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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机会

2004年 9 月 26 日，F1 的赛季第 16 站比赛在上
赛场发车。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终于第一次来到
中国。

众所周知，汽车运动是汽车工业、汽车产业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中国彼时还并不具备孕育汽
车运动自然生长的土壤。 因此，当时许多人对 F1 进
入中国并不看好。

但上海很快用巨大的热情回击了这样的质疑。
2004 年首届 F1 中国大奖赛， 门票一票难求———据

统计，3 天观赛人数高达 26 万， 之后两年人数也居
高不下。

舒马赫因为临时引擎，被罚至维修区发车。 但
他的队友巴里切罗最终以 1 小时 29 分 12 秒 420 的
成绩，在十多万上海观众热情的欢呼中冲线，成为了
F1 中国大奖赛历史上的第一个冠军。

2005 年，舒马赫在暖胎圈遭遇追尾，最终无奈
退赛。 雷诺车队的阿隆索最终成功夺冠，并帮助雷
诺车队获得车队总冠军。

2006年，舒马赫终于上演“红河弯”超车名场面，
并夺得了他的第一座 F1 中国大奖赛冠军。 这也是
车王在退役前的最后一座大奖赛冠军奖杯。

2007 年，法拉利车队的莱科宁夺冠；2008 年，迈
凯伦车队的汉密尔顿夺冠；2009 年， 红牛车队的维
特尔夺冠；2010 年，迈凯伦车队的简森·巴顿夺冠。

7年时间，F1 中国大奖赛诞生了 7位不同的冠军
车手。 这可能正暗合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气
质———这是一座海纳百川的城市，这是一座充满奇
迹的城市。 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机会，在
这里完成不可能的超越。

上海超越

2011 年， 汉密尔顿终于拿到了第二座 F1 中国
大奖赛冠军奖杯，那一年，一家媒体如是报道了汉密
尔顿二度夺冠的场面，我摘抄了下来，并保存至今：

“4 月 18 日， 在巨大的马达轰鸣声与车迷的尖
叫声中，车手汉密尔顿的赛车呼啸着冲过终点。 F1
上海赛的新科冠军来之不易，在上跑道之前赛车出
现发动机燃油泄漏，一度使人以为汉密尔顿会失去

发车杆位，但最后一分钟，汉密尔顿还是拖
着未完全装好的赛车进入赛道。

其后的过程一波三折，发车抢位，一路领先，被
超越，追赶，反超越，最后时刻的冲刺，一场酣畅淋漓
的胜利。

在上海嘉定的赛车场外， 你会看到这个城市正
在发生的变化，如同汉密尔顿的上海站赛程一样，充
满了曲折。 21 年前的同一天，上海浦东新区宣告成
立。在中国沿海，那些被宣布获得特殊政策的城市已
经沿着市场经济的大道向前冲刺了十多年。 上海在
那时犹如出现燃油泄漏的赛车一样， 才刚刚冲上跑
道。但接下来的比赛中，上海一路狂飙，后来居上，在
21 圈过后，将国内参赛者甩到了身后。

现在，欢迎来到世界城市顶级赛事，与上海争雄
的城市是纽约、伦敦、巴黎、新加坡、香港这样的重量
级选手，决心要回到世界之巅的上海，开始展示出自
己的魅力。 ”

上海魅力

同样在 2011 年， 上海和 F1 管理公司签下了第
二轮七年的合约。

实际上，这一次合同谈判起初并不顺利。
当时谈判焦点就是如何让 F1 在上海可持续发

展———上海的谈判诉求，一是降低申办费用，二是想
与 F1 一起分享商业资源。

F1 的创始人老伯尼一开始完全不接受这样的
条件，双方先后谈了四五次，有的在英国，有的在上
海，谈判过程中老伯尼甚至直接摔门离去。

直到上海方面提出一个终极问题：你需要 F1 继
续留在上海吗？ 如果需要，双方必须做些调整。

这个问题切中了老伯尼的“软肋”，虽然只承办
了几年，但上海在 F1 的国际版图里，已经具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

2008 年，上海方面想在 F1 赛场上的看台，覆盖
一幅 8000 平方米海报，趁着直播 F1 赛事的机会，向
世界宣传上海世博会。老伯尼终于松了口风，说要亲
自来上赛场看看。

到了上赛场，老伯尼坐车沿赛道绕了一圈，他看
着看台上世博会的超大幅宣传海报， 这代表着两年
之后，上海的再次蝶变。

最终， 老伯尼只提了一个要求：“海报可以再做
好看一点。 ”

在此之前，F1 从未出让过曝光权， 哪怕是公益
性质的。

从 2011 年开始的第二轮合同，F1 申办费用降
低了 40%。

上海征服了老伯尼， 正如在此之前， 以及在此之
后，征服的无数人，比如华特·迪士尼公司，比如马斯克。

这是上海从未丢失过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老伯尼提出“海报好看一点”

的要求后，久事赛事要求供应商连夜赶工，一夜之间
制作、铺设了 8000 平方米的一次性草毯。

与舒马赫、汉密尔顿在赛场的驰骋相比，这又是
另外一种“上海速度”。

上海速度

上海的神奇之处在于，无论是在哪个赛道，都能
跑出令人惊叹的速度。 F1 在上海的二十年时间，我
们看到金融赛道， 上交所的规模已经追上了国外几
百年的发展；在城市建设赛道，轨道交通的里程早已
全球领先；在科技创新赛道，上海科创中心指数连续
十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速……

此外，还有航运、贸易、商业、城市更新等等，数
不胜数。

如此密集的发展节奏， 并不影响上海国际赛事
之都的建设速度。

自 2004 年 F1 落户上海之后，2007 年开杆的斯
诺克上海大师赛，2009 年 ATP 网球大师赛永久落
沪，2014 年环球马术冠军赛也来到上海……

全球顶级赛事的魅力已经显露无疑， 比如大家
熟悉的中国车手周冠宇，就是 F1 中国大奖赛培育出
的第一代车迷。

当 F1 落户上海之后， 许多人都习惯用 F1 的速
度比喻上海的发展速度，但细究一下，两者其实还是
有不同之处的。

F1 赛车的引擎数量 ， 实际上在不断减少 ，从
V10，2006 年的 V8，再到 2014 年的 V6。 但上海的发
展引擎，却在逐年增加。

2019 年 4 月 14 日，F1 第 1000 站在上海落幕，
汉密尔顿代表梅赛德斯车队在上海第六次夺得中国

大奖赛的冠军。
2024 年 4 月 19 日，F1 中国大奖赛回归。 F1 和

国际赛事之都，重新成为上海发展的引擎之一，继续
成为上海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源的一部分。

现在唯一的疑问，是谁会在这个 4 月，捧起 F1
中国大奖赛的冠军奖杯，成为上海速度的新代言人？

F1中国二十年的
四个上海侧影 子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