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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始于 2015 年的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已经成为高校学科竞赛的主流赛事，参

赛高校、提交作品与参赛学生人数均呈现显著增长趋势。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主题

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吸纳了信息技术、社会服务和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基本实现了“互联网+”领域

的全覆盖，参赛对象从创意组和实践组拓展到成长组与师生同创组；以“双一流”高校为代表的本科

院校是入围总决赛参赛队伍的主力军，“互联网+”制造业已经成为大赛获奖集中领域；大赛金奖获奖

区域特征和高校分布不平衡，省际获奖项目数量差距显著，集中于高水平大学。基于此，围绕强化国

家创新创业政策支持、巩固校内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建立校外校内导师联合指导机制，展望大赛未来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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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2019 年 2 月 22 日，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

研讨会暨 2018 年度全国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发

布，显示从 2015 年 5 月开始举办的中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位列第一。事实上，“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源于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互联网+”

行动计划，此后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

施意见》，要求激发在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

体现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搭建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与社会投资对接平台。2018 年 3 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给第三届“互联网+”大赛“青年红

色筑梦之旅”的大学生的重要回信中充分肯定了

青年学子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与积极的意志品

质。2018 年 10 月，孙春兰副总理在第四届“互联

网+”大赛闭幕式上强调，各地高校要深入贯彻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

策部署，顺应国家未来发展和产业转型方向，着

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创新引领

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不断提升教育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成效[1]。2019 年 10 月，第五届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落下帷幕，

在此次大赛投融资对接活动中共有 284 个总决赛

参赛项目提交融资意向，335 名投资人参与对接，

达成 406 个投资意向，累计金额超过 17 亿元。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现已

举办五届，高校对大赛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如何？

大赛组织流程是否规范？大赛获奖项目具备哪

些基本特征？鉴于此，笔者以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参赛与获奖作品为研究样

本，从大赛主题、参赛情况、参赛阶段等视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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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大赛大学生的参与程度，从五届入围总决赛作

品数、参赛高校层次、金奖获奖赛道、地区分布

等方面分析大赛获奖情况的具体特点；同时调查

了大赛冠军的孵化现状，展望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发展趋势。 

二、“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发展历程 

    (一) 历届大赛的目的、任务与主题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目的、

任务与主题逐年明确和清晰：旨在培养创新型人

才，推动高校的创新发展。历届大赛的目的、任

务与主题见表 1。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始终

围绕“互联网+”这一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突

出了成就梦想、创新创业、书写人生华章等新视

点主题。大赛目的和任务始终根据国家提出的政

策和方针做出针对性的调整，旨在激发大学生创

造力，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改革，培养创新型人才。 

    (二) 历届大赛的参赛情况 

    1. 参赛高校、项目与人数 

    近几年大赛普及率越来越高，现已成为全国

大学生人尽皆知的一项创业赛事，参赛高校、项

目与人数情况见图 1~3。 
 

表 1  历届大赛的目的、任务与主题 

届次 大赛主题 大赛目的、任务 

第一届 
“互联网+”成就梦想 
创新创业开辟未来 

旨在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互联网+”新业态形成，推动高校毕

业生高质量创业就业 

第二届 
拥抱“互联网+”时代 
共筑创新创业梦想 推动赛事成果转化和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

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第三届 

搏击“互联网+”新时代 
壮大创新创业生力军 

第四届 
勇立时代潮头敢闯会创 

扎根中国大地书写人生华章 
鼓励青年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

把激昂的青春梦融入伟大中国梦 

第五届 
追逐梦想拼搏奋进永向前 
勇立潮头敢闯会创铸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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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参赛高校 
 

 

图 2  参赛项目 

 

 
图 3  参赛人数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参赛高校、

提交的作品以及参赛学生人数呈现显著增长趋

势，表明大赛已经成为中国高校学生学科竞赛的

主流平台。从参赛人数方面来看，第五届的参赛

人数(457 万)是第一届(20 万)的二十二倍；从参赛

高校方面来看，第一届参赛高校共有一千八百余

所，第五届比第一届增加了两千多所；从提交作

品的角度来看，第二届的作品数是第一届的三

倍，第三届是第二届的三倍，第五届是第一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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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倍。 

