+次国内外重点网站焦点图

PR数据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