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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足球国别竞争日趋激烈，足球科技创新成为影响足球事业发展的关键。运用

文献资料调研、实地调查、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探讨足球科技创新政策演变、驱动要素及

其关系，以及技术发展与政策创新的协同演化机制，基于技术与政策的现实制约，提出实践

策略。研究发现，足球科技创新在技术层面存在基础性科学研究支撑不足，关键核心技术

缺失，技术发展不均衡；在政策层面存在针对性、前瞻性及支撑力有限，政策执行系统不完

善，政策创新与技术发展协同不足等问题。亟需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改善政策环境，提高政策创新效能；推动领域、区域、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推进技术与

政策的协同发展，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高水平足球科技创新人才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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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the competition among countries in football is becoming increasing‐

ly fierce, and footbal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foot‐

ball. Us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expert interview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footbal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ies, driving facto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realistic constraints of technology and policy, practical strat‐

egies are proposed. The study found that footbal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support, lack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and unbalanced tech‐

nological development at the technical level; limited pertinence, foresight and support at the pol‐

icy level, imperfect policy implementation system, and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between policy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t is urgent to strengthen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ac‐

celerate the research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improve the policy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innovation;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fields, regions, and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policies, 

and improve the innova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improve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and 

build a high-level footbal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alent team.

Keywords: footbal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policy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G843  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

足球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性运动，在我国有着广大的群众基础。振兴和发

展我国足球事业不仅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也是培育体育文化，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体育强国战略的现实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我国足球事业发展。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将振

兴足球事业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高度。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快速迭代，

科技创新逐步成为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国际体育竞争格局的关键。现阶段

足球领域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需求日益增强，加快足球科技创新发展，对于提升

足球训练竞赛的科学化水平、助力足球产业提质升级、提高足球国际竞争水平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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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依据世界足球科技创新发展态势，2016 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

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6—2050 年）》，提出推动互联网技术与足球产业深度

融合，重点引入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新技术

和新业态，促进足球产业多点创新；2021年国家体育总局

发布《“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引领

的科技革命，将为体育发展提供更强大的科技支撑，有利

于深化足球改革，打造强支撑的科研攻关和服务团队，增

强为国争光能力。目前，我国足球领域科技创新仍处于

起步阶段，与世界足球科技创新强国在技术发展及政策

创新支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新时代，技术发展为我

国把握新兴技术先发优势，实现足球科技创新的后发式

跨越提供机遇。同时，由于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产业

变革失衡风险以及技术安全风险，给我国足球事业带来

严峻现实挑战，迫切需要推进适应性的政策创新发展。

关于足球科技创新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足球训练

竞赛的科学化发展（罗冲 等，2022），职业联赛以及社会足

球的智慧治理（何杰 等，2021），技术发展下的足球政策创

新（于文谦 等，2021），足球科技创新的信息安全（张鹏，

2022）、技术风险以及伦理问题（周生旺 等，2021），国际足

球科技研发竞争态势（傅鸿浩 等，2022）等方面。特别是

在现代前沿技术与足球领域融合创新方面，如“互联网＋

足球”、区块链等数字技术驱动足球智慧化发展（郝文鑫 

等，2020）、足球训练竞赛的科技创新应用（吕默然 等，

2023）等成为研究热点。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探讨驱动足

球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及其关系，分析技术发展与政策

创新的协同演化机制，探寻解决技术与政策现实制约的

实践路径。

1 技术发展下的足球科技创新政策演变进程

不同时期科技革命下的技术发展，为足球科技创新

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手段及科技支撑。由于技术发展带来

的足球科技创新特征及范式的改变，需要政策治理的相

应变革，实现技术发展与政策选择相适应，推进足球事业

与科技交叉融合并快速发展（图 1）。

第一阶段（1850—1900 年）：蒸汽机的发明、铁路的建

设以及制造业技术革新为足球科技创新提供了基础性条

件。这一时期足球科技创新的范围有限，主要集中于装

备制造，如足球材质的改良，采用更为耐用和性能更加稳

定的橡胶内胆，提高足球的弹性和耐久度。此阶段，足球

科技创新基础薄弱、动力不足，缺乏系统研究体系及研发

资金支持，发展受限。该阶段科技创新存在封闭式、简单

模仿式特征，科技创新主体的经济收益低，较难维持持续

性推进技术发展的创新活动，容易带来市场失灵风险。

因此，增加足球领域技术研发资金投入，保护足球科技创

新主体权益，鼓励及吸引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等多元创

新主体参与足球科技创新是该阶段政策创新选择的主要

方向。

第二阶段（1901—1950 年）：随着电视传媒、材料科

学、电子通信等技术发展，足球科技创新方向更加多元，

实现了“从无到有”至“从有到多”的进阶，逐渐从模仿式、

渐进式向开放式创新范式演变。该阶段的技术发展逐步

推进足球训练与竞赛的科学化、装备材料革新、观赛与传

图1　 基于技术发展下的足球创新演变进程

Figure 1.　 Evolution Process of Football Innovation Based 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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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技术优化以及裁判技术升级。如 1937年英国广播公司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播放了阿森纳与阿

