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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往届大赛回顾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 定位高：总书记回信、总理倡议、副总理出席

• 发展快：大学生热情高涨，星火燎原

• 效果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载体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平台

推动产学研用结合的关键纽带

• 评价高：全球最大最好的路演平台

无与伦比、非同凡响、继往开来、惊艳非凡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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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给第三届中
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
梦之旅”大学生的回信

祖国的青年一代有理想、有追求、有担

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不断的

青春力量。

希望你们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

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在艰苦奋斗中

锤炼意志品质，在亿万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

进行的伟大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用青春书

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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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

 要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

智力支撑



国务院副总理每年莅临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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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见获奖学生、指导老师和专家评委代表

• 发表重要讲话，对学生创新创业寄予殷切希望

• 对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出指导意见



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主 题：勇立时代潮头敢闯会创 扎根中国大地书写人生华章

有广度：265万人、64万项目（9%）+51个国家/地区

有深度：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海丝、海峡、海洋文化特色（三海）

有高度：对接“一带一路”、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

有温度：“青年红色筑梦之旅”，70余万人、14万支团队走进革命老区、

贫困地区，上好全国最大最有温度的思政课



惊艳非凡、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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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了一支敢闯会创、爱拼会赢的中国双创新锐大军

聚合了最年轻的双创力量 赛出了创新创业“最强大脑”

• 一些项目是我国高校产生的世界首创、甚至是世界唯一的技术和产品。



惊艳非凡、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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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全国最大的一堂有温度的思政课和一堂有激情的创新课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参与

对接

31个省（市、区）

70万名大学生

14万个团队

农户24.9万户

企业6109家

签订合作协议4200余项

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近40亿元



惊艳非凡、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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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了大学生创新创业交流的全球大平台，国际影响力实现重大突破

• 51个国家和地区的700余支境外团队同台竞技

• 全球上万名师生和行业企业、投资机构代表

共聚总决赛现场

被国内外媒体誉为惊艳非凡的空前盛会



惊艳非凡、海阔天空

12

其他重要媒体：新华社通稿，人民日报头版，光明日报头版头条+评论员文章等

 五大成效：大军+大课+大会+大论坛+大电影

 五育平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大平台

新华社专访(点击近700万)新闻联播(10月13日)新闻联播(10月11日) 凤凰卫视（10月15日）



第四届大赛各省参赛报名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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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五届大赛总体方案



大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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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 为 人 先 放 飞 青 春 梦

勇 立 潮 头 建 功 新 时 代



目的任务

• 以赛促学，培养创新创业生力军

• 以赛促教，探索素质教育新途径

• 以赛促创，搭建成果转化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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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 阿里总部

浙江大学亚运会场馆



组织机构（13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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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会、专家委员会
纪律与监督委员会
赞助和协办单位



办赛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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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浙江省人民政府
承办高校：浙 江 大 学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大学



总体思路

拟于5月启动：在全国“双创周”期间，主场地在杭州

10月举办全国总决赛：由教育部和浙江省主办，浙江大学承办

• 参赛国家：拟邀请100个国家/地区团队参赛

打造四大板块 实现“五个更”

更全面 更国际

更中国 更教育 更创新

高教板块 职教板块

国际板块 萌芽板块



实现“五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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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全面：四大版块，打通各学段双创教育链条，实现区域、学校、学生类型全覆盖

• 更国际：拓展国际赛道，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深度融入全球创新创业浪潮。

• 更中国：以大赛为载体，推出中国中国模式，提升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 更教育：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平台”，上好一堂最大的创新创业课

深入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上好一堂最大的国情思政课。

• 更创新：广泛开展大中学生创新活动，助推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服务国家创新发展



“1+6”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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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体赛事

