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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 Innography数据分析平台选择 1999—2018年足球相关专利的扩展专利族优

先权文件，进行国家（地区）间竞争态势与核心技术的探索性研究。研究表明，竞争态势方

面，全球专利总量呈上升趋势，但核心专利呈下降趋势；国家（地区）专利局专利总量与专利

权人所属国家两维度均体现出我国专利规模优势与美国专利质量优势。核心专利主要应

用于电子游戏、电视转播与足球运动训练竞赛领域。行业环境以及创新驱动推动了我国足

球专利数量提升，但与大型资本合作以及国家科技实力对质量提升仍有制约，产业发展以

及与高新技术系统是核心专利生产导向。研究认为，应以“政用产学研”创新合作体系在体

育领域中建设为导向，培养我国足球行业可持续创新能力，以提升科技质量；并应注重与高

新技术结合为导向，推动科学研究与专利研发的学科融合发展，以明确创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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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priority files of football related patents in 1999—2018 are selected
to conduct exploratory research on the competition situation and core technologies between

countries (regions) through the Innography data analysis platfor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terms of competition, the total number of patents is on the rise around the global, but the core

patent is on the decline; both the total patent of the country’s (region’s) patent bureau and the

country of the patentee reflect the advantages of the scale of China’s patents and the quality of

United States’ patents. The core patents are mainly applied to the fields of video games, televi‐

sion broadcasting and football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The industry environment and innova‐

tion drive the increase of football patents in China, but the cooperation with large-scale capital

and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still restrict the quality of the patents. Industri‐

al development and high-tech system are the core orientation of the patent production. As a re‐

sult, take the innovation cooperation system of “government, user, industry, university, re‐

search” in the field of sports construction as the guidance, and cultivate the sustainable innova‐

tion ability of China’s football industr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with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as the guidance, and promote the co‐

ord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at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ensure the innovation

goal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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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世界杯上出现了视频助理裁判（video assistant

