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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古到今，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帆船运动都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当下的中国，意欲以强国矗立于世界之林，加之

无比优越的水域资源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国防建设所需，加快发展帆船运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文章通过专业角度透

视存在的各种包括法律问题，并提出加快我国帆船运动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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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China, as a maritime power, has always regarded sailing 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In today's China, with its ambition to stand tall among the world powers, coupled 

with unparalleled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nee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defense,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ailing holds profound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various 

issues, including legal problems, from a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to expedite 

the growth of sail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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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帆船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市场准入与资质问题

帆船行业和自行车、赛车等行业相比有很大差别。帆船依附

于海洋，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开展帆船运动需要一定条件，受限

很多规定。目前中国各地对于帆船经营的市场准入门槛规定不

一 [1]。

（二）经营主体规范问题

主要存在部分帆船经营者未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许可或

备案手续就擅自开展经营活动的情况，导致市场秩序混乱，消费

者权益难以保障。

（三）船舶安全标准、船舶检验与适航性

帆船的检验标准和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部分老旧帆船或

小型帆船可能存在检验不规范或未及时检验的情况，影响其适

航性。

（四）船员资质与培训

帆船船员的资质要求和培训标准有待统一，部分船员可能未

经过专业培训或培训质量参差不齐，缺乏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

给航行安全带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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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酷爱帆船十余年，对有关帆船行业在中国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大量实际调研和分析，同时利用居住北美近二十年的实地

考察和亲身体验，拟就中国帆船业目前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和剖析，并就有关解决办法提出肤浅的建议如下。

二、帆船业知识产权若干法律问题

中国帆船业的知识产权法律问题涉及多个层面，包括技术创

新、品牌保护、设计版权以及国际竞争中的合规性等 [2]。

（一）法律框架与适用问题

1. 专利保护  

（1）技术创新：帆船制造涉及材料技术、流体力学设计、环

保技术（如新能源动力系统）等，可通过《专利法》申请发明专

利或实用新型专利。  

（2）国际布局：出口导向型企业需通过 PCT（专利合作条

约）或目标国专利体系布局国际专利，避免技术被仿制 [3]。  

（3）侵权风险：需警惕“反向工程”或未经授权的技术模

仿，尤其是在船体结构、自动化控制系统等领域。

2. 商标与品牌保护  

（1）品牌注册：企业需在国内及目标市场注册商标（如船

名、品牌标识），防止恶意抢注或假冒 [4]。  

（2）地理标志：区域性产业集群（如福建、广东等地的帆船

制造基地）可申请地理标志保护，提升品牌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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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著作权保护  