• 高教主赛道

•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 职教赛道

• 国际赛道

• 萌芽版块

6 同期活动

•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 大学生创客秀（成果展）

• 大赛优秀项目对接巡展

• 对话2049未来科技系列活动

• 浙商文化体验活动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业教育国际会议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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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创新创业实践与乡村振
兴战略、精准扶贫脱贫相结合，打造一堂全国最大的思政课

• 号召：做“红船精神”的践行者，不断从中汲取信念的力量、真理的力
量、奋斗的力量、创新的力量

• 启动：5月以浙江嘉兴红船为起点，湖州安吉等地同步举行全国启动仪式

• 奖项：单列奖项、单独设置评审指标，突出项目的社会贡献和公益价值，
奖励对农村地区教育、科技、农业、医疗、扶贫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项目



大学生创客秀（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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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赛总决赛期间举办大学生“创客秀”

• 促进国内外创业青年交流合作和融合共享，
为各方人员提供开放参与的机会

搭建服务平台

1. 高教版块 2. 职教版块

3.  国际版块 4.  萌芽版块

• 团队项目路演展示

• 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 投融资合作对接

设置四大板块



大赛优秀项目对接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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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全国双创周设立专区

• 总决赛期间举办投融资洽谈对接会

国际优秀创新创业项目落地计划：

推动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社会效益好、具有明显

投资价值的优质项目落地。



对话2049未来科技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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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建国70周年的新起点，畅想建国100周年的未来科技发展

• 邀请前沿科学尖端青年科学家、行业领军人物、高科技技术专家

与大学生创业者对话

主题报告/主旨演讲：探讨未来科技发展方向

未来科技展区： 体现数字经济、5G等高科技技术和产品等



浙商文化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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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谈浙商文化：

感悟浙商文化：

邀请知名浙商走进大赛，对话青年创业者

邀请海内外优秀创业

青年参观浙商文化中

心，走进浙商名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业教育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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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创业教育

• 搭建政策对话与经验分享的平台

• 积极回应新经济和新科技给创业教育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 共同推进全球创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参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

有关国家和地区创业教育相关的政府官员、企业代表及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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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赛具体工作安排



比赛赛制

• 校级初赛由各院校负责组织

• 省级复赛由各省（区、市）负责组织

• 全国总决赛由各省（区、市）按照大赛组委会确定的配额择优遴选推荐项

目。大赛组委会将综合考虑各省（区、市）报名团队数、参赛院校数和创

新创业教育工作情况等因素分配全国总决赛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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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赛制（不含萌芽版块）：

校级初赛、省级复赛、全国总决赛



1. 高教主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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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 社会服务

制造业

信息技术
服务

文化创意
服务

项目类型：5类

互联网+



1. 高教主赛道

31

项目设置

农林牧渔等
“互联网+”

现代农业

“互联网+”

制造业

先进制造、智能硬件、工业自动化、生物医药、

节能环保、新材料、军工等

“互联网+”

信息技术服务

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网络空间安全技术、大数据、云

计算、工具软件、社交网络、媒体门户、企业服务、下一代通

讯技术等



1. 高教主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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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置

“互联网+”

文化创意服务

广播影视、设计服务、文化艺术、旅游休闲、艺术品
交易、广告会展、动漫娱乐、体育竞技等

“互联网+”

社会服务

电子商务、消费生活、金融、财经法务、房产家居、
高效物流、教育培训、医疗健康、交通、人力资源服
务等



1. 高教主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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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组别：4组

创意组 初创组

成长组
师生

共创组



1. 高教主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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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组

1. 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

（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

2. 高校教师科技成果转化的参赛项目不能参加创意组

（科技成果的完成人、所有人中有参赛申报人的除外）

项目
说明

参赛
条件

• 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式

• 在2019年5月31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1. 高教主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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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组

1. 参赛申报人须为初创企业法人代表，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

2. 项目股权结构中，参赛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少于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少于1/3

3. 高校教师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可以参加初创组，允许将拥有科研成果的教师的股权与学生