referee，VAR）、电子性能和跟踪系统（electronic perfor‐

mance and tracking system，EPTS）等足球新科技，技术创新

深刻影响着足球运动发展。我国足球运动以及体育产业

发展不仅需要深化制度改革，更需要科学技术支撑。专

利文献是技术信息有效的文本载体，涵盖全球 90%以上

技术情报，比刊载技术信息早 5～6年（吴新银，2003）。因

此，要利用科技创新支持足球运动发展，通过该领域国际

专利文献客观研判其专利竞争态势情报，促进足球学术

研究与科学技术的互动、转化与布局，推动知识社会环境

下“政用产学研”系统模式在体育学科中的建设，为专利

研发作为足球产业新切入点把握方向，并为足球运动发

展决策机构与相关企业科技管理提供情报信息。

我国体育专利情报学研究主要涉及体育器械与用品

领域专利和运动鞋领域专利竞争情报研究。体育器械与

用品方面，借助北京申办 2008年奥运会成功的契机，我国

体育技术创新于 2001年后进入成长期，但实用新型专利

与发明专利比例仍不平衡（明宇 等，2012；明宇 等，2013a；

邱洪华，2014；钟华梅 等，2016）。美、德、日仍是传统技术

市场中心（张元梁 等，2017），我国高校已成为体育技术创

新重要力量，但也存在整体质量不佳、缺少合作、核心技

术领域研究比重过低等问题（王磊 等，2015）。王骏

（2013）提供了足球单项运动专利情报研究的思路，对本

研究给予了重要启发，但橄榄球专利文献排除条件的客

观性值得商榷，同时专利翻译环节存在大量误译，造成数

据样本可靠性下降。综上，足球运动领域专利竞争的国

际态势及新技术应用是否符合体育领域的大趋势，还应

当对橄榄球、机器人与足球烯（C60）专利文献进行客观筛

选后才能获得可靠结论。

1 研究方法

1.1 专利数据分析平台选择

世界领先的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提供商——思保环

球（CPA Global）旗下的 Innography知识产权智能分析与检

索软件，凭借其强大而完整的数据库，包括专利、商标、公

司、专利诉讼、非专利文献的数据收录以及先进的智能分

析功能，可完成专利检索、智能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

erty，IP）组合分析、专利强度评估、专利策略、诉讼策略、

竞争分析、专利地图，研发策略、收购调查等多项任务。

Innography涵盖 1亿多件来自 104个司法管辖区的国家

（地区）专利数据、财务信息、发明人信息等技术标准及非

专利文献。该软件在专利领域有着广泛使用与海量数据

的支撑，是专利分析的可靠工具。

1.2 数据检索与筛选

1）确定检索范围：通过标题、摘要与权利要求进行查

找，保证数据检索的全面性，避免了标题与摘要查找的全

面性不足，以及全文查找的无效专利过多。限制条件选

择有效专利、国际专利文献（INPADOC）扩展家族、优先权

年（priority year），时间选取 1999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月 31日，共有专利文献 6 738篇。

2）专利文献查全：文中“足球相关”指人类科学技术

运用到足球运动中的相关专利以及足球运动出现在人类

生活需要相关技术中的专利，其中包含外观设计专利、发

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植物专利。文中足球包含十

一人制足球（soccer或 football）、五人制足球（futsal）、沙滩

足球（beach soccer）、电子足球游戏（fantasy soccer/football

game），简化查全检索词为“football OR soccer OR futsal”。

3）专利文献筛选：①检索式筛选方面，排除与橄榄

球、足球机器人、C60等非相关文献以及专利申请翻译过程

中的翻译错误如“football yoke”，通过相关术语进行检索

式编写删除。②人工筛选方面，通过专利文献的阅读人

工删除与橄榄球相关专利文献；并对各个国家专利申请

翻译过程中的翻译错误文献以及专利中形状类似足球部

件但与足球运动无关的专利文献进行删除。

4）专利文献查准：通过在查全文献中排除筛选文献

进行查准，最后获得研究所需文献 3 489篇（表 1）。

1.3 指标选择

核心专利：根据权利要求数量、引用与被引用次数、

是否涉案、专利时间跨度、同组专利数量等因素影响，计

算其强度的高低，且可以综合代表该专利的价值大小。

专利强度的判定根据该软件的公式计算将专利分为核心

专利（8～10强度）、重要专利（3～8强度）和一般专利

（0～3强度）（余敏杰 等，2012）。

2 研究结果与讨论

2.1 国际竞争态势：专利局与专利权人所属国（地区）专利

量的时间趋势与分布

2.1.1 各国家（地区）主要专利局专利与核心专利总量趋势

1999—2018年足球运动相关领域专利全球申请与授

权总量在 2009年出现小幅度增长后逐渐平缓，在 2013年

增长速度激增，2018年增长趋势回落。核心专利方面从

2000—2010年核心专利数量较为稳定，多年保持在 11～

14件，但 2004年和 2006年出现较大下降，分别为 9件与

6件，2006年下降最为明显。在 2010年以后核心专利数

量呈现递减的趋势，在 2017年和 2018年降为 0件。核心

专利占比方面与核心专利的变动趋势极为接近（图 1）。

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专利数量从 2009年开始有

明显增长，在 2015年授权量（147件）超越世界范围内其他

国家（地区）专利局总量（105件），并逐年递增，但在 2018年

有回落趋势。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量从 2013年开始

明显增长，并且逐年递增，在 2018年达到最高值 229件

（图 2）。全球范围内其他国家（地区）专利局呈现指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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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趋势，但申请与授权总量在 2015年后已经与我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有较大差距。我国专利申请预授权量的提

