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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择和培育优质项目是在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实现育人本质和取得

优异成绩的关键。如何科学地甄别有潜质的项目，源源不断地挖掘优质项目，进一步做好优质项目的

培育工作，是高校竞赛管理部门和项目团队面临的难点。结合大赛组织管理和项目培育工作实际，运

用“抽象与具体”的研究方法分析大量国赛金奖项目，并从科学甄别优质项目、深度挖掘优质项目和

精准培育优质项目等三个方面提出备赛策略，希望为高校和参赛团队取得优异成绩提供学理支撑和有

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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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近年来，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持续加强顶层设

计，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举措，作为应对新一轮科

技和产业变革的有效手段，作为打造经济发展新

动能的重要引擎。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以下简称为“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旨在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激发大

学生的创造力，培养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主力军；推动赛事成果转化，促进“互联网+”
新业态形成，服务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以创新引

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推动高校毕业生更高质

量创业就业。 
    在 2018 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是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有高尚的品德、创

新的思维、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审美、劳动的

习惯。”[1]这标志着我国人才培养教育体系进入了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教育部认真贯彻

落实全国教育大会重要精神，从第五届大赛起提

出“五个更”的新要求，即更全面、更国际、更

中国、更教育、更创新，其中“更教育”便是大

赛要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德育)、
专业教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紧密

结合，把大赛打造成为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五育平台”。由此来看，参赛项目贯彻落

实五育并举人才培养理念是大赛的初心使命，也

是提升项目质量的有效路径。 
    一、梳理“三个方面”，剖析大赛备赛难点 
    经过七年发展，“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已成为全球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盛会，是

国内办赛规模最高、参赛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

的创新创业类竞赛。当前各高校对大赛备赛非常

重视，希望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优异成绩。本

研究梳理众多学者前期成果并结合实证研究，将

备赛难点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竞争激烈，优质项目来源比较单一 
    从历届大赛获奖比例和获奖概率来看，竞争

非常激烈，项目入围国赛的概率达到万里挑一的

程度，大赛可谓是创新创业竞赛中的“奥林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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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从成绩来看，国赛金奖项目呈现向部属高

校和“双一流”高校聚集的趋势[2]。大赛结果从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的学科实力和办学质量，

反映出创新创业教育资源的多年沉淀和前期投

入程度。学者杨利琴对大学生的参赛难点和需求

调研进行分析，发现在寻找优质项目的难易程度

上，认为选择“比较困难”的人数占比 56.21%，

需要接受学校培育和孵化的人数占比约为 60%，

因此如何找到优质的创业项目，是大部分创业者

和参赛团队面临的第一大难点[3]。 
    (二) 要素繁多，项目培育研究成果较少 
    大赛竞赛要素繁多，从硬件上看项目 BP、
路演 PPT、1 分钟 VCR 是必选项，科技类、文创

类的项目提供产品原型或者实物展示是成绩的

加分项。从软件上看陈述(答辩)人、路演稿、专

利库、合作协议和信任背书是决定项目是否展示

充分、呈现应有亮点的关键要素。当前学界研究

主要集中在大赛的师资培训和团队组建方面，停

留在从人(指导教师和项目团队)的角度出发展开

研究，而明显缺乏从项目成长视角进行研究的成

果。项目的商业机会如何挖掘，商业逻辑如何梳

理，商业模式如何提炼，商业故事如何呈现，是

需要实践检验和市场验证的，这是项目可行性、

成长性和复制性的关键要素。 
    (三) 实践性强，项目培育质量差强人意 
    培育项目的实践性强，不同类型、领域的项

目覆盖多个学科专业或者交叉学科。一般而言，

长期在高校工作的老师擅长个人所属学科专业

领域，对市场痛点和商业模式的关注较少；而熟

悉孵化转化或投资融资的经理人洞悉市场痛点、

营销策略和项目运营，但系统性、学理性的归纳

和提炼能力又比较弱。因此，围绕大赛育人本质，

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特别是提升项目培育策

略，从实践的角度助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

赛促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聚焦“五个好”，科学甄别优质项目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一堂最

具特色的创新大课，实现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的贯通[4]。项目团队在近一年的参赛过

程中，历经千锤百炼，成就烈火真金，创新创业

的种子生根发芽。高校赛道，优质项目万里挑一，

历届大赛的金奖项目如 OFO 小黄车、翱翔系列

微小卫星、Insta360 全景相机、编程猫、全息 3D
智能炫屏、荔枝微课、智网云联、清航装备、星

网测通等等都是优质项目中的佼佼者。如何甄别

优质项目？笔者深度分析 5 000 多个项目，归纳

为“五个好”。 
    (一) 好名字是前提 
    好名字具有逻辑清晰、表述简洁的特征，要

最直接地反映出项目聚焦的领域、特色特点、市

场定位等，如“OFO—— 共享单车的开创者和领

骑者”项目，“开创者”很好地反映出项目首创

共享单车模式，“领骑者”体现项目服务短程出

行，并在此细分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又如“智网

云联—— 无限共算全球算力交易平台”项目，聚

焦人工智能的三大前沿领域之一的计算算力，

通过搭建无限共算全球算力交易平台，促使算

力价格大幅降低，从而打开广阔的应用场景，

为有算力需求的政用、商用以及民用的长尾部

分等各方提供廉价的算力服务。再如“荔枝微

课—— 大众知识分享平台”“90 后女孩有点‘田’”

