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茂评论 | 以案说法：从“懂球帝”拍卖风波看商标保护与执

行之（一）：风云突起（事件始末概览） 

作者：李瑷希（北京大学法学院，2025 届法学理论研究生） 

审校：蔡果律师，金茂（北京）律师事务所 

本文参考并鸣谢金茂律师事务所谢瑞强、蔡果及周棒： 

“直播吧”VS“懂球帝”：商标权强制执行风云背后的法律迷局 

 

【导言】 

 

商标作为企业无形资产，不仅承载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其交易还会对市场竞争

秩序和消费者权益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商标的注册、转让和质押往往伴随着

复杂且严格的法律程序。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就“商标拍卖”做出明确

规定，但商标拍卖作为能够盘活商标资源并为债权人提供权利救济的有效方式，

在市场交易中存在现实需求，因而频频引发争议。围绕商标拍卖及后续权利纠

纷，国内知名体育资讯平台“懂球帝”与“直播吧”之间上演了一场风云变幻

的市场角逐和持久商战。本系列评论聚焦二者之间的商标争夺战，透视法律真

空中的实践迷局，在澄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浅析商标拍卖及强制执行过程中的

法律问题，以期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筹划定纷止争策略提供助益。 

 

本系列共三篇，本文为首篇《风云突起：“懂球帝”商标拍卖事件始末概览》着

重在事实层面上梳理懂球帝与直播吧之间就商标拍卖及后续发生的商标侵权纠

纷，还原事件全过程并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全局呈现；第二篇《拨云见日：如

何保护商标权人及买受人利益》从法律层面分别站在懂球帝和直播吧，即原商

标权人和商标买受人权利保护的角度，分析商标拍卖给竞争对手的影响、相同

或近似商标如何处理、买受人如何完成商标专用权移转从而避免侵权风险等法

律实务问题；第三篇《未雨绸缪：企业如何通过商标规划保护核心知识产权》

从个案延伸到更普遍地为企业提供商标权保护的经验借鉴，如通过注册防御性

商标并在商标使用过程中定期监测与及时维权等。 

 

 

https://mp.weixin.qq.com/s/arjq5l5Lh-X50X8NBW5drg


一、“懂球帝”商标拍卖事件始末 

 

“懂球帝”于 2013 年 12 月发布，最初是一款为广大足球迷量身打造的足球软

件应用，后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体育内容平台和社区，其商标运营公司为北京

多格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多格科技”）。2014至 2018年间，多格科技就“懂球

帝”中文图形组合申请注册了一系列商标（但并未申请注册“懂球帝”纯中文

文字商标），此外还申请注册了例如“懂球弟”、“懂球妹”、“懂球号”、“懂球

姐”、“懂球霸”、“懂球兄弟”、“董求帝”、“董球蒂”等众多类似商标，并在不

同类型的商品上提出对上述商标的注册申请。通过如此覆盖广泛的商标注册活

动，多格科技巩固了其品牌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商标拍卖”本质上拍卖的是商标权：由于商标权是财产权的一种，因此它可

以通过有偿转让而成为交易标的。但商标权作为一项重要的知识产权又不同于

一般的财产权，而是一项依法申请、经国家机关核准后取得的特殊权利，因此

商标权的执行不同于一般财产。法院对被执行的商标进行拍卖必须遵守《商标

法》的相关规定，如必须对被执行人所有相同或类似商标进行一定拍卖。同时，

对买受人而言，商标权的拍卖取得是一种要式法律行为，即买受人必须履行法

律规定的移转手续才能完成过户并最终获得商标专用权。 

 

“懂球帝”商标拍卖的发起人为多格科技投资方之一——北京天星开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星资本”）。2016 年，多格科技推进 C 轮融资，天

星资本以 3000 万元融资入股，成为多格科技股东。随后，天星资本出现经营困

难，要求从多格科技撤资。经协商，双方约定将天星资本 3000 万元投资款转为

多格科技应当对天星资本履行的债务（股转债）。有关该债务的履行，双方始终

无法达成一致。2022 年 4 月 26 日，天星资本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

交书面仲裁申请。8 月 5 日，经天星资本申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

裁定对多格科技对包括“懂球帝”商标在内的价值 3300 余万的财产进行了保全。

12 月 18 日，仲裁结果公布，多格科技输掉仲裁，不仅需返还天星资本的投资款

3106 万元，还需向其支付违约金 887 余万元和保全费等其他费用。依据仲裁裁

决，天星资本向法院申请申请强制执行，北京市一中院于 2024年 4月 26日对多



格科技拥有的“懂球帝”系列商标司法拍卖。 

 