升主要得益于 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

《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2014年国

务院召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以

及 2015年我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影响，政策驱动

下使我国足球市场蕴含了巨大的潜力。与此同时，美国

专利商标局专利授权量与日本专利局申请量均在逐年递

减。由于我国足球市场蕴藏的潜力大大激发了全球专利

布局的兴趣，也减少了其他国家（地区）专利局优先专利

权文件的生产。

美国专利商标局拥有核心专利优势。核心专利趋势

方面，美国专利商标局核心专利授权数量为 146件，为全

球专利局之首，在 2007—2009年核心专利数量达到峰值后

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与全球足球运动相关领域核心专

利总量变化趋势存在极大相关性。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

数量在 2013—2015年有小幅度提升后降为 0件。美国专利

商标局核心专利较多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在美国专利商标

局申请、授权专利的专利权人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同时，

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制度的严格性与审查时间较长，也是

提升专利文献质量的重要制度影响因素之一（图 3）。

2.1.2 专利权人所属国家（地区）核心专利数量、总量地域

分布

我国专利权人专利总量达到 1 912件（1999—2018年），

占据优势。专利总量方面前 10名中东亚有 3个国家，分别

是中国、日本与韩国，专利总量达到 2 304件。美国专利

权人核心专利总量达到 123件（1999—2018年），占据优

图1 1999—2018年足球运动相关领域专利全球申请与授权总量（Total）与核心专利量（Core）趋势

Figure 1. Global Patent Appl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Amount（Total）with the Core Patent Quantity（Core）in Football Related Fields

from 1999 to 2018

注：a为全球申请、授权总量与核心专利占总量比；b为核心专利总量与核心专利占总量比。

表1 数据检索筛选、标准与相应检索数量

Table 1 Data Retrieval Filtering，Criteria and Corresponding Retrieval Quantity 件

流程

查全

筛选

查准

检索式与检索标准

检索式编写：#1 football OR soccer OR futsal

检索范围：标题、摘要和权利要求（Title，Abstract & Claims）

变量控制：①有效专利；②扩展同族；③时间：1999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检索式筛选#10

人工筛选#11

#12=#1 NOT #10 NOT #11

#2（American OR“American style”OR“U.S style”）AND football

#3（Gaelic OR Canadian ORAustralian OR Gridiron OR rugby）AND football

#4（NFL OR NCAA）AND football

#5（Helmet OR tee）AND football

#6（“Shoulder pad”OR“body protect”OR“protect liner”OR“absorb pad”）AND football

#7（soccer OR football）AND robot

#8 soccerene OR soccerballene OR footballene

#9 Football yoke

football专利中关于橄榄球专利（保留可用于足球的技术）

翻译错误专利如“football shirt”“football rod”“soccer east”“soccer star”“air soccer”“soccer basis”

“soccer unite”“soccer section”“football OR soccer shape”等，以及非足球相关专利

专利数量

6 738

259

529

10

308

53

210

101

73

316

1 566

3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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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我国在核心专利方面与美国等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 差距（表 2）。

2.2 核心技术应用：专利权人各所属国家（地区）拥有核心

专利与应用领域

国际专利分类法（IPC）采用等级的形式，将技术内容

按“部-分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逐级分类，形成完

整的分类体系。美国核心专利主要涉及 6部，分别为A部、

B部、C部、D部、E部、F部、G部、H部，共 57小组（其中包

含 1小组未分类）。日本为A、G两部共 4个小组，德国为

A、E两部共 5个小组，卡塔尔涉及 E部 1个小组，中国涉

及A、H两部 3个小组（表 3）。其中，美国技术涉及领域较

广涵盖了电子游戏、电视转播、发射器、训练与竞赛监控、

球鞋、球门、建筑、手套、踢球教学与训练设备等领域；日

本专利权人主要涉及电子游戏领域；德国专利权人主要

涉及球类制造与球鞋生产；卡塔尔专利权人主要涉及球

场建筑领域；我国专利权人涉及建筑、电视转播与球鞋领

域。几个主要高产国专利权人与我国专利权人所涉及的

核心技术主要应用于电子游戏、球类生产、电视转播、发

射器、训练与竞赛监控、球鞋、球门、建筑、手套、踢球教学

与训练设备等领域。

图3 1999—2016年国际主要专利局足球运动相关领域核心专利申请与授权数量趋势

Figure 3. The Total Number of Core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Authorizations in Football Related Fields in Major International Patent