所持股权合并计算，合并计算的股权不少于51%（学生团队所持股权比例不低于26%）

项目
说明

参赛
条件

• 工商登记注册未满3年（2016年3月1日后注册）

• 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不超过1轮次



1. 高教主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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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组

1. 参赛申报人须为初创企业法人代表，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

2. 项目股权结构中，参赛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少于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少于1/3

3. 高校教师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可以参加成长组，允许将拥有科研成果的教师的股权与学生

所持股权合并计算，合并计算的股权不少于51%（学生团队所持股权比例不低于26%）

项目
说明

参赛
条件

• 工商登记注册3年以上（2016年3月1日前）

• 或工商登记注册未满3年（2016年3月1日后），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2轮次（含）以上



1. 高教主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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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共创组

1. 参赛项目必须注册成立公司，且公司注册年限不超过5年（2014年3月1日后注册），

师生均可为公司法人代表

2. 参赛申报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

3. 参赛项目中的教师须为高校在编教师（2019年3月1日前正式入职）

股权结构中，师生股权合并计算不低于51%，且学生参赛成员合计股份不低于10%

项目
说明

参赛
条件

• 参赛项目中高校教师持股比例大于学生持股比例的只能参加师生共创组



1. 高教主赛道

38

奖项设置

 金奖50个、银奖100个、铜奖450个

 另设港澳台项目金奖5个、银奖15个、铜奖另定

 设最佳创意奖、最具商业价值奖、最具人气奖；优秀创新创业导师

 设高校集体奖20个、省市优秀组织奖10个（与职教赛道合并计算）

 高教主赛道每所高校入选全国总决赛项目总数不超过4个

 全国600个项目入围全国总决赛高教主赛道、150个进入比赛

 港澳台地区参赛名额单列，通过网评产生20个项目进入现场比赛

选拔

奖项



2.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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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组别：2组

公益组 商业组



2.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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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

1. 参赛申报主体为独立的公益项目或者社会组织，

注册或未注册成立公益机构（或社会组织）的项目均可参赛

2. 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实际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

3. 师生共创的公益项目，若符合“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要求，可以参加该组

项目
说明

参赛
条件

• 参赛项目以社会价值为导向，

• 在公益服务领域具有较好的创意、产品或服务模式的创业计划和实践



2.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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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组

1. 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实际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

2. 注册或未注册成立公司的项目均可参赛。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

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少于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少于1/3

如已注册成立机构或公司，学生须为法人代表

3. 师生共创的商业组项目只能参加高教主赛道，不能报名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项目
说明

参赛
条件

• 参赛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的痛点问题、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 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融合



2.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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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设置

 金奖15个、银奖45个、铜奖140个

 设“乡村振兴奖”“精准扶贫奖”“网络影响力奖”等单项奖若干

 高校集体奖20个、省市优秀组织奖8个和优秀创新创业导师若干名

 每所高校入选全国总决赛红旅赛道的团队总数不超过2个

 全国共产生200个项目入围全国总决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通过网上评审，产生60个项目进入全国总决赛现场比赛

选拔

奖项



3. 职教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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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组别：2组

创意组 创业组

特别
说明

• 教师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可以参加创业组（不能参加创意组，科技成果的完成人、所有人中有

参赛申报人的除外）

• 允许师生股权合并计算，合并计算的股权不少于51%（学生团队所持股权比例不低于26%）

• 教师持股比例大于学生团队持股比例的项目，只能参加高教主赛道师生共创组。



3. 职教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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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组

 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式

在2019年5月31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须为职业院校的在校学生

参赛
条件



3. 职教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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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组

 参赛项目在2019年5月31日前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且公司注册年限不超过5年（2014年3月1日后注册）

 参赛申报人须为企业法人代表，

须为职业院校在校学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4年之后毕业）

 创业组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项目的股权结构中，

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少于10%，参赛成员合计不少于1/3

参赛
条件



3. 职教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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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设置