    2. 参赛项目类型 

    四届大赛分别设有多个项目类型，根据参赛

项目所属的行业划分。项目类型的划分使各个项

目能有自己所属的领域，确保大赛项目可以公平

竞争，各届项目类型如表 2 所示。 
 

表 2  历届大赛参赛项目类型 

届次 参赛项目类型 类型总数 

第一届 传统产业、新业态、公共服务、技术支撑平台 4 

第二届 现代农业、信息技术服务、商务服务、公共服务、公益创业、制造业 6 

第三届 
现代农业、信息技术服务、商务服务、公共服务、公益创业、文化创意服务、制造业(新增国际

赛道) 
7 

第四届 
现代农业、信息技术服务、社会服务、公益创业、文化创意服务、制造业 

(保留国际赛道，新增“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6 

第五届 
现代农业、信息技术服务、社会服务、文化创意服务、制造业、 

(保留“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和国际赛道，新增职教赛道和萌芽板块) 
5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项目类型

设置以促进产业升级和信息化、工业化高度融合

为目的，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吸纳了信息技术、社

会服务和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基本实现了“互

联网+”领域的全覆盖。大赛赛道的改变体现了

大赛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政策导向，也有助于参

赛项目的后期孵化。 

    第二届大赛的参赛项目类型在第一届基础

上由 4 种增加为 6 种。相较第二届，第三届大赛

的参赛项目类型增加一种文化创意服务，同时开

设的国际赛道致力于打造大赛国际平台，提升大

赛全球影响力。从四种到六种体现出大赛精准对

接产业需求的努力。第四届与前三届最大的不同

在于，第四届增设“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鼓励各类创新创业项目参赛，根据行业背景选择

相应类型。第五届的项目类型在保留前四届主题

类型的同时，减少了公益创业项目，新增职教赛

道和萌芽板块，体现出项目类型在精简化的同时

趋于稳定。 

    3. 总决赛奖项设置 

    总决赛按照一定比例设置金银铜奖，所有经

过校赛、省赛选拔的参赛队伍参加全国总决赛争

夺冠亚季军以及金银铜奖，各届奖项数量设置如

图 4 所示。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高

教主赛道奖项设置随着大赛不断完善做出了相

应的调整。大赛总决赛的奖项数量从第一届的 

 

图 4  历届总决赛奖项设置 

 

300 个增加到了 600 个，并持续不变，在第一届

中，金奖共 30 个，铜奖共 200 个，占总奖项的

三分之二；第二届和第三届在金奖数量上没有变

化，银奖从 70 个增加到了 90 个，同时铜奖 480

个，占总奖项的五分之四；第五届扩充金奖数量

到 50 个，银奖也增加到了 100 个，铜奖减少到

450 个，占总奖项的四分之三。 

    4. 参赛对象的变化 

    根据参赛项目性质差异，“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参赛对象变化见图 5 所示。 

    “互联网+”大赛参赛对象涉及领域趋于全

面，从最初的创意组和实践组拓展到现在的成长

组与师生同创组，这有利于投资人与项目成果的

对接。 

    (三) 参赛阶段 

    大赛参赛阶段及应准备事宜如表 3 所示。 

    “互联网+”大赛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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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历届参赛对象变化 

 
表 3  大赛参赛阶段 

时间 应做事项 准备事宜 

1~3 月 筹备启动 
大赛开始启动，参赛队伍整理创

业计划书 

4~6 月 赛前辅导 
准备参加比赛，完善计划书，查

漏补缺 

6~8 月 校赛甄选 
参赛高校开始选拔、答辩、路演，

积累经验 

9 月 省赛国赛 
校赛脱颖而出的项目准备省赛，

冲刺总决赛 

10 月 国赛决赛 
聚集优秀项目，角逐最后的冠亚 

季军 

11~12 月 赛后总结 
参赛队伍赛后总结经验和不足，

并争取投资 

 

赛流程，每阶段存在应准备事项，赛前准备和赛

后总结至关重要。 

    三、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获奖情况 

    (一) 入围总决赛作品数 

    参赛作品经过层层筛选最终进入全国总决

赛，并经过最后一次作品选拔进入全国总决赛的

现场进行答辩，进入全国总决赛的作品数量如图

6 所示。 

    入围总决赛作品数和总决赛金、银、铜奖数

量随着大赛参赛类型变化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

届大赛中全国共产生 300 支团队入选全国总决

赛，其中创意组 100 支团队，实践组 200 支团队。

第二届和第三届大赛情况相同，全国参赛高校共

产生 600 个项目组进入全国总决赛，但金、银、

铜奖数缩至 120 个。在第五届大赛中，全国总决

赛共产生 600 个项目进入总决赛，金、银、铜奖

数增加至 150 个(其中包括 20 个港澳台地区参赛

项目，30~60 个国际赛道项目，以及 40 个“青年

红色筑梦之旅”赛道项目)。 

 

 

图 6  入围总决赛作品数 

 

    (二) 总决赛参赛队伍所在高校类型及层次

比例 

    进入总决赛的参赛队伍来自不同高校，其类

型以及层次如图 7 所示。 
 

 