Offices from 1999 to 2016

图2 1999—2018年国际主要专利局足球运动相关领域专利申请与授权数量趋势

Figure 2. Trend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Authorizations Related to Football in Major International Patent Offices

from 1999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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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足球运动电子游戏领域

该技术引用领域的核心动力是基于用户的游戏体验

提升需求。电子游戏维度主要涉及技巧性游戏、幻想游

戏、模拟游戏、视频交互游戏、卡片类游戏等领域。技巧

性游戏方面主要应用于非操作球员控制（Namco Ltd.，

2001）、确定球员最佳位置（Kabushiki Kaisha Sega，2007）、

传球的控制（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 Inc.，2008）、对手

模拟（Sega Corporation，2010a）以及同水平参与者匹配

（Winview Inc.，2019）等领域；幻想游戏中主要应用于价值

评估（Oath Inc.，2012）、扩大使用范围（Voodoo Gaming

LLC，2014）、周赛信息浏览（Clip Engine LLC，2015）及二

次游戏（Nangia，2018）的系统与方法；模拟游戏方面主要

应用于游戏参数调控（Zynga Inc.，2004）、真实运动感觉提

供（Sega Corporation，2010b）与物理位置模拟（Augmented

Reality Holdings 2 LLC，2012）；视频交互游戏具体应用于

低成本高度交互环境（Disney Enterprises Inc.，2010）与具

有触觉反馈的视频交互游戏系统（Immersion Corporation，

2015）。

2.2.2 足球运动电视转播技术领域

该技术领域主要涉及向观众提供多视角观赛的技术

（Front Row Technologies LLC，2010）、视频摘要生成技术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et al.，2010；Sony Corpora‐

tion，2014），向用户提供具体要求的广告（Saturn Licensing

LLC，2014；Time Warner Cable Enterprises LLC，2013）与视

频的技术（Rovi Guides，Inc.，2014）以及物联化设备促进

观赛感受的技术（Monari et al.，2015a，2015b）等。其主要

还是基于用户需求不断推动技术发展。

2.2.3 足球运动训练竞赛领域

2.2.3.1 足球制作工艺领域

该领域为了克服球类易磨损、易漏气、球体不圆、不

同环境下的识别度低、进水质量重等问题，出现了球皮形

状改善双六边形铰接皮块（图 4a）（Nike Inc.，2006）、热粘

合技术（图 4b）（Novation Iq LLC，2013）、外壳材料涂敷技

术（Wilson Sporting Goods Co.，2007）、皮块减少后通过射

频焊接和/或红外焊接的伪接缝技术（pseudo-seam）生产

的世界杯用球，同时材料采用膨胀材料（eTPU、ePEBA、

ePA、ePP、ePS、eEVA）提供更好的弹性性能与抗温变化性

能（图 4c，图 4d）（Adidas Ag，2013，2016）。基于互补的增强

可见颜色（EVCs）定义的视敏度提高技术（图 4e，图 4f）

（Nike Inc.，2011b；Nike International Ltd.，2011）。电子信号

传输内胆相关技术，如压力传感显示（图 4g）（Russell

Brands LLC，2007）、内胆隔间技术（图 4h）（Staudt Helmut，

2005）、非弹性拉力原件支撑（图 4i）和内胆布线技术（图 4j）

（Adidas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08，2013）。

2.2.3.2 足球发射器领域

足球发射器多用于训练与科研领域，以提高球员接

控球与门将接扑球能力、视觉反应能力等，同时可提供控

制速度、角度等变量的相关技术测试与实验。发射器领

域根据推进机制可分为 3类，分别为推动推进（图 5a）

（Mattel Inc.，2005）、气动推进（图 5b）（Davidson et al.，

2011）与双轮摩擦推进，足球领域使用较为普遍的双轮摩

擦推进机制（图 5c～图 5h）（Frevon Inc.，2015；Future Con‐

cepts LLC，2009；Seattle Sport Sciences Inc.，2011；Sports

Attack LLC，2014，2015；Toca Football Inc.，2015）。操控

方面通过数控程序的升级，发射精准度逐步提升。

2.2.3.3 足球运动训练竞赛监测领域

该领域主要涉及足球运动训练与竞赛时运动表现的

监测技术，分为可穿戴设备监测技术（如脉冲无线电技

术、GPS、接触类传感器、SB2传感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三轴陀螺仪传感器等相关技术与元件等）与无穿戴设备