根据法院评估报告，“懂球帝”系列商标的估值只有人民币 21,893元，引发众多

公司对这些商标的激烈争夺。最后，“懂球帝”的直接竞争对手——“直播吧”

成功以 2091.8624 万元拍得“懂球帝”40 个商标，其运营公司为厦门傲播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播网络”）。2024年 6 月 13 日，多格科技向北京市

一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并于 7 月 25 日正式开庭质证。9 月 5 日，国家知识

产权局向多格科技出具《商标转让申请补正通知书》，告知其被拍卖的 40 个商

标中有 22 个与尚未被拍卖的部分商标存在近似，应当一并办理转让；多格科技

另需提交知晓并同意转让/转移另外 18 个商标的声明。10 月 20 日，商标局核准

共计 18 个商标从多格科技转让给傲播网络。10 月 28 日，法院分别又向多格科

技和傲播网络下发（2024）京 01 执异 430 号《执行裁定书》，以“多格科技同

时还拥有多件类似商标，法院在未审查类似商标并要求一并转让的情况下，不

能仅对 40 件商标进行拍卖”为由，撤销了前述 40 件商标的司法拍卖。 

 

二、“懂球帝”商标权纠纷基本案情 

 

利用短暂拍得的“懂球帝”商标，“直播吧”开发者将其重新包装为一款同样

名为“懂球帝”的体育资讯 APP（为方便区分，以下称为“新懂”）并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在各大平台上线。事实上，早在 2024 年 4 月 30 日，一家名为“厦

门懂球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公司已注册成立，其实际控制人正是“直播吧”

创始人。多格科技的“懂球帝”（以下称为“老懂”）在失去商标后也有自己的

应对策略：他们将之前的“懂球帝（极速版）”改名升级，使用 2014 年申请注

册的类似商标“懂球弟”对“老懂”做了全方位复制（以下称为“弟站”）。据

部分用户于 5 月的测试，在一些平台上搜索“懂球帝”显示的还是“老懂”和

“弟站”，需要通过“直播吧”的开发者信息才能找到“新懂”。但在部分手机

中，检索“懂球帝”即可同时出现“老懂”、“新懂”和“弟站”。 

 

2024 年 7 月 9 日，多格科技向北京海淀法院起诉傲播网络不正当竞争和商标侵

权并索赔 3000 万元，得到海淀法院受理。为避免争议，傲播网络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主动将其开发的“新懂”在苹果 App Store 和 vivo 应用商店下架。2024

年 11 月 19 日，可能因为上月（2024 年 10 月）法院又撤销了此前对懂球帝系列

商标的拍卖，此前被苹果和安卓应用商店下架的“老懂”全面恢复上架。 

 

三、涉及法律问题 

 

本案中，多格科技的“懂球帝”商标因强制拍卖，被其竞争对手“直播吧”买

走并“套壳发布”直接引起市场混淆的竞品，对企业发展、市场秩序和消费者

权利保护产生不利影响，由此可能涉及以下法律问题：从商标权人角度，依据

现有法律法规，企业存续期间其核心商标能否被拍卖？相同或近似商标应如何

处理？特别是当竞拍人包含直接竞争者时，如何保护商标权在拍卖后不被竞争

者滥用从而损害原商标权人的利益？从买受人角度，重金拍得的商标应如何使

用，才能在发挥商标价值的同时规避侵权风险？如果确有侵权，买受人的权利

如何得到救济？从规则制定角度，如何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拍卖过程进行更加严

格的审查和规制，从而平衡双方利益并防止不正当竞争？在下一期“直播吧”

VS“懂球帝”商标拍卖案例评述中，我们将深入这场商标权强制执行风云背后

的法律迷局，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涉及商标的特殊属性、价值功能等理论命题，

更对企业合规经营、保护核心知识产权具有实务意义。 

 

免责声明：本资讯信息及解读仅作为一般法律信息参考，不代表金茂律师事务

所或本所律师对具体法律问题的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果您需要针对特定问题的

法律咨询和交流，欢迎与本所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