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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在城市体育文化传播视角下袁 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上海 3 家主流媒体的世界一级方

程式锦标赛中国站渊简称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冤的报道进行分析研究袁结果显示院从报道数量上

看袁除 2004 年外袁2004要2015 年上海 3 家主流媒体报道报道总量相对稳定袁总体走势趋于减

少曰从内容分布来看袁报道客体以比赛现场和车手特写 / 专访为主曰从报道框架来看袁以专业

框架为主袁倾向于将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作为体育专业问题进行报道遥从城市体育文化传播视

角看袁作为城市体育文化传播主体的大众媒体的传播力尚不足与上海建设全球著名城市的目

标相匹配遥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袁但研究结果也显示出这种状况有所改观袁随着时间的推移袁上
海 3 家主流媒体对传播上海城市体育文化的关注和思考开始逐步进入一种自觉状态遥
关键词院 全球著名体育城市曰城市体育文化曰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曰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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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aspect of urban sports culture transmission, the paper, using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

ysis, studies the reports of 3 Shanghai mainstream media on F1 Chinese Grand Prix. The result shows that except

2004, the total quantity of the coverage of the 3 mainstream media in Shanghai is quite stable, though it tends to

decrease. As to the content of the coverage, the reports basically focus on the venue and the interview of the rac-

ers. And the media tend to put the F1 Chinese Grand Prix into the framework of professional sports. From the

angle of urban sports culture transmission, the transmissibility of the mass media, which is the main force in ur-

ban sports culture transmission, does not match the target of turning Shanghai into a world-renowned sports city.

Though the problems still exist,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hows that things are improving. As time goes on, the 3

mainstream media in Shanghai will gradually pay more attention to Shanghai爷s urban sport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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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媒介行动：本埠主流媒体对

上海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中国站的报道评述
贺 蕾

2016 年 3 月袁 上海市委领导在上海市体育局调研时

明确指出袁 要力争到 2025 年把上海基本建成全球著名体

育城市袁为实现中国体育强国梦做出应有贡献遥 关于全球

著名体育城市尚无统一明确的评价指标体系袁但有关一些

关键性的指标体系袁 在学界和业界还是存在一定共识的遥
总体而言袁那些在体育文化传播尧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

开展等方面袁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城市才有可

能被认定为全球著名体育城市遥目前上海已经形成世界一

级方程式锦标赛中国站大奖赛 渊下简称上海 F1 中国大奖

赛冤尧大师杯网球赛尧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尧斯诺克大

师杯赛尧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尧汇丰高尔夫冠军赛六大精品

赛事遥六大精品赛事既是上海城市体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

分袁也是上海城市体育文化的传播者遥
城市体育文化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袁目前城市体育

文化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尧公认的概念遥 或将之定义为人类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以及从外界吸收的与体育相

关的思想尧准则尧文化等思想价值观念及其表现形式 [1]曰或
将之定义为人类各种体育元素在城市时空中汇集尧 融合尧
升华后的袁被世人认同的袁具备较高竞技艺术水准的人体

动态肢体符号体系袁以及物态符号的总和 [2]曰或定义为人

类城市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吸收的与体育文化相关的

特定文化行为现象袁包括精神尧制度尧物质等内容 [3]曰或定

义为人类在城市发展中袁经过长期实践所创造的体育物质

文化和体育精神文化的总和[4]遥 以上诸种定义表述方式各

有不同袁总体而言内涵大致相同袁城市居民参加体育活动

或观看比赛尧体育场馆尧体育服务尧体育赛事等都是城市体

育文化的特定表现遥 一言以蔽之袁城市体育文化就是城市

的体育生活的方方面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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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对于城市体育文化传播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袁体育赛事可以吸引外界对于体育赛事举办城

市的关注特别是大众媒体对于体育赛事的报道以及对城

市体育文化的传播遥 一项体育赛事在举办期间袁不仅向外

界传播有关赛事本身的信息袁同时也传播着这个城市的政

治尧经济尧文化尧社会等各个方面的信息遥 一个城市举办什

么样的体育赛事袁以什么样的规格举办体育赛事就是城市

体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遥
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是上海六大品牌赛事中的一项袁