监测技术（如场地激光测速与视频监测技术）。可穿戴设

备主要涉及脉冲无线电技术和GPS等相关技术以解决运

动员在训练与竞赛中的跑动距离、速度、方向（Dunlop

Sports Co.，Ltd.，2018；Plus Location Systems Pty Limited

Can，2003）与接触等表现（Prosports Technologies，LLC，

2017）的数据。无穿戴设备领域，一方面通过激光测速等

设备结合运动能力评价算法对运动员能力进行评估

（Nike，Inc.，2011a；Jason，2011）；另一方面通过视频监测，

如通过欧式距离算法变换消除伪影（Interdigital Madison

Patent Holdings，2013）与无人机拍摄技术捕捉运动信息

（Pillar Vision Inc.，2017）。

2.2.3.4 足球鞋领域

该领域主要涉及足球鞋相关的鞋底、脚垫、面料与鞋

带等领域。其中，鞋底方面主要有防滑鞋钉的组合鞋底

技术（图6a）（Nike Inc.，2005）与弹性技术（图6b）（Nike Inc.，

2014b）；脚垫方面注重能量的吸收、保持与释放（图 6c，图

表2 近20年专利权人在足球运动相关领域专利总量与核心专利

数量国家排序

Table 2 Countries Ranking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Patents and

the Number of Core Patents of Patent Holders in Football Related

Fields in Recent 20 Years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专利总量

专利权人所属国家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德国

英国

俄罗斯

法国

西班牙

澳大利亚

数量

1 912

475

261

131

129

78

61

56

43

28

核心专利

专利权人所属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卡塔尔

意大利

丹麦

中国

加拿大

以色列

英国

数量

123

9

8

4

3

3

3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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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East Texas Boot Company LLC.，2009；Nike Inc.，

2009），可减少地面反作用力的同时抵抗过度内旋；控球

方面注重摩擦力与球面曲率的结合（图 6e，图 6f）（Nike

Inc.，2011c，2012）；鞋带方面注重自系紧功能（图 6g）

（Dashamerica Inc.，2005），面料由传统皮革面料（牛皮、袋

鼠皮等）转向针织面料（图 6h）（Adidas Ag，2015）。

2.2.3.5 球门与运动靶设备领域

该领域主要涉及球门组件的发明与运动靶设备和方

法等。其中，运动靶中主要集中其性能的简便易行与电

子信息反馈（Duty，2012；Melin，2015；Pettys et al.，2012）以

克服体积、重量大以及安装使用困难的问题；球门组件主

要涉及触地监控（Rtc Industries Inc.，2012）、电机驱动移动

图4 足球专利中主要技术示意图

Figure 4. Main Technical Drawings in Football Patents

表3 核心专利专利权人所属国家前4位与我国技术分类布局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op 4 Countries where the Core Patent Holders Belong and the Technology Classification Layout of Chin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合计