森纳预备队之间的一场友谊赛，成为历史上第一场在电

视上播出的赛事，足球从此进入转播时代。随着技术迭

代发展，1946 年 BBC 更是首次实现了以直播形式播放足

球赛事。该阶段足球科技创新主体存在利益分配不合

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以及组织协调失灵等突出问题。

因此，政策创新主要通过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保障足球科

技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组建及优化足球科技创新

管理机构，提高组织协调能力。

第三阶段（1951—2000 年）：随着信息技术、电子计算

机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足球科技创新迎来了开放式、颠覆

性的范式转变，在足球观赛与传播、训练竞赛监控、装备

制造等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如 20 世纪 90 年代，集无线

通信、数字信号处理（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DPS）、传感

器等技术而创新发展的足球训练无线心电图、心率监测

仪器在德国、巴西、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世界足球强国俱乐

部以及国家队得到广泛应用，快速提升了足球训练及竞

赛的科学化水平。该阶段国际足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

足球科技创新未来发展领域及趋势成为关注的核心问

题。因此，明确足球科技创新重点发展领域，制定正确的

科技创新发展战略，避免方向失灵风险是该阶段政策创

新选择的重点。

第四阶段（2001 年至今）：该阶段人工智能、量子通

信、新材料等技术快速涌现，推动着足球科技创新朝着更

高性能、智能、可持续化方向发展。如皇家马德里、切尔

西等足球俱乐部普遍采用最前沿技术开发的硬件（如柔

性传感可穿戴设备）及软件（如 Catapult 数据分析系统）服

务训练及竞赛，提升其智能化水平。该阶段足球科技

竞争日趋激烈，世界主要足球科技强国的科学研究以及

专利研发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技术垄断及封锁趋势

明显。足球科技创新逐步向自主式、共生式以及有组织

的颠覆性创新范式演变。该阶段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打破关键技术“卡脖子”风险，开展前瞻性布局，把握足球

科技创新先发优势成为政策创新选择重点。现阶段我国

作为足球科技创新后发国家的模仿式创新面临严峻

挑战，自主创新失灵风险凸显，新时代如何实现我国足球

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政策创新选择的核心

议题。

2 足球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要素及其关系

2.1　足球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要素　

2.1.1　足球科技创新需求　

新时代，作为驱动足球科技创新的源动力，不同层面

的足球科技创新需求赋予了足球科技创新崭新的历史意

义和发展契机。1）足球科技创新是落实国家创新发展战

略，加快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发展足球新质生产力，

实现中国足球梦的现实需求。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

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2016 年，《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

2050年）》提出“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共圆中华儿女的

足球梦想”的远期目标。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强调，一是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二是要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

