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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院校专利结构分析与思考

王 海，林致诚
( 厦门大学 体育教学部，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近年来我国各个体育院校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呈快速增长态势，但其中存在专利质量参差

不齐，发展布局不够合理等问题。以我国体育院校的专利信息为调查对象，中国专利信息中心提供的相关数

据资源建立数据库，分别从专利申请数量、研发机构、专利类型和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分析，为我国体育院校科

创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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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and Ｒesearch of Sports Colleges Patent Stru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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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various sports universities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granted is growing rapidly，but there is
the uneven quality of patents，the development layout is not reasonable． To sports colleges patent information for the
survey，the data provided by the China Patent Information Center resources to establish a database，from the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Ｒ ＆ D institutions，the type of patent and core technology field analysis for sports colleges
caus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to provid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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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奥运会再一次提醒我们，从体育大国到体

育强国的路还很长，提高我国体育的综合实力，需要

的不仅是获得越来越多的金牌，更需要体育科技事

业的长足发展。体育专利作为一项完备的体育科研

成果，其数量的增减、转化及应用率的高低，对我国

体育科技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体育院校汇集

先进设备、技术、科研人才，是我国体育科技事业发

展的中坚力量。但是当前，体育院校的科研成果大

多集中在一些期刊论文的发表，对专利的研究与发

展稍显薄弱。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971 年签订的《斯特拉斯堡协定》编制的《国际

专利分类表》( IPC 分类) 将专利分为八个领域，其

中 A 类———生 活 需 要 ( 农、轻、医 ) 下 属 一 项

A63———运动、游戏、娱乐活动和体育有紧密联系。
我国体育院校所研究专利范围不仅包括 A63 也包

括 G01( 测量; 测试) 和 C12 ( 生物化学; 啤酒; 烈性

酒; 果汁酒; 醋; 微生物学; 酶学; 突变或遗传工程)

等其他方面。本研究以我国体育院校在各领域申请

的专利为研究对象，所有数据均由国家知识产权局

网站通 过 专 利 检 索 获 得 ( HTTP: / /www． sipo． gov．
cn / ) ，数据处理分析过程如图 1 所示。数据准备阶

段包括对不符合要求的数据进行清理，对复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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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转化为相同格式进行整合，建立数据库，按数

量、类型、机构进行结构分析。

图 1 体育院校专利结构分析流程

2 体育院校专利结构分析
2. 1 我国体育院校专利结构宏观分析

自 1985 年 4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实施以来，到 2013 年 4 月为止，我国体育院校共申

请专利 163 件，其中发明专利 56 件，实用新型专利

107 件。专利申请状况呈起伏上升趋势，1985 年 －
2005 年期间，专利申请状况较为低迷，表现在各体

育院校对体育专利研发和申请的重视程度不够，呈

低速缓慢上升趋势。2005 年以来，特别自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提出“科技奥运”之后，各个体育院校对

专利申请和研发的重视程度明显升高，出现高速增

长态势。截止 2010 年，我国体育院校共申请专利

105 件，如今仅用三年时间，新增加专利申请数量 58
件，过去在专利申请方面一直空白的河北体育学院

也在 2013 年 4 月成功申请了自己首个高台大腿力

量练习器专利，加入了我国体育院校专利研发和申

请的行列。
我国的专利法所称的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

新型专利、外观专利。其中发明专利最能代表创新

水平，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次之。［1］如图 2 所

示，经统计，我国体育院校申请专利以实用新型专利

为主，占总体的 66% ; 其次为发明专利，占 34%。由

此可以看出，虽然专利申请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相

比于申请数量的突飞猛进，创新水品的发展稍显缓

慢，且专利申请同族现象严重，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创

新水平的发展，例如天津体育学院的可编程小动物

惊恐刺激应激实验系列和武汉体育学院的电子摸高

器器系列。

图 2 体育院校专利结构分布

2. 2 各体育院校专利分布

图 3 揭示了我国各体育院校专利的分布情况。
其中排 名 前 六 位 的 体 育 院 校 共 计 申 请 专 利 138
件，是排名后半区六所院校申请总数 25 件的四倍