其地位和大师杯网球赛尧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尧斯诺

克大师杯赛尧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尧汇丰高尔夫冠军赛并列遥
其级别则居上海六大赛事之首遥本文旨在通过对本埠主流

媒体对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报道的内容分析来评述和反思

上海城市体育文化传播的现状袁通过对上海主流媒体有关

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报道的内容分析来反映上海城市体育

文化传播的现状和问题袁以期实现窥斑见豹的效果袁并在

此基础上对上海城市体育文化传播提出对策和建议袁以期

对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实践有所裨益遥
本文选择的上海主流媒体主要是 3 家报纸院叶解放日报曳

叶文汇报曳叶新民晚报曳遥选择这 3 家报纸进行分析的主要原因

是这 3 家报纸是传统的上海主流媒体袁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

力和公信力遥没有选择广电和网络媒体是因为已有的研究成

果表明袁在实际的新闻生产过程中袁媒体之间的议程往往相

互影响袁报道内容差别度不大遥此外袁未曾选择广电媒体和网

络媒体的数据资料也缘于研究数据采集的可操作性遥

本课题的理论基础是框架理论遥 野框架冶最早在人类学

中使用袁指信息传递的抽象形式 [5]遥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

始袁框架理论被引入新闻传播领域袁1974 年袁社会学家戈

夫曼出版叶框架分析曳一书袁将野框架冶的概念应用到传播

情境中遥戈夫曼将野框架冶定义为个人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

和主观过程遥 人们将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纳入框架之中袁
以便对社会情景进行理解和反映遥 戈夫曼认为袁人们借助

于框架来理解和识别事件袁对生活中出现的行为赋予一定

的意义袁否则这些事件和行为就没有任何意义遥 吉特林发

展了戈夫曼的概念袁提出框架就是野关于存在着什么袁发生

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尧强调和表现时

所使用的准则冶[6]遥 对大众传媒而言袁框架理论意味着在新

闻媒介中存在着不同的袁用以观察描述新闻事件的框架遥
关于框架理论的内涵袁研究者分别基于不同的角度进

行了阐释遥 一种观点侧重于意义的生产过程袁学者加姆森

将野框架冶定义为野有组织的中心观点和线索故事袁为一系

列的事件提供意义冶遥加姆森将框架分为两类袁一是对社会

事件的野框定冶袁二是对社会事件野架构冶袁前者代表取材的

范围袁后者则显示了意义的结构 [6]遥 按照加姆森的观点袁在
新闻活动中袁所谓野框架冶某一事件就是传播者把认为需要

的部分挑选出来袁在报道中加以特别处理袁以体现问题界

定尧归因推论尧道德评估袁以及处理方式的建议等遥 新闻媒

介中的野框架冶袁可以通过选择并突出现实中的某些特征尧
忽略另外一些特征来影响读者袁具体表现为院界定问题尧提

示原因尧建议行动等遥与加姆森的观念形成对应袁恩特曼的

观点侧重于新闻框架的效果遥 恩特曼认为野框架一件事情

就是所感知的现实的某些方面袁并使之在传播文本中更加

突出袁用这样的方式促成一个独特问题的界定尧因果解释尧
道德评价以及如何处理的忠告冶遥 这一观点强调了框架的

效果袁认为大众传媒的传播框架会影响到受众对于新闻事

件的认知框架 [6]遥 根据恩特曼的观点袁受众对于新闻事件

的认知会受到新闻报道传播文本框架的影响遥
无论是侧重于新闻生产过种袁还是侧重于传播效果袁从

框架理论的观点来看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的新闻报道袁媒介

野框架冶是一种必然的存在遥 这些媒介野框架冶不仅可以反映

传媒从业者认知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的框架袁同时也会影响

到受众对于赛事的认知袁 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的体

育文化观念和城市体育文化价值追求遥 对于社会世界和上

海市民而言袁上海城市体育文化既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袁又是

一种主观的认识袁 上海城市体育文化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在

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大众传媒传递的信息袁 因而上海城市

体育文化的传播也会影响到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遥
本文将上海 3 家主流媒体关于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报