增强为国争光能力；三是要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培育经济

发展新动能。2）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技

术，构建协作有力、管理高效且适应现代化发展需求的足

球体系，以科技创新助力足球协会、俱乐部以及职业联赛

改革与发展的需求提升。如利用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

同、远程协作工具以及自动化办公系统等提高足球协会

内部管理效率（刘向晖，2023）。足球职业联赛及俱乐部

在科学化训练与竞赛、运动员选材、智能化足球场馆建设

与管理、创新赛事传播及运营等方面的科技创新需要显

著增强。3）足球企业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产品竞争优势，实现超额利

润。同时就足球消费者而言，消费需求升级显著。如观

众观赛体验需求升级，英特尔True View技术（多视角观赛

技术）实现了足球场馆的三维场馆信息观赛，观众可以切

换到场馆中的任意角度观看比赛。此外，球员、球队以及

教练员的科学化技术分析和战术安排、伤病防治、身心监

控等领域的科技创新需求激增。总体而言，足球领域不

同层面的科技创新需求驱动足球科技创新整体朝着更高

效、智能、可持续方向发展。

2.1.2　技术发展　

技术发展是驱动足球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动

力，以技术发展引领足球科技创新，是开创现代化足球事

业建设新局面的重要实践。1）技术发展拓展足球科技创

新消费及产业发展新空间。技术发展作用于足球产业而

催生出新业态、新模式，在满足足球领域消费结构升级现

实需求的同时，也为足球产业发展带来新的科技创新领

域空间，影响并改变着足球消费模式、习惯及内容。如适

应于足球领域的智能可穿戴设备、线上购票终端及观赛

App 等不断优化升级并被广泛应用推广。2）技术发展催

生足球科技创新新动能。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背景下，

其他学科先进技术的发展为足球科技创新提供了新的工

具及平台（王子朴 等，2022），特别是随着现代生物、新材

料等前沿技术发展，为足球科技创新注入新的技术动能。

如基因检测、基因编辑和分子生物等技术为评估足球运

动员的健康状况、遗传倾向和伤病风险，实现精准医疗提

供了创新发展机遇与条件（袁凌峰 等，2022）。技术发展

赋能足球科技创新的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有效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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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企业及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活力，增强其动能。3）

技术发展提升足球科技创新的效率及质量。技术发展加

快信息、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的快速融通，推进国家重

点实验室、体育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加速国家各级各类优质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技术

研发资源融合，开展基础性研究及关键技术攻关，系统提

升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效率和能力，整体提高足球科技

创新的质量。如技术发展下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数字和

移动支付以及跨境支付系统的改进等，为加速足球科技

创新领域内的资金流转提供条件（邹新娴 等，2023）。

2.1.3　政策创新　

政策创新是指政府及相关部门或其他决策机构采取

新方法、新理念或新工具，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满足

人民群众需求或应对挑战的过程（王子朴 等，2024）。政

策创新作为足球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引领足球科技

创新发展方向，优化足球科技创新环境，为足球科技创新

发展提供支撑与保障（潘玮 等，2024）。1）引领足球科技

创新发展方向。一是政策创新具有前瞻性，政策制定时

瞄准世界足球科技发展前沿，聚焦足球事业发展关键领

域和重大需求提前布局，引导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

元科技创新主体集中资源开展攻关研究。二是政策创新

在制定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方面起到引领作用，为足

球科技产品的研发提供标准化的参考依据，促进行业健康

有序发展。如 2018年国际足球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

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FIFA）正式启用视频助理裁

判（video assistant referee，VAR）技术，同时制定了严格的

技术要求及操作标准，引领VAR技术研发方向，推进其应

用标准化（陈飞 等，2018）。三是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

税收优惠和减免、资助补贴等方式支持足球科技创新项

目，展示优异技术成果，达到示范引导的效果。2）优化足

球科技创新发展环境。一是通过政策创新实现政策与技

术发展相适应，有效规避技术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技术风

险以及人本位缺失带来的伦理风险。如 2018年欧盟颁布

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对足球俱乐部等机构收集、处理和存储球迷、球

员和员工等数据的过程提出了严格监管要求，确保参与

足球活动中各方数据的隐私和安全（杨晓光 等，2024）。

二是保障足球科技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通过健全公平

的市场准入和竞争机制，确保创新主体在足球科技创新中

享有平等的机会，防止市场垄断和不当市场竞争。同时，

颁布相应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为足球科技创新成果

提供法律保障，保护科技创新主体利益不受侵害。3）支撑

足球科技创新发展进程。一是政策创新推进足球科技创

新人才培养和引进，为足球科技创新提供拔尖创新人才

和实践创新人才支撑。二是围绕足球科技创新需求提供

专项资金以及税收优惠政策等支持。三是政策创新有利

于构建集领军型创新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国家重

点实验室等高层次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体系，支撑足球领

域基础性研究、前沿技术以及关键核心技术的重点突破。

2.2　足球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要素关系　

当今世界足球水平快速提高，国际足球科技竞争态

势日趋激烈。为更好把握足球事业发展主动权，实现振

兴中国足球的战略目标，亟需充分发挥足球科技创新核

心要素的驱动作用，协同推进足球科技创新，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1）技术发展作为足球科技创新的基础动