（1）设计图纸与软件：帆船设计图纸、船用软件系统受《著

作权法》保护，未经许可复制或修改可能构成侵权 [5]。  

（2）外观设计：船体造型、内饰设计可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或

通过著作权双重保护。

4. 商业秘密  

 制造工艺、材料配方等未公开技术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

法》保护，需通过保密协议、技术隔离等措施防范泄密 [6]。

（二）行业现状与问题

1. 技术依赖与创新不足：首先，部分企业依赖国外技术引进

或模仿，自主专利数量有限，易引发侵权纠纷。其次，高端帆船

市场（如竞赛级帆船）核心技术仍由欧美企业主导，国内企业面

临技术壁垒 [7]。

2. 仿制与山寨现象：中小型帆船制造商可能复制知名品牌的

设计或商标，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损害行业声誉。

3. 国际竞争中的合规风险：出口产品需符合目标国知识产权

法规（如欧盟的 CE 认证、美国专利诉讼的高风险），否则可能面

临海关扣押或诉讼。

4. 维权成本高：知识产权诉讼周期长、举证难，中小企业可

能因资金不足放弃维权。

三、帆船活动的保险和法律责任问题

（一）保险问题

1. 保险意识不足：部分帆船活动参与者和经营者对保险的重

要性认识不够，存在侥幸心理，未购买足额或合适的保险，一旦

发生事故，可能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 [8]。还有的船舶参加大型离岸

赛事，举办单位和各船东均忽视离岸距离与保险的限制条件以及

种类，导致超距离（尤其是公海）发生事故而失去赔付机会。

2. 保险产品选择困难：市场上保险产品众多，但针对帆船活

动的专门保险相对较少，且条款复杂。消费者在选择时，往往难

以判断哪些产品能真正满足自身需求，容易出现保障不足或购买

了不必要的保险的情况。

3. 保险理赔困难：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可能会对事故原

因、责任归属等进行严格调查，导致理赔流程繁琐、时间长。

4. 保险覆盖不足：部分帆船活动参与者或经营者保险意识淡

薄，未购买足额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可能无法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给受害者带来经济损失。

5. 保险条款复杂：不同的保险产品在保障范围、免赔额、赔

付比例等方面存在差异，投保人需要仔细阅读和理解保险条款，

以确保购买的保险能够满足实际需求。

6. 理赔困难：在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可能会对事故原因、

责任归属等进行调查核实，理赔过程可能较为繁琐和耗时。

（二）责任问题

1. 责任主体多元：帆船活动涉及多个主体，包括帆船经营

者、驾驶者、活动组织者、码头管理者、设备供应商等，一旦发

生事故，确定责任主体较为复杂。

2. 责任划分困难：帆船活动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天气状况、

航行环境、参与者技能水平等，事故发生时，很难明确界定各方

责任。

3. 法律适用复杂：帆船活动的法律适用涉及海商法、体育

法、侵权责任法等多个领域，不同法律之间的规定可能存在差

异，增加了责任认定的难度。

4. 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在一些帆船活动中，参与者可能会

签署免责协议，表明自愿承担活动风险。然而，当事故发生造成

严重后果时，对于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仍存在争议，需要综合考

虑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航海活动的特殊风险、船舶财产损害

程度等因素进行从严认定。

5. 责任类型认定复杂：帆船运动碰撞事故如果符合船舶碰撞

的构成要件，属于海商法意义上的船舶碰撞，应当优先适用船舶

碰撞法。技术型纠纷通常可以优先适用《帆船竞赛规则》，但通

过法院诉讼解决的责任型纠纷应当优先适用《1972 年国际海上避

碰规则》。

6. 责任成立判断困难：帆船活动中，事故责任可能涉及多

个方面，如帆船驾驶者、船舶所有人、码头经营者、活动组织者

等。在确定责任时，需要考虑各方的行为和过错程度，以及是否

存在不可抗力等因素，责任划分往往较为复杂，容易引发纠纷。

7. 责任免除适用严格：帆船运动碰撞事故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时，应以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为中心，综合考虑航海活动的海

上特殊风险、船舶财产损害的严重程度、是否构成品行不端等因

素，从严认定重大过失。

8. 组织者与参与者责任界定：组织者对活动的安全保障负有

一定的责任，如提供安全设施、制定安全规则、组织培训等。

四、海洋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问题

海洋环保主要包括船舶污染防治和海洋生态保护。帆船在航

行和停泊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污染物，如燃油泄漏、垃圾排放等，

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

五、相关法律法规协调与完善方面的问题

（一）法规衔接与冲突问题

涉及帆船业的法律法规众多，包括海上交通安全法、船舶登

记条例、保险（主要为海上碰撞等）法、旅游法等，各法规之间

存在衔接不畅或部分规定冲突的问题，给执法和企业经营带来

困扰。

（二）新兴业态监管空白问题

随着帆船业的发展，一些新兴业态如帆船赛事旅游、帆船培

训教育、人工智能等不断涌现，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存在

监管空白，容易出现无序发展的情况。

六、针对中国帆船业上述法律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我们从现有的相关政策和措施中以及国外先进国家和地区的

成功经验中得出一些启示。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和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为了促进帆船运动的发展，可以借鉴青岛市的做法，制定和

完善帆船运动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这样的办法应该包括资金

的来源、用途、管理和监督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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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法实施船员考核准入制和加强对其的权益保障