之多，占总体的 84. 7%。说明这些院校在专利申

请发展方面较为优势。上海体育学院共申请专利

57 件，占总数的 34. 9% ，其中发明专利 25 件，无

疑在专利 申 请 数 量 还 是 创 新 水 平 方 面 都 是 最 强

的。同样申请数量较多的武汉体育学院共申请专

利 34 件，占总数的 20. 9% ，排在第二。申请发明

专利数量较多的四所院校分别是上海第一，武汉

和广州以 9 件排在第二，南京体育学院以 5 件排在

第四，对于更具有创新和革命性专利的研发，这些

院校较为优势。根据分析不难发现，许多专利申

请总数较多的院校在最能代表创新水平的发明专

利的排名中却落后于那些申请总数较少的院校。
原因在于这些总数多而发明少的院校中不同程度

的存在专利申请同族化现象，且院校之间研究领

域也过于相似，缺乏独创性和多样性，这些都对我

国体育 科 技 事 业 的 发 展 产 生 阻 碍。值 得 注 意 的

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大鼠训练仪系列专利 ( IPC 分

类 A01K) 和上海体育学院的荧光 PＲC 检测系列

( C12Q) ，涉及领域其他院校研究较少，在独创性

方面有着自己的不俗贡献。
2. 3 专利核心技术领域

为了探析我国体育院校专利核心技术领域情

况，我们根据国际专利分类( IPC) 标准对数据库的

专利信息进行分类汇总，并把出现次数大于等于 3
的 IPC 编号制作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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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以发现，我国体育院校申请的专利主

要集中在 A63B 一类，共 80 件，占专利申请总额的

49%，对这类专利作进一步分析，发现其主要以一些

特殊运动训练器械、搏击训练装置和划船有关装置

为主。分析 A61B 类发现有关身体测量的专利也相

对较多。而 G01B、A61H、A61F、C12Q、A01K、A43B、
G01N、A63C 类专利有效填补我国院校专利在相关

技术行业的空白，是一些院校研究独创性的体现，同

时也为其他院校进军这些技术领域开创先河。如其

中有代表性的沈阳体育学院的自动化人体密度测量

系统( G01N) 和北京体育大学的多弧离子镀膜耐磨

增润冰刀( A63C) 。 图 3 各体育院校专利分布

表 1 我国体育院校专利核心技术领域

IPC 分类 专利总数( 件)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技术领域

A63B 80 18 62 体育锻炼、体操、游泳、爬山或击剑用

A61B 16 5 11 的器械; 球类; 训练器械

G01B 6 1 5 诊断; 外科; 鉴定

A61H 6 2 4 长度、厚度或类似线性尺寸的计量; 角度的计量; 面积的
计量

C12Q 5 5 0
理疗装置，例如用于寻找或刺激体内反射点的装置; 人工
呼吸; 按摩; 用于特殊治疗或保健目的或人体特殊部分的
洗浴装置

A61F 6 2 4
包含酶或微生物的测定或检验方法; 其所用的组合物或
试纸; 这种组合物的制备方法; 在微生物学方法或酶学方
法中的条件反应控制

A01K 5 1 4 可植入血管内的滤器; 假肢体; 矫形、护理或避孕装置; 热
敷; 眼或耳的治疗或保护; 绷带、敷料或吸收垫; 急救箱

A43B 5 2 3 畜牧业; 禽类、鱼类、昆虫的管理; 捕鱼; 饲养或养殖其它
类不包括的动物; 动物的新品种

G01N 4 2 2 鞋类的特征; 鞋类的部件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或物理
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

A63C 3 0 3 冰鞋; 滑橇; 滚轮溜冰鞋; 球场、冰场或类似场地的设计或
布局

2. 4 专利成果转化和应用情况

教育部《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报告 2010》中的统

计数据显示，1985 年至 2010 年期间，我国高校累计

专利申请总量为 319595 件，年平均增长率 19. 8% ;