图 7  总决赛参赛队伍高校类型及层次 

 

    以“双一流”高校为代表的本科院校是入围

总决赛参赛队伍的主力军。项目获奖与高校教育

水准、教育改革程度密切相关。从高校类型上看，

“双一流”高校占入围决赛的 57%，超过了进入

总决赛参赛队伍总数的一半[2]。从高校层次来看，

本科高校为主体，总决赛参赛队伍涵盖本科和高

职高专，进入总决赛的队伍中，本科占 97%，高

职高专仅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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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金奖获奖赛道分析 

    第五届参赛赛道可以分为农业、制造业、信

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社会服务五个赛道。

各金奖获奖赛道及获奖数量如表 4 所示。 

    显而易见，“互联网+”制造业已经成为“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主要获奖领域，

这也和中国制造 2025 的战略导向相契合，同时

信息技术服务也占相当一部分比重(25.83%)，体

现了我国信息行业和互联网行业的迅速发展。文

化创意服务紧跟其后，占有 16.66%的获奖比例，

农业和社会服务所占比例相似。 

    (四) 五届冠亚季军获奖高校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迄今已成

功举办五届，冠亚季军的获奖情况见表 5。 
 

表 4  各金奖获奖赛道及获奖数量 

届次 农业 制造业 信息技术服务 文化创意服务 社会服务 总计 

第一届 2 6 12 6 4 30 

第二届 2 10 11 8 1 32 

第三届 4 32 7 8 2 53 

第四届 4 26 14 8 6 58 

第五届 5 31 18 10 3 67 

合计 17 105 62 40 16 240 

比例(%) 7.08 43.75 25.83 16.66 6.68 100 

 

表 5  冠亚季军获奖高校 

获奖项数 获奖学校 获奖级别 

5 浙江大学 2 冠 1 亚 2 季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冠 1 亚 

2 北京理工大学 1 冠 1 季 

2 南京大学 1 亚 1 季 

1 清华大学 1 冠 

1 西北工业大学 1 冠 

1 厦门大学 1 冠 

1 北京邮电大学 1 亚 

1 华南理工大学 1 亚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 亚 

1 北京大学 1 季 

1 东南大学 1 季 

1 University of Toronto 1 季 

1 山东大学 1 季 

 

    高水平大学获奖项目居多，参赛高校类型、

层次不平衡。在五届大赛中，共有 14 所大学的

参赛队伍在总决赛中获奖，其中浙江大学在“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收获颇丰，共获

得两项冠军、一项亚军和一项季军，另有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和南京大学获得过 2

次前三名。 

    (五) 金奖获奖地区分布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获奖

省市分布见表 6 所示。 

    从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

奖获奖省份分布特征来看，虽然实现了获奖省份

全覆盖，但是获奖集中区域存在显著差异。湖北

省、北京市、浙江省、陕西省的发挥较稳定，每

年都会获得一定数量金奖，其中陕西省在第三届

突飞猛进，获得 8 项金奖；江苏省是第五届大赛

获金奖最多的省份，共获 8 项金奖。第三、四、

五届新增港澳台地区参赛获奖，更多省份重视发

力，排名靠前与靠后的区域获奖数量差距缩小，

见表 7 所示。 

    从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

奖获奖区域分布特征来看，金奖数量区域分布不

平衡，省际获奖项目数量差距十分明显，高等教

育相对发达省份高校获奖项目较多。这也表明项

目获奖与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投入程

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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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省市历届金奖获奖数量 

 湖北 北京 浙江 江苏 江西 湖南 广东 四川 辽宁 上海 福建 

第一届 5 3 2 2 2 2 2 2 1 1 0 

第二届 5 6 3 2 0 0 1 4 1 2 2 

第三届 4 3 3 0 1 0 1 3 1 0 4 

第四届 2 3 8 8 3 0 3 4 0 5 6 

第五届 6 5 6 8 2 0 2 4 2 4 6 

 山东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河南 陕西 广西 天津 澳门 台湾 香港 

第一届 1 1 1 1 1 1 0 0 0 0 0 

第二届 2 0 0 0 0 3 1 0 0 0 0 

第三届 1 2 0 0 0 8 0 0 1 1 1 

第四届 3 0 3 0 0 3 1 1 1 1 3 

第五届 0 0 0 2 1 6 0 3 1 1 5 

 

表 7  金奖获奖区域分布 

区域 省市 
金奖 
数量 

所占 
比例(%) 

华东 
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

上海 
57 38.78 

华南 广东、广西、海南 9 6.12 

华北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16 10.88 

华中 湖北、湖南、河南、江西 32 21.77 

西北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7 4.76 

西南 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 16 10.88 

东北 辽宁、吉林、黑龙江 10 6.81 

 