“人工智能影视制作—— 聚力维度”等项目，通

过名字既能初步了解项目服务领域，又能引起评

委的好奇心。 
    (二) 好创意是核心 
    创意反映出项目最想解决或缓解什么市场

痛点，满足什么市场需求。正如彼得·德鲁克指

出：“变化提供了人们创造新颖且与众不同的事

物的机会。”[5]机会源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

新模式的突破、重组、再造，源于高校重大科研

项目的成果转化，源于一定区域场景的高频次、

强稳定的需求，还源于对原有热门领域的细分市

场的深度耕耘，这些都是好创意的来源，经过论

证不断演变成为可实施的商业机会。 
    (三) 好产品是目标 
    产品需要彰显项目的价值主张。项目应当聚

焦产品、技术、服务的创新，或者提供一套完整

的解决方案。优质项目会依托学科专业特色优

势，体现区域产业特色或者民族元素特点，具备

一定的技术壁垒和较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在高教

赛道中对创意组、初创组、成长组和师生共创组

等不同组别的项目考察要点也不尽相同[6]，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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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关注产品原型实现，能够获得天使用户的青

睐，有一定的盈利潜力；初创组考察产品与市场

的匹配度，要有市场数据支撑；成长组聚焦项目

的可复制性、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以及在行业

市场是否能打开局面；师生共创组凸显项目的科

技含量和技术壁垒，重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成果产

业化类项目在此赛道比较多。同时，青年红色筑

梦之旅赛道关注项目的社会与经济效益，以及在

推进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城乡社区经济社会发

展等方面是否有创新性、实效性和可持续性等。

职教赛道侧重于工艺创新和岗位创业，项目带动

就业情况要有数据支撑。 
    (四) 好团队是支柱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

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虽然

指导教师起主导作用，但参赛学生才是主体，好

团队至少由三方面人员构成，一是项目执行团队

由参赛项目的学生或毕业校友组成；二是项目指

导教师团队由擅长技术的老师、钻研竞赛的老

师、校外企业导师等组成；三是项目顾问团队可

聘请相关领域的院士、杰青、著名教授、知名人

士、大国工匠等。三个方面的团队要协调，实现

专业互补、结构合理。 
    (五) 能执行是关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好的创意、

再优秀的团队都是需通过实践进行检验的。执行

是对项目团队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最关键的检

验。项目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执行进展，落地成效

是否通过数据和图表进行佐证，这事关成败。同

时项目 BP、路演 PPT、一分钟 VCR 和陈述答辩

等都离不开好的执行能力，没有执行力都是空谈。 
    综上所述，优质的参赛项目是清晰简洁的名

称、洞察现实的创意、满足需求的产品、专业互

补的团队和坚强有力的执行等五个维度组成的。 
    三、聚焦“十大来源”，深度挖掘优质项目 
    七届大赛共有 600 多万个项目参加比赛。备

赛的关键是项目来源，如何宣传组织大量项目报

名，如何打造优质项目脱颖而出，这是困扰高校

竞赛管理部门和参赛师生团队的第一难点。如何

深度挖掘源源不断的优质项目？可以从以下十

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大赛在高教主赛道中设立了师生共创组，鼓

励和引导高校老师将其承担的国家级重大、重点

科研项目的科研成果进行转化，此类项目是大赛

高质量项目的重要来源。如来自四川大学重点实

验室的“Niceky 自抗凝性高通量血液透析器”项

目，该项目拥有全球首创技术，成功控制了成本，

具有低价优势，推向市场有望挽救上百万名透析

中的肾病患者的生命，同时可与国内市场上“技

术最优、市场份额超过 50%”的国外产品费森尤

思、尼普洛等一较高下。 
    (二) 创业校友运营项目 
    大赛允许毕业五年内的校友参赛，运营良好

的校友企业具有创业实践成果和丰富的社会资

源，以校友作为法人的企业主体参赛具有相对优

势。创业校友提供项目、实践指导，借助大赛平

台拓展业务资源；学生团队得到实践锻炼、市场

检验的机会；校方拓展项目来源渠道，增加优质

项目基数，可谓是一举三得。比如东南大学校友

“全息 3D 智能炫屏—— 南京万事屋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项目，利用人类大脑的“视觉暂留”效