道样本的报道框架分为 4 种框架院政治框架尧经济框架尧文
化框架尧专业框架遥这个分类是根据框架理论袁依据记者在

报道新闻事件时如何界定问题来进行的分类遥所谓政治框

架是报道将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这一媒介事件界定为政治

问题来进行报道袁 经济框架则是将之界定为经济问题袁文
化框架则是将之界定为文化问题袁专业框架则是将之界定

为体育竞技专业问题遥 报道如何界定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

这一媒介事件一方面反映了媒介和记者的认识袁另一方面

也将影响读者对这一媒介事件的认识遥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上海本地主流媒体的

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报道进行内容分析袁 以此代表性个案

管中窥豹袁 推知上海城市体育文化传播的现状和问题袁并
在此基础上给出意见和可行性建议遥 在具体的操作方法

上袁首先是通过文献检索袁获取了从 2004 年 F1 进入上海

之后到 2015 年 10 月 30 日袁 上海 3 家主流媒体上所有包

含 F1 报道的全部文字形式数据遥之后通过原始文献阅读袁
剔除了一些与本文主题无关的报道袁 包括 F1 其他站的比

赛报道以及一些与 F1 完全无关袁只不过野搭便车冶借 F1 之

名进行商品或服务推广的文献遥剔除上述文献之后共有样

本 640 个袁其中叶解放日报曳225 个袁叶文汇报曳115 个袁叶新民

晚报曳300 个遥 之后根据对这些文本的初步阅读确定了研

究的类目袁根据文本内容确定两个一级类目袁一是报道客

体袁二是报道框架曰每个一级类目又下设一些二级类目袁
报道客体下设的二级类目主要有院比赛现场报道尧赛事组

织报道尧赛事服务报道尧比赛场地报道尧赛车报道尧车手

特写 / 专访等尧车迷报道尧车队报道尧赛事延伸活动报道尧
比赛花絮等曰报道框架下设的二级类目主要有院政治框架尧
经济框架尧文化框架尧专业框架袁其中文化框架又下设三级

类目院体育物质文化尧体育制度文化尧体育精神文化尧体育

行为文化遥 之后对文本进行编码和数据分析袁形成结论遥

构建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媒介行动院本埠主流媒体对上海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中国站的报道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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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主要对上海本地主流媒体有关 F1 中国大奖

赛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的同时袁 辅以深度访谈的研究方

法袁对部分上海本地媒体的 F1 报道记者进行深度访谈袁访
谈问题主要将文本内容分析形成的结论与 F1 中国大奖赛

报道过程形成对照袁进一步确定文本内容分析的可靠性与

可信度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最终结论遥

从报道数量变化来看袁2004 至 2015 年上海主流媒体

的 F1 中国大奖赛报道总量总体走势趋于递减渊图 1冤遥

图 1 2004-2015 年上海主流媒体有关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

报道总量历时变化

从图 1 可知袁 报道总量历时变化来看袁 除 2004 年之

外袁上海 3 家主流媒体对 F1 中国大奖赛数量相对稳定袁报
道总量总体走势趋于递减遥

2004 年报道总量比较大主要是缘于这一年 F1 刚刚进

入上海袁一方面上海各方面的筹备工作是报道的一大部分

重要内容袁 另一方面媒体对 F1 赛事本身的知识普及介绍

也比较多袁其他各方面报道的内容也比较丰富遥 2004 年袁
叶解放日报曳除要闻版和体育新闻版对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