IPC技术分类

A63B 69/00：特殊运动用的训练用品或器械

A63B 71/00：在A63B1/00至A63B69/00组中不包含的游戏或运动设备

A63F 13/00：使用二维或多维电子显示器（如在电视屏幕上）显示与游戏有关图像的游戏方面

A63B 41/00：可充气的空心球

A63F 9/00：在其他类目中不包含的游戏

A41D 19/00：手套

F41B 4/00：摩擦轮操作的发射器

A63B 63/00：球类游戏的靶子或球门

A43B 5/00：运动鞋

G06F 17/00：特别适用于特定功能的数字计算设备、数据处理设备或数据处理方法

G06K 9/00：用于阅读、识别印刷或书写字符，识别图形

H04N 7/00：电视系统（television systems）

H04N 5/00：电视系统的零部件（details of television systems）

A43B 13/00：鞋底（soles）

A43B 23/00：鞋帮；靴腿；增强件；其他单个鞋部件（uppers）

G06F 3/00：用于将所要处理的数据转变成为计算机能够处理的形式的输入装置；用于将数据从

处理机传送到输出设备的输出装置

A63B 39/00：不能充气的空心球

E04B 5/00：楼板；用于隔绝的楼板结构；其专用连接件

E04B 1/00：一般构造；不限于墙，如间壁墙、楼板、顶棚、屋顶中任何一种结构

A63C 19/00：运动场、溜冰场、滚木球场或滑水区的设计、布局；各种场地的覆盖物

H04N 9/00：彩色电视系统的零部件

美国

19

8

7

6

5

4

4

3

3

3

3

3

3

2

2

1

1

77

日本

5

2

1

1

9

德国

4

1

1

1

1

8

卡塔尔

4

4

中国

1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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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门（Nelson E，2014）以及球门线探测设备（Kick-point

Spiel Sport et al.，2008；Prosports Technologies LLC，2016）；

橄榄球与足球球门结合组件（Abt Inc.，2015，2016；Sports

field Intellectual LLC，2008，2014）主要应用于美国等广泛

开展该两项运动的国家，方便该两项运动的转换。

2.2.3.6 足球运动建筑领域

该领域主要涉及旋转屋顶（图 7）、冷却与节能系统

（Qatar Football Association，2012a，2012b，2013a，2013b）、具

备电子画线（Saint-gobain Glass France，2015）、电子裁判以

及电子定位等系统的电子体育场（Beijing Keqiang Technol‐

ogy Cultural Center，2019）等。卡塔尔足协（Qatar Football

Association）设计的综合性球场的系列专利值得关注，其在

举办世界杯的背景下，不仅与 FIFA运动医学中心开展相

关科研合作，引进国际知名足球学者［如马丁·布赫海特

（Martin Buchheit）等］，同时也对知识产权保护格外关注。

图6 足球鞋相关核心技术示意图

Figure 6. Schematic Diagram of Core Technology Related to Football Shoes

图5 球类发射器推进机制示意图

Figure 5. Schematic Diagram of Ball Launcher Propuls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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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7 “踢球”基本技术教学与训练领域

该领域主要涉及踢固定低球设备、踢凌空球设备、踢

球与接球的反弹墙设备以及该类设备核心配件。固定低

球设备中基本结构相似，区别在于转动装置，一种为转动

轴（图 8a）（Ohle，2010），另一种为弹簧连接（图 8b）

（Moore，2015）；凌空球设备分为较复杂的系统性综合训

练方法设备（图 8c）（Volley King LLC，2012）与较为简单易

推广的设备（图 8d）（Schell，2015）。反弹墙（图 8e）（Frank‐

lin Sports Inc.，2014）和球体固定装置（图 8f）（Ohle，2009）

在足球教学与训练中具有非常高的应用与经济价值。

2.2.3.8 守门员手套领域

守门员是足球比赛中重要的一环，若出现脱手等技

术问题将可能导致失球，从而导致比赛失利。为解决手

套耐磨性与提升控球能力，出现了减少常见接缝技术，如

减少指关节侧面与掌心部位的接缝技术（图 9a）（Nike

Inc.，2003）；为增加手指接球时背弯曲阻力，将手套面附

着网状材料（图 9b）（Lucas et al.，2004）；为了增强手套控

制能力，形成了增加关节活动范围技术（图 9c）（Nike Inc.，

2013），以及可调节皮带技术（图 9d）（Nike Inc.，2014a）。

2.3 讨论

2.3.1 国家（地区）专利局专利总量与专利权人所属国家（地

区）的我国规模优势讨论

行业环境驱动：足球运动行业政策与事件的激励，推动

市场与社会高度关注。第一次小幅度增长来源于 2009年

图7 足球运动建筑中旋转屋顶结构示意图

Figure 7. Schematic Diagram of Rotating Roof in Football Building

图8 足球基本技术教学与训练设备示意图

Figure 8. Schematic Diagram of Basic Technical Teaching and Training Equipment of Foo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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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促使足球领域专利迅速增长。第