累计专 利 授 权 总 量 为 150029 件，年 平 均 增 长 率

26. 0%。2010 年，我国高校共提交 79332 件专利申

请，是 1985 年的 52 倍，获得的专利授权量为 43153
件，是 1985 年 至 1986 年 期 间 专 利 授 权 总 量 的

113 倍。［2］

虽然我国高校专利申请、授权数量数十甚至

上百倍地增长，但是专利质量不升反降，平均寿命

只有 3 年多，专利转化率也普遍低于 5% ，有关体

育院校的专利亦是如此。许多体育院校的专利更

多的重点在技术上的可行性而不是在实践中的推

广，重点还是放在科研项目以及论文结果的产出，

加之政府 专 利 资 助 的 有 限 和 自 身 研 发 经 费 的 限

制，导致缺乏维持经费，最后都变成了被堆放在角

落的无用文件。其实很多体育院校的专利都具有

很高的科研水平和实用价值，如果通过一些与体

育接轨的交流平台好好推广，对提高运动员成绩、
群众参与体育的锻炼效果和学校教学质量提高的

帮助不言而喻。只有去粗取精将申请的专利转化

为产品，接受实践的考验，才能保证我们科研成果

稳步提高、生机勃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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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 1) 我国体育院校 1985 － 2013 年 3 月期间共

申请专利 163 件，总量不多，2008 年后迎来高速增

长期。
( 2) 各院校对待专利申请的重视程度不一，少

数院校优势明显。
( 3) 近年来虽然专利申请总数增速明显，但主

要为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所占比重较小，创新水

平发展稍显缓慢。
( 4) 各院校研究领域相似程度高，58. 9% 的专

利都集中在 A63B 和 A61B 两类，多样性和独创性不

足。体育院校专利申请重点领域主要集中在特殊运

动训练器械、划船装置、肌肉爆发力测量装置等方

面。许多院校专利研发与申请的热情虽然逐年高

涨，但是往往把重点放在量的增长，注重眼前利益缺

乏拓宽创新层面的动力，这一现象大大阻碍我国体

育科技事业的发展。
( 5) 专利存活时间短，缺乏对实际应用推广的

考察，转化率极低，专利管理与推广往往都由第三方

代理，这些代理人员虽然具备专业的专利申请与管

理知识，但其往往缺乏专门的体育以及相关交叉学

科的知识，对专利缺乏客观正确的评估，体育院校中

又缺乏相关“复合型”专利管理人才，在一些体育用

品博览会和体育信息科技大会等第三方交流平台中

很难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5］

4 对我国体育院校专利发展的一些建议
4. 1 明确科研导向，增强实用性和独创性

体育院校的专利研发目的不仅在项目和论文成

果的产出，更重要的是能经受住实践复杂的检验。
对于已有研究领域中较成熟的科研成果，多参与一

些体育信息科技大会、体育博览会等第三方交流平

台，一方面更好的推广自己，另一方面通过不同优秀

科研成果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进一步完善自己，增

强实用性。
许多体育院校专利研发与申请的热情虽然逐年

高涨，但是往往把重点放在量的增长，注重眼前利益

缺乏拓宽创新领域的动力，导致大量同族专利的出

现，同时也造成了部分科研资金和人力的浪费，影响

了整体创新水平的发展。需要调动相关研究人员的

积极性，不能滋生“为了研究而研究”的不良风气，

需增强研究的独创性。［4］

4. 2 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针对体育院校申请专利多数集中在 A63B 和

A61B 两类，创新水平不高的问题。问其根源，是没

有一个以质量为导向的专利评价体系。需健全专利

指标考核制度，逐步取消以专利申请量作为主要考

核指标的做法，将专利按质量评级，同时侧重考虑发

明专利授权量、技术转化量作为重要指标，各个体育

院校在提高专利科研速度的同时科学规划专利布

局，争取在重点领域有所突破，在更多的科研领域有

所建树。
4. 3 加强宣传力度，通畅转化渠道

虽然成果转化率不高，但是体育院校不乏科研

水平高、市场前景好的专利，如上海体育学院的模拟

并强化下肢双关节肌肉功能的运动鞋裤系统以及广

州体育学院的健身记步鞋专利等。但是问及公众和

企业却很少有人知道，与其转化渠道单一，宣传力度

不够，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因素有关，结果造成开发人

与持有人对接不上，科研成果难以转化的不利局面。
对此，应当充分发挥当前各种流行传播媒介的作用，

如建设微信专利公共平台，微博发布等，结合传统新

闻媒介报纸、杂志、电视台、各大网站体育版面第一

时间将这些科研成果信息发布出去，提高这些与体

育有关的专利的认知度，同时完善第三方体育信息

交流平台建设和多元化的配套服务机构建设，提高

成果的转化率和应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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