进行报道外袁还设有 F1 专版进行报道遥内容的丰富相应地

提升了数量袁 使得在报道数量上 2004 年与其他各年相比

表现出一个巨大的差异遥 这种数量的差异可以理解为在

2004 年之后的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报道中袁类似赛事筹备

情况尧上海国际赛车场介绍尧F1 知识普及等相关内容不再

有报道的新闻价值袁因而报道的内容相对比较少袁使得报

道数量呈现出下降趋势遥 这种解释固然有其合理性所在袁
但真正造成报道数量减少的原因却并非单因所致遥

正常情况下随着体育比赛举办年数的增多袁大众传媒

及其从业者对于赛事本身的了解应该是越来越深入袁报道

的内容应该越来越丰富袁数量应该越来越多才是常态遥叶解
放日报曳记者在 2004 年 9 月 25 日的野F1 极速感言冶专栏

中这样写道院野F1 毕竟是一项源于西方的运动袁 在西方已

经发展了五十多年袁而在中国才刚刚兴起遥 与国外长年采

访 F1 相比袁 我们对车队尧 车手的熟悉程度还差得很远冶袁
野我们对 F1 的认识也还不深袁其实好看和精彩的不光有赛

事本身袁还有众多正式车手尧测试车手的甘苦自知的故事

和曲折经历袁 更有运作 F1 背后的深奥巧妙的 耶生意经爷遥
然而袁中国记者往往对这些涉及甚少冶遥 由此可以判断袁即
使是报道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的记者也认为袁2004 年记者

的报道还太少袁了解还不够袁以后随着中国 F1 记者对 F1

认识的深入袁报道应该越来越丰富袁越来越多才对遥
上海市举办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的目的在于打造上海

国际汽车城[7]袁看中的是 F1 的外部经济效益遥 如 2004 年 9

月 23 日叶新民晚报曳报道叶飞驰的感觉要要要写在 F1 中国站

发车之前曳中有野F1 选择了中国袁因为中国有广阔的市场曰
中国选择了 F1袁 因为这是一个展示自己尧 加快发展的机

会冶遥 可见袁 对于 F1 大奖赛的外部效应的期待是上海举办

F1 大奖赛的主要诉求遥2004 年 9 月 15 日袁当时的市政府新

闻发言人焦扬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

对推动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时的回答比较能说明市

政府对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外部性的认识遥 野尽管这是一次

以商业化运作的体育赛事袁 但有助于展示中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成果袁提升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和形象袁推动商业尧
文化尧旅游等第三产业袁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尧石化及相关产

业的发展袁上海市政府对此予以积极支持遥 冶[8]每次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前袁 市领导和组委会领导都会前往赛场反复检

查袁说明了上海市政府对于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的重视遥
根据议程设置理论袁大众传媒报道新闻事件的频次尧数

量尧位置会影响到受众对事件重要性或显著程度的认识遥上
海 F1 中国大奖赛报道数量的变化显然会影响到受众对这

一体育赛事重要性或显著程度的认识遥 2009 年的一项关于

上海市民对上海国际体育大赛的总体印象的调查也证明了

这一点遥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市民印象最深刻的国际

体育大赛中排在第 4 位[9]遥 如果这项调查是在 2004 年进行袁
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比较大的可能性是排在第一位遥可见上

海 3 家主流媒体关于 F1 报道的总量会影响到受众对于上

海 F1 中国大奖赛的重要性和显著程度的认识遥

从报道内容分布来看袁2004 至 2015 年上海主流媒体

有关 F1 中国大奖赛的报道客体以比赛现场和车手特写 /

专访为主渊图 2冤遥

图 2 2004-2015年上海主流媒体上海 F1中国大奖赛报道内容

2004 至 2015 年上海主流媒体有关上海 F1 中国大奖

赛的报道内容分布以比赛现场报道和车手为主在情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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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袁比赛现场和体育明星永远都是大型体育赛事报道的热

点和焦点遥 然而袁热点和焦点却不是一场大型体育赛事报

道的全部袁除了比赛现场报道袁还有大量与比赛紧密相关

却并没有发生在比赛现场的新闻信息有传播的价值遥在这

方面上海 3 家主流媒体都做了相应的报道遥 从图 2 可知袁
上海 3 家主流媒体关于 F1 的报道内容除了比赛现场袁还
有赛事组织尧赛事服务尧比赛场地尧赛车等遥

上海主流媒体有关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的报道内容

分布表现出的问题与数量变化是一致的袁以叶新民晚报曳为
例 渊图 3冤袁 相比较而言袁2004 年的报道内容比较丰富袁
2005要2015 年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的报道内容分布就没