二次大幅度增长得益于《教育部关于成立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与《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

方案》的颁布，足球领域专利量翻倍激增。足球发展环境

的利好也推动了高校、企业、专利咨询公司等专利生产机

构对于足球运动相关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布局。

创新战略驱动：各级政府相关政策推动国家专利申

请与授权数量激增。王杰（2019）认为，我国各级政府，特

别是各省级地方政府从专利申请到授权环节，纷纷出台

了以运用各种政府财政资金资助、补贴和奖励政策为主

的促进政策。此背景下，虽然国家政策引导与 FDI是企业

专利数量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但我国各地区政府资金

资助、补贴与奖励政策对于企业专利增长具有独特激励

作用。国家层面的支持又加之行业环境改善的综合影

响，是中国足球运动相关专利申请与授权量激增的主要

宏观驱动因素。

2.3.2 国家（地区）专利局专利总量与专利权人所属国家（地

区）的美国质量优势讨论

大型资本驱动：美国核心专利生产的大型企业关联效

应。本研究显示，我国专利权人专利总量中个人申请（532

件专利）占比为27.8%，组织专利权人年收入均在250亿以上

的仅有1个企业，专利数量为8件。前20家机构中高校占比

为25%。全球核心专利中有10个企业超出年收入250亿元，

其核心专利为 41件，占比为 25%，个人组织占比为 16.4%。

核心专利的研发、布局需要资金支持，如PCT途径和《巴黎

公约》途径，若提交欧、美、日、韩国家（地区）申请共计费用在

20万～46万美元（包含申请费、审查费、代理费、翻译费），但

PCT审核时间较长，一般为28个月，《巴黎公约》途径约为12

个月。如果专利价值不大，一般个人与企业并不会进行国外

申请与布局。因此，需要大型企业的研发与布局费用支持，

才能实现国际竞争的目标。

科技强国驱动：现代化强国为专利质量提供了资源、

制度保障。首先，美国为了实现科技创新，持续投入并支

持重大科研项目，通过高薪、高科研经费与签证便利引进

世界顶尖科学家，同时依靠先进教育体系培养的后备人

才实现人力财力资源的支撑。对于科技创新尤其是基础

研究与公共利益相关研究会受到制度支持，美国国家科

技创新制度安排是美国科学技术获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制

度保障（潘冬晓 等，2019）。其次，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科技

创新中心，其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和保护力度较其他国家

更为完备和有力，因此美国专利的创新水平、含金量和授

权难度均高于其他国家。

2.3.3 足球运动相关核心专利应用分布讨论

全球电子游戏与新媒体产业迅猛发展推动足球运动

相关专利研发。全球电子游戏产业 2021年估计收入为

1 758亿美元，预计 2024年将达到 2 187亿美元（NEW‐

ZOO，2021）。2017年欧足联各俱乐部足球电视转播总收

入在足球收入（比赛日门票、转播、商品与赞助）中占到

37%，为 75亿欧元（UEFA，2018），在产业发展与大众需求

下，与足球相关的电子游戏专利与电视转播技术专利也

图9 守门员手套核心技术示意图

Figure 9. Schematic Diagram of Core Technology of Goalkeeper Gl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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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众多企业重点专利布局的领域。该产业领域对于足