 设金奖15个、银奖45个、铜奖140个

 设院校集体奖20个、省市优秀组织奖10个（与高教主赛道合并计算）

 优秀创新创业导师若干名

 每所院校入选全国总决赛职教赛道的团队总数不超过2个

 职教赛道共产生200个项目入围全国总决赛

 产生60个项目进入全国总决赛现场比赛

选拔

奖项



4. 国际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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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项目具有较新的创意、技术、产品、商业模式等，有明确
的创业计划，尚未注册公司或已注册公司的创业项目均可参赛商业企业组

社会企业组
以工商企业类为主。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服务于乡村振
兴、社区发展、弱势群体、或以增益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和目标

命题组
持续征集全球大型企业、政府机构、公益机构等就自身发展或
社会共性问题设立参赛题目

参赛组别：3组



4. 国际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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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设置

 现场总决赛设金奖15个，银奖45个

 命题组设奖金，进入现场终审的团队数量和奖金数额由命题方确定

 从所有申报项目中遴选出铜奖项目（不超过300个）

并在其中评选出60个优胜项目参加现场总决赛

 国内外双学籍类高校入选总决赛国际赛道项目总数不超过2个

选拔

奖项



4. 国际赛道

• 鼓励中国各高校推荐本校外国留学生、海外校友、国外合

作高校师生参赛。

• 参赛项目团队负责人如果同时具备国际和国内双学籍，可

以同时代表国内外两个高校参赛，奖项可以由国内外两个

高校同时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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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萌芽版块

由各省（区、市）从已有各类中学生赛事获奖项目中择优推荐

50

 教育部正式公布认可的竞赛

 可参考《2019年度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

已有赛事：

紧密结合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或提供解

决思路，具有可预见的应用性与成长性。

推荐标准

推荐方式



5. 萌芽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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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设置

 萌芽版块设20个创新潜力奖和单项奖若干个

 设萌芽版块集体奖20个

 优秀创新创业导师若干名

 共推荐200个萌芽版块优秀项目参加全国总决赛（名额另行发布）

 由大赛组委会评定约60个项目在总决赛现场比赛进行展示交流

 每所学校入选全国总决赛萌芽版块的团队总数不超过2个

选拔

奖项



总体赛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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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报名
截止日期不晚于

8月15日

初赛复赛

• 8月31日前完成复赛

• 遴选总决赛候选项目

全国总决赛

• 通过网评择优选拔项

目进入现场比赛

• 决出金、奖、铜奖

4-5月 6-8月 10月中下旬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安排

3月 5月 4—8月

启动仪式 活动报名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 制定本地“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活动方案
• 明确活动时间、地点、规模、

形式、支持条件等内容

• 5月在浙江嘉兴、湖州举办2019
年“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全
国启动仪式

• 各地推荐3-10个项目参加启动
仪式

• 团队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

或微信公众号(同名)报名

• 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4月5日至

8月15日

制定方案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安排

4-9月 9-10月

总结表彰

• 以“科技中国小分队”“健康中国小分队”“幸福中国小分
队”“教育中国小分队”“法治中国小分队”“形象中国小分
队”或项目团队组团等形式，走进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城乡社
区，将高校的智力、技术和项目资源辐射到广大基层社区和农村
地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建设，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 组织优秀团队或项目开展校园宣讲，用青年奋斗故事激励青年，
引领带动更多青年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投身创新创业实践

• 各地各高校及时做好经验总结和成果

宣传，选树优秀典型，举办优秀团队

先进事迹报告会

• 组委会将在全国总决赛期间举办“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成果展

组织实施



下一步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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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时间节点，组织好本省的校赛、省赛

• 做好新增版块的组织、宣传、动员工作

• 组织好本省“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4月20日前上报各省工作方案

• 通过相关院校发动世界知名院校参加国际赛道比赛

• 宣传推荐大赛主题电影《当我们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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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主题电影《当我们海阔天空》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