有 2004 年丰富遥

图 3 2004-2015 年叶新民晚报曳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报道客

体分布

2004 年之后袁一些普及 F1 的知识性内容自然不再适合

在随后的报道中再次简单重复袁但是除去了这些内容之后却

并没有随之增加一些较深层的内容袁报道初期所提到的野众
多正式车手尧测试车手的甘苦自知的故事和曲折经历袁更有

运作 F1 背后的深奥巧妙的耶生意经爷冶等内容并没有随着时

间的推移有更多的增加袁这必然会导致报道总量的减少遥

从报道框架分布情况来看袁2004要2015 年上海 3 家主

流媒体的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报道基本上是以体育竞技专

业框架为主袁经济尧文化框架次之袁政治框架最少渊图 4~

图 6冤遥

图 4 2004-2015 年叶解放日报曳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报道框架

分布

图 5 2004-2015 年叶新民晚报曳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报道框架

分布

图 6 2004-2015 年叶文汇报曳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报道框架

分布

如前所述袁 本文将上海主流媒体关于上海 F1 中国大

奖赛报道样本的报道框架分为 4 种框架院政治框架尧经济

框架尧文化框架尧专业框架遥这个分类是根据框架理论依据

记者在报道新闻事件时如何界定问题来进行的分类遥如何

界定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这一媒介事件袁 一方面反映了媒

介和记者的认识袁另一方面也将影响读者对这一媒介事件

的认识遥 从上述数据分析可知袁上海主流媒体在进行新闻

报道时倾向于将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框架为体育竞技专业

问题袁在报道内容选择上自然以比赛现场报道为主袁这两

者相辅相成袁互为表里遥
然而必须看到袁 虽然上海 3 家主流媒体在进行 F1 报

道时以专业框架为主 袁 但是从专业报道角度来分析 袁
2004要2015 年上海主流媒体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报道专

业性表现相对不强遥 在专业框架样本中袁3 家主流媒体专

业性不强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报道内容集中于上海 F1 中国

大奖赛比赛现场描述袁对各车队尧车手的报道也是以娱乐

性报道为主袁技战术分析相对较少袁另一方面在报道中会

出现一些专业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的问题遥
在图 2 和图 3 中可以清楚看到袁报道内容集中于比赛

现场描述报道袁这里主要分析的是在报道中出现的一些专

业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的问题遥 比如同一家报纸对于 F1 领

域中同一个人名的中文译名不同袁同一家报纸对于同一个

专业术语的中文译名也会不同袁最明显的是关于同一个赛

车专业术语野polo position冶袁同一家报纸一时用野杆位冶袁一

构建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媒介行动院本埠主流媒体对上海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中国站的报道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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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用野竿位冶袁令读者困惑袁特别是对于 F1 赛车不太熟悉的

读者更加如此遥
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的门票销售情况报道是 3 家主流

媒体自 2004 年以来的一个重要内容遥以叶解放日报曳为例袁
在 2004 年比赛尚未开始就有在 2004 年 9 月 17 日召开的

首届中国 F1 发展论坛上袁 上海国际赛车场副总经理郁知

非透露袁F1 中国站比赛票务情况相当理想袁目前售票收入

已超过 3 亿元人民币的报道遥 很快袁2004 年 9 月 24 日袁
叶已经售出 90%袁F1 门票炙手可热曳报道野计划出票 15 万

套袁目前门票出售已 90%冶遥 传递给读者的信息是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门票销售情况确实野相当理想冶遥 2005 年袁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实际销售的门票总额达 1.3 亿元遥 2006 年

的报道中有不少篇章细读之下颇有为购票做宣传的意味袁
比如 2006 年 9 月 19 日野它是融合了顶级 F1 赛事尧国际体

育巨星尧40 多项大中小型游乐设备尧精彩演唱会和群众参

与卡丁车大赛的 F1 狂欢节冶[10]的专访报道和野想抓紧最后

一次机会亲眼看看舒马赫的车迷们袁可以就近到上海国际

赛场指定票务分销商处购买赛票冶的票务服务报道遥 2006

年 9 月 22 日袁 则有 野进入九月份袁2006 中国石化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的门票竟然成了紧缺产品袁赛票销售就像黄河

