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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通之视点“研讨会召开 与新潮流数码结合

2013-09-27 09:10:00   来源：梅花网 2013年09月26日 

   

  2013年9月23日，日本电通株式会社在上海的分支机构北京电通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沪召开了"第四回上海电通之视

点"研讨会。本次"上海电通之视点"(the View of Shanghai Dentsu)权威解读了新数码潮流的兴起与发展状况，以及如何结合大

数据为企业提供更优化的市场营销解决方案。 

  本次讲座着眼于数码的「以现在为中心的前后变化」为主题，分成生活方面和商业方面两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由北京电通

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王倩小姐讲解关于当前消费者与数码终端之间所形成的关系，以及今后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 第二

部分由北京电通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田中浩章先生讲解在商业领域为了捕捉生活者行动活用大数据的方法。 

  在对新数码发展的研讨环节中，上海电通首先指出数字时代的到来让人们和互联网始终紧密相连。从生活层面上来看，随着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对于信息接收设备的移动性有着更高的要求。智能手机、SMART TV超越了传统PC，成为人们生活和娱乐

的新方式。智能终端的兴起除了使信息传播的速度更为迅捷和碎片化，也有效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完成购

物、学习、娱乐等活动，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商业机遇。电通预测，未来数码终端的发展将更加细化，人们购物和交友的方

式将不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远程交通、医疗、教育可能就此崛起；而人们对移动终端的广泛使用与依赖，将会为企业提供海

量的生活数据和信息，从而为广告的投放提供更精准的依据。 

  基于以上消费者与数码终端之间关系的发展与变化，电通进行了商业层面的拓展。对于企业而言，在市场营销过程中最关心

的是如何发现、捕捉和培养目标消费群体。通过对消费者和数码终端之间关系的分析和利用，企业将能够更快捷、更有效地了解

到目标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媒体习惯、消费习惯等信息，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传播。而实现这一举措的核心依据便是大数据。

电通灵活地运用了大数据背后所涵盖的商业信息，对生活者的「行动」予以深度关注。将生活者的行动，即人口统计和各种调查

数据在地图上进行可视化，进而结合、活用GPS等技术，获取生活者实际行动的信息，制定出更准确的Communication 

Planning。电通同时也强调今后将会对当前数码潮流的发展予以更深入的研究，更有效地把握其对消费者带来的影响，为企业提

供最优化的解决方案。 

  据悉，上海电通在中国已经持续开展了10年以上的业务活动，始终保持着对数码发展与应用的关注和研究。上海电通一直致

力于通过新数码技术的运用，为企业提供更行之有效的市场营销解决方案 

  今后，上海电通今后将坚持从不同角度，结合时下营销传播趋势，开发新的课题，以"上海电通之视点"(the View of 

Shanghai Dentsu)系列讲座作为发布窗口，与业界精英和企业品牌深入共同分享电通智囊团队的独特创见，为推进中国的市场营

销和发展而贡献自己的一份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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