    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项目孵化 

    大赛结束后，获奖项目进一步孵化落地、成

长壮大。12 个创意组金奖项目中，超过 80%的项

目已注册公司，进入正规化运行[3]。由于其他项

目无法追踪到确切的数据，现以第一届冠军项目

Unicorn 无人直升机系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

例，冠军天峋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 月成立，其项目是一款完全由天峋团队自主研

发的涡轮轴动力无人驾驶直升机，目前已获得 15

项专利。比赛结束后，公司规模由最初三五人的

小团队，逐步扩大至 30 人，注册资本 117.56 万

元，共带动就业 52 人。自 2015 年公司成立截至

2016 年，公司所制造的无人直升机主要应用于警

用、电力巡检、高校科研等方面，创造销售额约

600 万，孵化效果理想。 

    五、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发展展望 

    通过分析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发展现状，笔者研究发现：①从大赛目的、

任务与主题来看，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始终围绕“互联网+”这一经济社会发

展新形态，突出了成就梦想、创新创业、书写人

生华章等新视点主题，旨在激发大学生创造力，

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改革，培养创新型人才。②从

参赛情况来看，参赛高校、提交作品以及参赛学

生人数呈现显著增长趋势，表明大赛已经成为中

国高校学生学科竞赛的主流平台。项目类型设置

以促进产业升级以及信息化、工业化高度融合为

目的，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吸纳了信息技术、社会

服务和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基本实现了“互联

网+”领域的全覆盖。大赛赛道的改变体现了精

准对接产业需求的政策导向，也有助于参赛项目

的后期孵化。参赛对象涉及领域趋于全面，从最

初的创意组和实践组拓展到现在的成长组与师

生同创组，有利于投资人与项目成果的对接。③

从大赛获奖情况来看，入围总决赛作品数和总决

赛金银铜奖数量随着大赛参赛类型变化也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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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调整。以“双一流”高校为代表的本科院校

是入围总决赛参赛队伍的主力军，“互联网+”制

造业已经成为“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的主要获奖领域，高度契合了中国制造 2025 的

战略导向，同时信息技术服务也占相当一部分比

重。大赛虽然实现了金奖获奖省份全覆盖，但是

获奖集中区域存在显著差异，省际金奖获奖项目

数量差距显著，高水平大学获奖项目居多，这也

表明大赛获奖与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

投入程度密切相关。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发展展望：①强化

国家创新创业政策支持。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

度重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然而，统计

数据显示，迄今为止的四届获奖项目的区域分布

仍然不均衡，尤其是青海、贵州、西藏、甘肃等

偏远省域获奖项目占比不高。建议设置西部地区

赛道，扶助薄弱地区，提升西部地区创新创业教

育效果。②巩固校内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参赛高

校是“互联网+”大赛的重要基石，也是提升大

赛整体质量的关键所在。鼓励高校定期举行创新

创业讲坛、创新创业经验交流、创新创业实训等

活动，形成意识熏陶、思维训练、创新创业与实

践相结合的循序渐进式发展；开展项目孵化体

验、专业技能体验、团队训练体验、创业探索体

验，持续提升学生创新与创业能力，实现以赛促

教、以赛促改。③建立校外校内导师联合指导机

制。夯实“互联网+”大赛指导教师队伍，整合

校外实践导师与校内理论导师资源。校外导师可

利用自身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校内导师运用渊

博的理论知识，帮助项目提高可实施性和落地

性，从而使项目变成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创业项

目。建立大赛指导教师资源库，为参赛队伍提供

各类指导，为创新创业团队的组建和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4]。同时加强学校与企业间的合作，积极

发掘校外资源，充分利用校友资源，以深化产业

与教育融合为契机，积极与企业沟通，这样既能

提高企业参与办学的程度，又能密切学校与企业

关系，更能体现出学校服务地方的发展理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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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Internet +”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which 

started in 2015,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competition in university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The number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universities, submissions and entries shows a significant growth trend. Based on 

traditional industry, the theme of the competition absorbs new industries such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cial service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achieves the full coverage of the “Internet +” field. Participants 

develop from innovation group and practice group to progress group and entrepreneurship group made up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Universities representing double-first university and college are the main force which 

have the chance to take part in the final competitions, and “Internet + ” industry has become the major part to 

win prizes. There are obvious and big differences concerning the number of inter-provincial awards, which 

are mostly gathered in high-level universities. Based on all these, all these would be discussed as centering 

on strengthening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solidifying campu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latform, establishing the combined guiding system within and 

outside the campus,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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