力，为解决足球科技创新发展中的智能化、信息化、数字

化等需求提供人工智能、新材料以及网络平台等技术工

具及平台支撑。同时，技术发展驱动政策创新，提高政策

反应速度及质量，规避技术风险，实现政策创新与技术发

展相适应，为技术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2）足球科技

创新需求作为足球科技创新的源动力，驱动科学研究聚

焦于足球科技创新亟需的基础性研究以及核心关键技术

攻关等重要领域，在解决创新需求难题的同时推动技术

发展。同时，足球科技创新需求为政策创新提供了方向

和目标，对政策创新布局及其规格产生影响。3）政策创

新作为足球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通过创新政策工具、

治理结构、执行方式等方面，培育和发展足球科技创新领

军主体，推动资源要素合理配置，响应足球科技创新新需

求。同时，政策创新为技术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法规、资

金、市场等技术发展环境，引领技术发展方向，支撑技术

发展进程。总体而言，技术发展、政策创新和足球科技创

新需求作为三大核心要素，各自发挥不同作用，又存在着

相互依赖、互利共生的动态关系，共同驱动足球科技创新

进程。正确认识和处理三者关系，有利于为足球科技创

新营造良好的主体环境、要素环境、制度环境、动力环境

和市场环境，构建完善的生态系统，驱动足球科技创新的

高质量发展（图 2）。

图2　 足球科技创新核心驱动要素关系示意图

Figure 2.　 Driving Diagram of Core Elements Relationships of 

Football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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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发展与政策创新的协同演化

“协同演化”由 Ehrlich 等（1964）提出，强调物种之间

动态的互动演化关系。在 20 世纪后半叶，特别是随着复

杂系统理论的发展，将“协同演化”的概念明确地应用到

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技术发展与政策创新作为足球

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在驱动足球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中，

二者存在动态的协同演化关系，技术的进步需要适宜的

政策环境支撑与引导，而政策的创新也需要适应技术发

展的现实状况（余明桂 等，2016），以确保技术进步能够有

效服务于足球事业发展。

3.1　技术发展与政策创新协同演化中的反馈循环机制　

反馈循环体现了技术进步与政策变革之间相互作用

的动态过程，反馈循环机制根据作用的性质和结果，分为

正反馈和负反馈（肖芬蓉 等，2020）。正反馈循环在技术

发展与政策创新协同演化中起到加速和放大的作用，是

自我增强的过程（李烨 等，2024）。1）技术发展推动政策

变革。新一代前沿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强劲驱动力。技术发展的驱动作用推动政策制定者创

新政策以适应技术变革。如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助推足球

产业多点创新以及提质升级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为促进

其与足球的深度融合，《中国足球长期发展规划（2016—

2050年）》重点提出了“足球＋互联网”的创新行动。2）政

策创新促进技术发展。响应技术变革的新政策为技术发

展提供保障与支撑，通过颁布法律法规、财政补贴、税收

优惠、研发资金资助等措施，推动技术的科学研究、专利

研发以及商业转化。3）技术和政策的协同优化。在技术

发展与政策创新过程中，二者达到适应性匹配，形成相互

促进的良性循环，在同步优化中推动足球科技创新发展。

同时，要警惕由正反馈循环带来的技术与市场过热风险，

需要适当的政策监管进行调节和平衡。如在足球训练竞

赛中过度依赖科技手段提升竞技水平，增加了科技僭越

体育身体主体地位风险，导致人的身体伦理价值缺失（周

生旺 等，2021）。

负反馈循环是一个自我调节的过程（王伟伟 等，

2024）。1）政策失效反馈下的技术风险管控。由于原有

政策不能适应现有技术发展而导致政策失灵，致使社会

风险、安全风险以及产业变革失衡风险加剧，需要重新研

判技术发展态势，及时调整及优化政策，抑制、消除技术

风险，保障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及其有效性。2）技术发

展限制反馈下的政策优化。在技术发展受到限制时，如

遇到技术瓶颈或市场接受度不高的情况，政策制定者需

重新评估和调整政策，消除技术发展障碍，支撑技术的创

新和应用。

3.2　技术发展与政策创新协同演化中的适应性机制　

适应性机制是指在技术和政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各方主体根据环境变化和反馈信息进行自我调整和优