泄洪一样袁每天三千张至四千张的销售量着实让人叹为观

止冶以及野如果按照这种销售态势进行下去袁恐怕在下周买

到几张好位置的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门票将会成为一个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冶[11]的消息报道和野票价虽贵但值得买冶 [12]

的述评报道遥 2011 年关于门票销售的报道一样是野门票销

售情况出乎意料的好冶野赛前制定的销售任务已在十天前

完成冶野去年 F1 上海站 3 天内总共有 15 万观众袁 相信今年

会超过这一人数冶[13]遥 2012 年更是 野今年的观众不但来得

多袁而且来得早冶野票房大大超过预期袁甚至接近耶井喷爷冶遥
然而有意思的是同样在这篇报道里却有着 野除了 F1 进入

中国的头两年袁以及 2006 年依靠耶舒马赫告别演出爷的噱

头火了一把后袁F1 在上海的人气此后就相对淡了不少袁F1
掌门人伯尼还甚至一度不满冶 [14]的内容袁显然一定程度上

否定了前面几年的票务销售形势大好的说法遥之所以在同

一篇报道中关于门票销售出现如此自相矛盾的内容袁最好

的解释恐怕是为了强调和突出 野本次大赛仅周五练习赛袁
现场售票金额就超过了 60 万元袁 而这在过去 8 年是从来

没有过的冶 [14]的报道内容遥 同样袁2014 年 4 月 21 日叶解放

日报曳报道强调野2014 年 3 天赛事期间袁共有 18.5 万名观

众到现场观战冶袁不仅如此袁野此前袁企业一直是上海 F1 中

国大奖赛的购票主力袁 但今年个人购票占了 80%冶 [15]遥 细

读之下袁难免发现同样的数据在不同的语境下被给予不同

的意义袁 却没有一家媒体向读者客观介绍一下目前 F1 大

奖赛其他站的门票销售情况遥如果有了其他站的票务销售

情况袁上海站的门票销售情况自然处在一个大的坐标体系

下袁此时不需要媒体和记者站出来说好与不好袁读者自有

定论遥虽不过是票务报道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 3 家主

流媒体对于 F1 赛事了解有限遥
关于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给上海带来了什么袁3 家媒

体基本上表现出积极的看法遥 野无论从地域的经济还是社

会效益来说袁F1 的拉动效应都很明显冶野F1 期间袁 上海的

餐饮尧住宿尧交通尧旅游业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遥 而巨大的

地理与场地优势袁令许多其他行业浮想联翩遥 比如将来的

汽车展览会可以从静态变为动态袁 将来的嘉定旅游可以

从古迹文化延伸到汽车产业袁 将来的旅游度假又多了一

个新主题遥 可见袁如果利用得好袁这个平台所创造经济效

益是相当可观的袁潜力也是相当大的冶 [16]遥 同样地袁野今年

首次提前到春季举行的 F1 赛事使沪上宾馆酒店的入住

率和房价都得到大幅提升袁 其中对五星级酒店和赛事举

办区域的宾馆影响明显冶袁野这份统计表明袁重大赛事和文

化活动对宾馆旅游业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冶 [17]遥 可见上海

3 家主流媒体对于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表达了基本一致的积极看法遥 这些报道是事实袁 也有依

据袁但也要看到袁一些期刊杂志关注的关于上海 F1 中国

大奖赛的空气污染尧噪声污染袁土地尧能源消耗等方面的内

容上海 3 家主流媒体则较少涉及[18]遥

上海 3 家主流媒体对城市体育文化传播呈现出逐渐

自觉的状态袁 近几年的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报道中开始有

了对城市体育文化的思考遥
2012 年 4 月 12 日叶新民晚报曳报道叶从看热闹到看门

道要要要F1 驶入上海第 9 年正步入直道曳 就是媒体和记者

对 F1 赛车文化及城市体育文化的自觉关注遥 整个报道就

是记者对于 野从最初的陌生懵懂袁 到如今的习以为常袁F1
对于每个上海市民来说袁已不算神秘袁当比赛已经变成一

种常态袁这项赛事对我们而言袁又意味着什么冶这一问题的

思考遥 同样地 2013 年 4 月 15 日叶新民晚报曳报道叶走过十

年迎来 野四月天冶要要要一位车迷眼中的 F1 上海站之变曳可
以视为对上述思考的延续及对回答的详细解释遥野十年前袁
赛事主办方为推广赛事绞尽脑汁袁请娱乐业明星助阵却收