球运动文化在信息化、娱乐化社会的全球传播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

与现代科技前沿技术结合是足球运动训练竞赛领域

核心专利的重要方式。在球体接缝环节引入纺织业与印

染业常用热粘合工艺，提出伪接缝（pseudo-seam）技术；在

材料方面，引入膨胀热塑聚氨酯、膨胀聚酰胺、膨胀聚丙

烯以及膨胀聚苯乙烯等抗热、耐磨且具弹性材料；还对足

球内胆进行改造，提供了非弹力多径向拉力元件和布线

式两种与电磁发射器相连的内胆结构，以提供数据传输。

在足球发射器领域，从机械化、自动化设备逐步向数字可

控化发展，也体现了电子信息技术引用与布局的重要性。

训练竞赛表现监测领域主要结合 GPS以及脉冲无线电

（UWB）技术对运动员跑动等信息的监控。

核心专利中近期核心专利缺失的原因：核心专利需

要时间与市场的检验。核心专利的统计指标涉及被引用

次数、是否涉案、专利时间跨度、同族专利数量等。首先，

在被引用次数方面，发布时间越长被引越高，所以核心专

利中年代较近、难以产生较大市场应用的被引用次数会

受到限制；其次，在否涉案方面，较高价值的核心专利往

往代表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对于市场的争夺会产

生专利涉案，时间越久涉案的次数越多，这也是影响近期

高价值专利未出线的因素；同族专利数量的布局需要时

间，这也是高价值专利减少的重要因素。

2.3.4 对我国足球运动科技与产业发展的启示

我国在行业环境驱动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背景下体

现出足球运动相关专利的规模优势，但同大型资本的合

作与国家科技实力劣势是专利质量不足的主要原因。市

场导向结合与科技前沿应用是市场竞争的重要能力，但

更重要的内核是创新精神与可持续创新能力。结合以上

结果为我国足球行业科技与产业发展提出如下启示。

1）以“政用产学研”创新合作系统在体育领域中建设

为导向，培养足球行业可持续创新能力，提升科技质量。

我国足球运动相关高质量专利存在“R＆D边际化”问题，

即创新系统中科技型组织与经济性组织资源互动的缺

乏。在知识社会“1.0时代”，“产学研”模式是解决该问题

的重要模式（何郁冰，2011）。但是随着技术发展和创新

形态演变，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在创新平台搭建中的

作用，以及使用者在创新进程中的特殊地位进一步突出，

在知识社会进入“2.0时代”后，科技创新从“产学研”向

“政用产学研”协同发展转变（戴文静 等，2019），推动足球

运动管理部门、足球运动参与者、企业、高校与研发机构

协同发展平台，与足球运动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发展

接轨，提升中国足球行业与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建设足

球运动可持续创新能力。

2）以与高新技术结合为导向推动科学研究与专利研

发的学科融合。在高质量核心专利结果中不难发现与高

新技术的结合是专利质量提升的关键。美国陆军 2016年

6月公布了《2016—2045年新兴科技趋势——领先预测综

合报告》，对原始资料分析产生 690个与科学技术相关趋

势，确定了 24个主要趋势，包括机器人技术与自主系统、

增材制造技术、大数据解析、人体机能增强系统、移动与

云计算、医学进步、电子与计算机控制、智慧城市、物联

网、量子计算、社会增能、高级数码产品、混合现实、先进

材料、合成生物等（Office of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Army，2016）。从这些科技中可以看到学科的交叉

性，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产业蓝图。

此外，无论在体育领域引进科技人才还是在综合性高校

引进体育资源的跨学科培养模式都应值得倡导，同时应

积极的融进“政用产学研”模式中，以发挥更大效益，也为

各高校体育院系改革提供模式借鉴。

2.3.5 研究展望

体育领域内科学与技术情报研究对于学科和行业发

展具有重要价值。“足球”术语在英语语境国家的语义表

达差异、专利文献术语英文误译和同名异意等问题在今

后研究中应格外注意，以免降低研究的可靠性。本研究

对于近 20年国家（地区）维度的专利数量与质量进行了比

较，未来还可以从企业维度、单项技术维度进行研究。专

利分析工具的综合性使用可为专利情报研究提供更为全

面的依据。

3 结语

国际足球运动专利竞争中，全球专利总量呈上涨趋

势，但核心专利呈下降趋势，并体现出我国专利规模优势

与美国专利质量优势。核心专利主要应用于电子游戏、

电视转播与足球运动训练竞赛领域。行业环境以及创新

驱动推动了我国足球专利数量提升，但在大型资本合作

以及国家科技实力方面仍有制约因素。应以“政用产学

研”创新合作体系在体育领域中广泛建设为导向，培养足

球行业可持续创新能力提升科技质量，并注重与高新技

术结合为导向推动科学研究与专利研发的学科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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