化，以适应新的发展条件和现实挑战（聂增民，2020）。适

应性机制主要体现在：1）技术的迭代与优化。足球领域

技术发展进程中，科技创新企业、科学研究机构等技术研

发主体依据政策导向、市场需求、消费者反馈以及市场竞

争等现实环境，对现有技术进行改进，推动技术朝着更加

成熟、先进以及符合市场及社会需求的方向发展。如球

门线技术（goal-line technology，GTL）、智能足球、柔性可

穿戴、VAR 等技术在不断适应各方要求的基础上，持续调

整发展方向，实现技术优化升级。2）政策的动态调整与

创新。现阶段随着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前沿技术的快速

更新迭代，技术发展的速度往往超越政策创新进度，导致

现有政策滞后于技术发展，技术风险增加，对现有政策形

成挑战。因此，FIFA 以及国家机构等各级政策制定主体

既要掌握技术发展的现实情况，同时也要注重科学技术

发展趋势研判，及时对现行政策进行评估和调整，提升政

策创新的灵活性及前瞻性，确保政策能够及时响应技术

发展变化，在促进技术发展的同时有效管控技术发展带

来的风险与挑战。3）多层级的适应性反馈。一方面，技

术发展与政策创新在个体层面（如运动员、科技创新公

司）、社会层面（如职业联赛、足球协会）以及国家层面产

生影响，不同层级的主体在新环境中做出适应性反馈；另

一方面，在综合考量和分析各层级适应性反馈基础上，融

通各层级反馈及现实需求，推动技术发展与政策优化适

应不同层级新的反馈需求。

总体而言，技术发展与政策创新的协同演化突破了

传统的线性思维以及机械决定论的范畴，为重新审视技

术发展与政策创新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更深刻

的理论内涵以及现实解释力。在足球科技创新领域中，

理解和把握技术发展与政策创新协同演化的内在机制对

于促进技术发展与政策创新的有效协同具有重要意义。

4 新时代我国足球科技创新的现实困境

4.1　我国足球科技创新的技术困境　

4.1.1　基础性科学研究支撑不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科整体实力和科学研究水

平得到快速发展，全球创新指数大幅提升，成功步入了创

新型国家行列（巫强 等，2024），但现阶段基础性科学研究

不足，基于研究技术成果匮乏，导致足球科技创新技术支

撑不足问题突出。1）基础性科学研究不足。基础研究是

足球科技创新的源头，是发展足球创新链的基石（求是

网，2017）。我国足球科技创新发展进程中存在相关基础

性科学研究起步较晚，缺乏基础研究的资金和动能，尚未

形成完整创新链布局等问题（张杰 等，2021），导致原始创

新能力较差，基础性科学研究整体水平有待提高。虽然

我国在国家科技基础研究投入的资金占比呈现不断上升

趋势，但是相较于美、日、韩等体育强国仍存在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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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基础研究技术成果匮乏。当前对足球科技创

新发展起关键作用的人工智能、先进计算、微电子与光电

子、生物医药、基因等领域的底层技术和突破性技术多源

自他国（宋国友 等，2023），我国仅在煤炭、海洋运输和运

载、中医药等传统领域具备技术优势。技术成果的缺失，

使我国难以获得足球领域科技创新的先发优势，在国际

竞争中容易处于劣势局面。

4.1.2　关键核心技术缺失　

关键核心技术在提升足球竞技水平，助力群众足球

发展以及推动足球产业提质升级的科技创新中起到决定

性作用，但是现阶段我国足球领域的重要科技创新装备

及关键应用软件主要依赖进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

问题严峻。1）足球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水平较低。

我国足球领域科技创新主体整体发展水平不高，科技攻

关协同能力不强，缺乏足球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

心以及科技服务平台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同时，在足

球领域的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支撑方面与西方国家也存

在较大差距。从全球体育科技融资地区分布来看，2018—

2022 年北美及欧洲地区的体育科技融资轮次明显高于包

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瑞腾国际体育科技集团，2023）。

2022 年北美体育科技融资金额超 57 亿美元，占全球融资

总金额的 69.51%，远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图 3）。

2）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国外技术依赖严重。当前国外先

进足球科技公司高度重视足球领域科学研究以及专利研

发成果的保护及应用，在足球领域主要核心关键技术中

处于垄断地位。1999—2018 年，全球足球运动领域核心

专利成果主要来源于美国、日本及德国等世界足球科技

创新强国，其中美国专利权人核心专利总量达到 123 件，

排名全球第一，而我国仅有 3 件（傅鸿浩 等，2022）。我国

足球科技企业发展受到国外技术限制，产品品牌力不足，

缺乏市场核心竞争力。同时，涉及关键核心技术的高端

足球器材及装备对国外依赖严重，“卡脖子”以及信息泄

露风险加剧（房作铭 等，2019）。

4.1.3　技术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　

现阶段，我国足球科技创新发展存在显著不均衡问

题，职业足球联赛及俱乐部的科技水平明显高于与全民

健身密切相关的社会足球领域（王学峰 等，2024），同时，

区域以及城乡间也存在明显差异（杨斌 等，2024）。1）竞

技体育领域技术发展优势明显。受国家政策与资源配置

以及国家队备战、职业联赛推动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足球

竞技领域的科技创新发展明显高于其他方面。自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举国体制”背景下、“为国争光”目