为了减少法律问题的发生，对帆船运动员和相关人员进行教

育和培训是非常重要的。这包括对帆船比赛规则的深入理解、紧

急情况下的自救互救技能，以及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通过系

统的培训，可以提高运动员的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减少违规行

为和事故发生。

（三）知识产权保护需兼顾技术创新与合规经营

1. 企业层面：首先，要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在研发阶段同步

申请专利，建立核心技术专利池。其次，实行品牌全球化管理：

通过马德里体系注册国际商标，监控海外市场侵权行为。再次，

加强合规审查：出口前进行知识产权风险评估（如 FTO 分析，即

Freedom to Operate）。  

2. 行业层面：首先，建立行业标准与联盟。推动技术共享与

专利交叉许可，减少低效竞争。其次，建立集体维权机制。行业

协会可牵头应对跨国侵权诉讼，降低单个企业成本。

3. 政策与法律层面：首先，需强化执法力度。打击恶意仿

冒行为，提高侵权赔偿标准（参考《民法典》侵权责任条款）。

其次，完善技术鉴定体系。建立帆船领域专业的知识产权鉴定机

构，解决技术相似性认定难题。再次，加强国际合作。通过“一

带一路”等平台推动知识产权互认，协助企业应对海外纠纷。

4. 人才培养与意识提升：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培训，尤其

是对研发、外贸部门的专项教育。

5. 高度重视和顺应帆船业知识产权未来的趋势：首先是绿

色技术专利竞争。随着环保法规趋严，新能源帆船（如氢能、太

阳能动力）相关专利将成为争夺焦点。其次是数字化与智能化。

自动驾驶帆船、智能导航系统的软件著作权和算法专利重要性上

升。再次是重视国际规则影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及区

域贸易协定（如 RCEP）中的知识产权条款将更深度影响行业。

（四）确保帆船比赛规则的遵守

帆船比赛规则是确保比赛公平、安全进行的基础。运动员和

团队必须熟悉并遵守国际帆船运动联合会制定的竞赛规则，包括

航行规则、竞赛实施规则和抗议审理规定 [9]。

（五）依法加强帆船的登记及管理

帆船的合法登记和管理是确保水上活动合规的重要环节。在

中国，帆船的登记和管理尚不完善，许多帆船爱好者或经营者在

购买帆船后无法及时办理船舶三证，导致无证出海、无证载客等

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相关部门需要完善帆船的登记管理制

度，确保所有帆船都能合法注册和运营。

（六）完善船舶污染防治法律法规

船舶污染防治是海事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不断完善船

舶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体系，形成涵盖预防、治理和赔偿三个环

节的框架体系。这包括制定具体的法律依据，如海洋环境保护法

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相关的监管措施。

（七）依法落实安全保障义务的履行

尽管自甘风险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活动组织者的责任，

但他们仍需履行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活动组织者未能提供

适当的安全保障导致他人损害，不能以自甘风险原则为由进行

抗辩。

（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鉴于帆船运动的快速发展，国家应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明确帆船的分类、登记、检验及运营的标准和程序。这包

括制定全国统一的帆船管理标准、规范，以及关于私人帆船及商

业帆船登记、检验的相关法律法规。

（九）加强行业自律、提供法律服务、强化执法力度

首先，鼓励和支持帆船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

制定行业自律规范，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同时，加强行业内部的

监督和管理，确保会员单位和个人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 [10]。

其次，为帆船运动参与者和企业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帮助

他们解决在参与帆船运动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这包括设立法

律咨询热线、提供法律援助等。

再次，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帆船运动领域违法行为的打击力

度，确保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这包括建立健全执法机制、加

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效率和质量。

综上所述，解决帆船运动中的法律问题需要政府、行业组

织、公众和法律服务机构的共同努力。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加强行业自律、提升公众法律意识、强化执法力度和提供法律服

务等措施，可以有效应对帆船运动中的法律挑战，促进帆船运动

的健康有序发展。唯有如此，中国的帆船运动才能迅速健康发

展，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不断融入世界航海文化大潮，最终将我

国建设成强大的航海大国，实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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