效甚微遥十年后袁主办方关注更多的则是如何服务观众袁改
善观众观赛体验冶遥 野2004 年袁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平均票

价 1 404 元袁最低票价 160 元袁今年平均票价 1 367 元袁最
低票价 80 元遥 70%的观众是自行购票观看遥 另据统计袁10
年前袁高收入购票人群不足 10%袁而在去年袁高收入购票

者已占 1/3冶遥 叶解放日报曳 同样有记者关于赛车文化的反

思遥 野当第十年的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落下帷幕袁在引擎轰

鸣后寂静中袁我们不禁想问院十年 F1袁中国是否已经培育

起属于我们自己的赛车经济尧赛车文化钥 冶之所以有此反

思袁 有着事实依据袁野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办赛初期袁 运营

管理成本昂贵袁每年要亏损数千万元冶袁野从 2004 年首届至

今袁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的票房经历了高开尧低走尧企稳的

曲线冶袁最初几年看 F1 的观众中袁很多人是拿着赠票遥 他

们图新鲜袁也就去个一次两次遥第一年的 3 天涌进了 26 万

人次的观众袁2007 年观赛人数跌至 15 万人次袁2009 年上

座人次不过 13 万袁2010 至 2012 年间票房逐步回暖袁观众

超过 15 万人次袁2012 年达到 18.6 万人次袁2013 年近 19

万人次到现场观赛袁其中 90%是自己购买 [19]遥
上面分析可见袁 上海 3 家主流媒体记者关于赛车文

化尧关于上海城市文化的反思主要出现在近几年袁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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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和记者对于城市体育文化的关注和思考的开始

逐步进入一种自觉状态遥

城市体育文化传播是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

重要指标体系之一遥 从城市体育文化传播视域看袁上海主

流媒体的体育报道也是上海城市体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

分袁 是上海城市体育文化传播的一面镜子和一扇窗口袁从
一定意义上讲袁城市主流媒介如何传播城市体育文化比传

递了什么样的城市文化有更积极的意义遥本文基于框架理

论袁从城市体育文化传播视域对上海 3 家主流媒体的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遥
渊1冤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上海本地主流媒体报道内容

分析结果显示袁 从报道数量上看袁 除 2004 年外袁2004要
2015 年上海 3 家主流媒体报道总量相对稳定袁 总体走势

趋于减少曰从内容分布来看袁报道客体以比赛现场报道和

车手特写 / 专访为主曰 从报道框架来看以专业框架为主袁
更多地将 F1 作为体育专业问题进行报道遥

渊2冤从城市体育文化传播视域看袁上海 3 家主流媒体

在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报道中表现出专业性相对不足的问

题显示出作为城市体育文化传播的大众媒体传播力尚不

足与上海建设全球著名城市的奋斗目标相匹配遥
渊3冤上海 3 家主流媒体对于传播上海城市体育文化的

关注和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逐步进入一种自觉状态遥
研究结果表明上海 3 家主流媒体对于传播上海城市体育文

化的自觉意识随着城市体育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袁 同时也推

动着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袁两者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遥

针对上海城市体育文化传播现状与问题袁本文认为提

高城市体育文化传播的一个有效路径是加强城市政府对

于城市文化传播的重视和引导袁 多渠道传播城市体育文

化袁 重视主流媒体在传播城市体育文化中的核心作用袁提
高上海本地媒体城市体育文化传播的专业性遥

就上海 3 家主流媒体而言袁要进一步强化自觉的城市

体育文化传播意识袁以大型体育赛事为载体传播上海城市

体育文化遥 在报道内容上除了赛场之内袁应该更多地展示

赛场之外的内容袁包括体育场馆建设尧体育制度建设尧体育

文化产业尧市民的体育活动和观赛行为等袁在报道赛事本

身的同时更好地传播上海城市体育文化袁塑造上海全球著

名体育城市形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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