标导引下，使得包括人才、资金、技术等体育科技创新资

源重点向竞技体育倾斜。在对中超联赛参赛的 16支队伍

进行调研时发现，所有球队在平时的训练及竞赛中均已

配备可穿戴设备的数据采集系统，收集训练竞赛中的关

键数据信息，为科学训练及参赛提供决策支撑，并且开始

关注将生活起居以及营养搭配与数据采集分析系统结合

构成统一的运动反馈系统。2）在人口基数巨大的社会足

球领域，以及对未来足球事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校园足

球领域的技术发展起步较晚，相关科技产品种类匮乏，科

技水平低。如社会足球领域多功能足球场地及信息化平

台建设不足，校园足球教学器材研发以及设施装备更新

缓慢等问题突出。3）我国区域及城乡间足球领域技术发

展不平衡问题显著。由于足球科技创新中的资金投入、

人才数量、产品消费以及产业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东

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技术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

地区。

4.2　我国足球科技创新的政策困境　

4.2.1　政策的针对性、前瞻性以及支撑力有限　

在国际足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背景下，我国

足球科技创新政策的针对性、前瞻性及支撑力不足问题

凸显。1）针对性不足。2021 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引领的科技

图3　 2018—2022年全球体育科技融资地区分布

Figure 3.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Global Sports Technology 

Financing from 2018 to 2022

注：资料来源于《2023全球体育科技生态体系报告》。

表1　 世界主要国家科技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情况

Table 1　 The Funding for 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中国

5.1

5.2

5.5

5.5

6.0

6.0

6.5

美国

17.2

16.9

17.0

16.6

—

16.4

15.1

英国

16.7

18.1

—

18.3

—

18.3

18.3

法国

24.5

21.9

22.7

—

—

22.7

22.7

日本

12.5

13.2

13.7

13.1

—

13.0

12.8

韩国

17.2

16.0

14.5

14.2

—

14.7

14.4

注：数据根据2018—2022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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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将为体育发展提供更强大的科技支撑。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体育强国。当前相关政策以及发

展战略为足球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但为更好地适应现

阶段足球科技创新发展的需求和特征，尚需进一步细化

和完善足球科技创新的整体性布局及规划。2）前瞻性不

足。依据世界足球科技创新发展态势，应推动政策创新，

实现技术发展与政策创新的良好适应，以及对于引领足

球科技创新发展方向，把握技术先发优势，重视规避数据

信息泄露、人本价值缺失以及技术异化等风险的前瞻性布

局。如《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

规划（2016—2050年）》等国家足球战略性政策文件已就推

动互联网技术与足球产业融合以及发挥科研对国家队的

支撑作用做了重要阐述。对于未来足球科技创新发展有

重大影响的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前沿技术的前瞻性政策有

待完善。3）支撑力不足。相对于世界足球科技强国而言，

我国应制定推动足球科技创新相关的资金、人才、法律法

规等政策支撑工具，将足球科技创新融入中国足球事业改

革与发展大局的整体规划，形成足球科技创新与校园足

球、职业足球、大众足球、足球产业等相关政策上下贯通

的政策体系。

4.2.2　政策执行系统不完善　

层级互通以及体系完整的政策执行系统是足球科技

创新相关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虽然我国逐步形成

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以及

中国足协等多部门联合的政策主体，但是中国足协作为

重要的执行机构一直存在较多争议。近年我国虽颁布了

一系列推动足球发展的政策，但由于政策执行中产生的

不利现象，严重阻碍了既定目标的达成。足球政策的有

效执行是涉及多部门、跨领域、多层次的系统性过程，现

阶段我国足球政策的执行未能形成上下贯通，合理紧密

衔接的有效系统。纵向上，中央到地方的各部门之间存

在协调不足等现实梗阻；横向上，政府各部门之间权责清

晰、统筹协调、并力同行的体系有待建立，亟需形成推动

足球科技创新发展的整体性强大合力。

4.2.3　政策创新与技术发展的协同不足　

在足球科技创新领域，技术发展需要适宜的政策环

境来支撑及引领，而政策的创新也需要适应技术发展的

现实状况，以确保技术进步能够有效服务于足球事业发

展的需求（刘超 等，2024）。1）政策创新与技术发展的协

同互动不足。首先，虽然我国颁布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

总体方案》《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 年）》

等系列政策文件，但是在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中，为实现

技术发展得到更有效的引领、监管及支撑，亟需依据足球

科技创新需求及技术发展特征制定更具前瞻性及适应性

政策，实现政策创新与技术发展的有效协同互动。其次，

我国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以及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机制

有待完善。在协同参与政策的制定以及评估的过程中，

技术发展的客观需求、现状趋势以及未来可能带来的不

确定风险需及时有效得到反馈，避免影响政策创新以及

政策实施的效率和质量。2）政策的相对稳定及滞后与技

术快速迭代之间矛盾凸显。现代前沿技术快速更新迭

代，对政策的灵活性、适应性以及前瞻性需求增强，而相

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经过调研、讨论、立法等多个环

节，因此当政策最终制定颁布时，可能已经无法完全适应新

的技术环境（蒋国银 等，2024）。

5 新时代我国足球科技创新的推进策略

5.1　强化基础科学研究，加快足球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基础研究是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技术问题的总机关。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打破国际足球技术封锁，构建中国

足球事业改革和发展新格局，推动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1）要优化基础学科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基础学

科纵向贯通与横向交叉融合协同并进，鼓励高等院校支

持体育工程，智能体育等新兴学科发展，注重推动“体医

融合”“体工融合”“体医工融合”等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

逐步构建全面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基础学科体系（王子朴 

等，2022）。2）要提高基础性科学研究水平，做好前瞻性

布局。增强基础性科学研究意识，加大研究投入力度，科

学研判基础性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做好前瞻性战略布局，

依据国家足球发展战略需求，抢占下一阶段足球科技创

新先发优势。3）要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计划。发挥我

国制度优势，积极牵头发起足球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计划，创新及优化技术攻关的发起、组织、运行以及管理

方式（曹景伟，2023）。集中优势力量积极推进原始创新，

同时重视引进后再创新，形成集成创新以及组合式创新，

实现足球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及自主可控。4）要构建由高

等科研院校、高新技术企业、社会科研机构、政府及相关

部门等多元主体协同的足球科技创新力量体系，建立及

优化国家足球领域科技攻关平台，联通技术攻关研究与

产业发展链条，统筹开展足球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2　改善足球科技创新政策环境，提高政策创新效能　

政策是足球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梁睿昕 

等，2023）。实现新时代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完善

政策顶层设计、理顺政策主体关系、合理运用政策工具、

优化政策执行系统（郝凯冰，2024），构建具有全方位支

撑、前瞻性引领、多维治理特质的现代化足球科技创新政

策治理体系。1）在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的指引下，按

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完善足球科

技创新顶层设计，发布与《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6—2050 年）》相适应的“足球科技创新中长期发展规

划”以及实施方案，明确发展思路、重点任务以及未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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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标。2）明晰国家体育总局、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中

国足协等不同政策主体的功能定位，提高政策制定主体

的联动水平，同时推动我国足球的深化改革，重组足球的

管理及服务部门。3）完善环境型、供给型、需求型政策工

具结构，提高政策工具组合的协同。为足球科技创新提

供资金、场地设施、人才培训、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政策

支撑。通过各类法规管制、目标规划、政府采购、税收优

惠等政策引领足球科技创新发展方向，规避技术发展风

险。4）完善政策执行的组织结构，优化政策执行的组织运

行保障系统。重视科技创新企业、各级足球协会、职业俱

乐部、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等政策执行多主体间的异质

性以及激励的非均衡性问题，避免政策的实际效果偏离，

加强政策执行的过程监督，健全政策监督的反馈机制。

5.3　推动足球科技创新领域、区域、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是统筹领域、区域、城乡协调的发展，推动

中国足球深化改革，实现中国足球全面发展，关键是协调

发展。1）推动竞技足球与社会足球领域的协调发展。发

挥足球国家队以及职业联赛等竞技体育优势科技力量解

决为民服务中的技术难题。充分利用竞技足球的现代化

仪器设备以及科研力量，提高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等训

练竞赛的科学化水平，满足其个性化需求。推动足球运

动员伤病防治、运动营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向社会人群

转化。2）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首先，积极构建足球科技

创新成果及资源共享平台，注重发挥北京、上海、广州等

足球科技创新优势区域的引领示范作用，实现先进技术

及产业发展经验在中西部等区域的有效传播。其次，要

构建精准有效的帮扶机制。结合中西部区域的具体状况

和发展需求，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共同

参与的对口帮扶机制。同时，要重视发挥不同区域的优

势，实现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和有机结合。3）推进城乡

协调发展。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政府在足球创

新环境塑造中的作用，加大对乡村地区的资金、技术、人

才等足球科技创新资源的倾斜力度，建立信息服务、金融

服务等资源平台。打破城乡间的信息、技术等要素藩篱，

引导城乡间协作以及要素流动，鼓励农村地区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等技术结合地域特色以及资源特点开展创新。

5.4　推进技术发展与政策创新的有效协同，完善创新体制

机制　

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把握我国足球科

技创新后发式跨越发展机遇，有效应对国内外现实挑战，

需要积极推进技术发展与政策创新的有效协同，完善创

新体制机制。1）推进技术发展与政策创新的有效协同。

首先，建立畅通有效的技术发展与需求的反馈机制，统筹

整合科技部门、各级足球协会及职业俱乐部、科研机构、

企业、人民群众及社会媒体等多方面的信息资源，确保技

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和需求得到充分理解和反馈，推动政

策的持续创新和优化。其次，以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为中

心，从竞技足球、社会足球和足球产业 3个维度，面向世界

科技前沿、面向足球科技创新发展需求，提高政策创新的

灵活性、前瞻性和适应性，实现引领技术发展方向，优化

技术发展环境，规避技术风险。2）基于顶层设计和循证

实践，健全支撑足球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不断推进政

策制定主体协同化，政策工具的多元化以及政策内容的

精准化，实现足球科技创新政策内容与技术发展的相适

应。3）推动我国足球的深化改革，加强足协的组织机构、

制度建设、财务管理等自身建设，提升足球管理部门的决

策能力、执行能力以及咨询能力，有效落实国家足球发展

整体规划及科技创新政策措施。4）建设与现代化经济体

系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

大学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家足球领域科技创新

体系，提高国家足球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足球科

技创新服务体系，围绕创新链配置服务链，建立从科技研发

到产业化示范应用的全链条服务。优化升级我国足球科

技创新主体环境，培育世界一流足球领域科技创新主体。

5.5　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高水平足球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实现我国足球科技创新高水平自立自强以及建成世

界一流足球强国的远期目标，需要构建一支专业水平高、

结构合理的足球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王子朴 等，2024）。

1）完善足球科技创新人才教育体系。优化专业课程设

置，构建涵盖体育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药等多学科的

综合课程。积极引进和培养具有国际水平的教学团队，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推进学校与科技创新企业、足球俱

乐部、科研机构等合作项目建设，提高学生科技创新实践

能力。注重与国外知名院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开展联合

培养项目。推动多学科交叉的高精尖学科发展，培养适

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复合型足球科技人才。2）优化足球科

技创新人才培育机制。打造创新型人才培育发展计划，

为其提供物质条件、人文关怀以及畅通的上升通道。完

善创新创业激励机制，培育具有热衷足球事业以及具备

专业素养的足球科技创新领域企业家人才。完善政策法

规体系，为科技创新人才的科学研究以及专利研发等成

果提供法律保护，保障其发展环境。优化足球科技创新

人才的鉴定评价体系，健全多元人才选拔机制。3）积极

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战略。加强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先进企业以及足球职业俱乐部等机构的整体协作，构

建“产学研用”的联合培养机制，依托不同领域的科技创

新资源及配套科技管理和服务体系，通过联合攻关与协

同培养，培育高水平的复合型人才、创新型人才以及复合

型团队。充分发挥学校、企业、科研机构等不同主体培养

足球科技人才的功能作用，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

与创新链的深度协同。4）不断深化国际间足球科技人才

交流合作。鼓励及选派青年学者到 FIFA、欧洲足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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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Union of Euro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s，EFA）等世界

先进足球机构学习。加强国内外高等体育院校及科研院

所的联系，注重国际高水平足球科技创新人才的引进以

及后续的保障工作，积极推进国家间及区域性足球科技

创新合作。

6 结语

发展和振兴我国足球事业，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

和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振兴足球作为发展体育运动、

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任务摆上日程。当前世界足球水平

快速发展，国际足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为实现我国足球

全面发展，建成世界一流足球强国的远期目标，积极推进

足球科技创新发展是关键一环。当前我国足球领域科技

创新仍处于初期阶段，与世界足球强国在技术发展及政

策创新支撑等方面存在差距。新时代，积极推进技术发

展与政策创新，实现二者的有效适应以及协同演进，对我

国把握新兴技术先发优势，消减及规避技术发展带来的

社会风险、产业变革失衡风险等技术风险，完成足球科技

创新的后发式跨越，实现我国足球科技创新高水平自立

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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