应，应用显像算法与现代技术开发智能炫屏，手

持屏幕内置转化程序可将 2D图像转变为裸眼 3D
影像，智能炫屏应用场景丰富，可广泛应用于现

有 2D 的任何屏幕，可在地铁、机场乃至小店铺

投放广告和展示产品等。 
    (三) 在校学生创意项目 
    大学生群体充满无限的创造力和可能性，要

引导学生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学习圈和生活圈发

掘商业机会，利用专业知识创造解决方案。在校

学生创意项目是每年新增海量项目的主要来源，

这些项目比较稚嫩，创意居多，可行性论证不足，

但随着技术和产品的迭代，项目经过打磨、完善

后是很有竞争力的。北京大学“OFO—— 共享单

车的开创者和领骑者”项目就是来源于一群大

学生把握校园短途通行痛点，首创无桩共享模

式，在校园内创业运营并不断完善后服务社会

的典型。 
    (四) 家族企业传承项目 
    中国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面临技艺传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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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接续的问题，“创二代”普遍接受过良好的

高等教育，熟悉“产业+互联网”的升级跨越发

展模式，通过大赛实践锻炼，可以更好地发展家

族事业。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翟家大院第六代传承人翟天麟撕纸艺术”

项目，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90 后女孩有点

‘田’”，贵州师范大学“叶创坊—— 一种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破局与新生”等项目就是典型代表。 
    (五) 新兴技术驱动项目 
    大赛中出现了众多应用互联网+技术的创新

创业项目，这些项目高度契合当代新兴技术，如

VR/AR、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

区块链等技术，有相关专业背景的老师、同学

可以在此方面发力。国赛金奖中的南京大学

“Insta360 全景相机”、北京邮电大学“聚力维

度—人工智能影视制作”、江南大学“国内最大

的 VR 影像内容公司—— 兰亭数字”等项目均是

此类项目。第六届大赛冠军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

的“星网测通”项目，该项目团队针对卫星互联

网现有产品测不准、测不快、测不了、测不起的

痛点问题，历时 12 年，发明了系列测量仪，打

破了长期以来国外对我国航天领域测量技术的

封锁，解决了制约我国通信卫星发展的“卡脖子”

问题，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产品支持了

北斗、天通、中星等多颗卫星的研制工作。 
    (六) 公共公益服务项目 
    随着中国政府的简政放权，越来越多的政府

职能将通过面向社会采购服务的方式施行，这存

在巨大的创新创业空间。大学生参赛团队应该主

动作为，将专业知识技能与社会服务需求结合，

填补公共服务的短板，扩大公益服务的范围。比

如贵州师范大学“新时代儿童之家”项目，构建

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儿童之家为载体，以家庭

和儿童发展为服务终端的社区儿童教育关爱体

系，三方联动，涵盖思想品德教育、优秀中国传

统文化传播、艺术熏陶、STEAM 科创教育、健

康教育、社会公益、网络素养等多种儿童成长服

务，贵州省妇联、团省委等单位实地考察并宣传

推广该项目。 
    (七) 产教融合创新项目 
    充分发挥高校科技园、孵化园聚焦技术成果

孵化、转化的职能，推动高校智力资源和属地产

业紧密融合，实现产学研用创新对接，通过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助力属地企业转型升级。贵州师

范大学的“玛瑙红樱桃保鲜”、沈阳农业大学的

“大果榛子”、内蒙古农业大学“犇牛”等项目

是此类项目的典型。 
    (八) 国家政策指引项目 
    大赛已成为一场“百国千校”的全球双创盛

会，引导大学生立足“一带一路”倡议和着力打

造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议高校

围绕已有的学科专业优势或区位优势进行项目

设计，可以邀请国际学生担当项目负责人或参与

国内学生创业项目。如新疆大学的“语言＋”项

目，实现语音转换，搭建语言的“一带一路”。 
    (九) 基于平台经济的项目 
    基于平台经济的项目紧紧依托直播带货平

台和在线社群平台，具有较强的经济带动性和实

时互动性。第六届大赛上青年红色筑梦赛道的广

大青年学生全面聚焦 52 个未摘帽贫困县的实际

需求，掀起了一场以电商直播带货为主基调的扶

贫战役，参加直播带货活动的学生达 60 万人次，

销售金额超过 4.3 亿元。 
    (十) 其他学科竞赛和科研计划转化项目 
    大赛参赛项目类型非常广泛，涵盖现代农

业、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社

会服务等五个大类。对参加“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青春”全国大学

生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意、创新、

创业”挑战赛、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等竞

赛的优质项目可以按照“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的参赛规则进行打磨，这也是参赛项目

的重要来源之一。本科高校支持的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部分高校设立的大学生科研计

划项目等也是很好的来源。 
    优质项目来源并不只有以上十个方面，如第

七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新增了产

业命题赛道，采用“企业出题、高校揭榜、学生

答题”的模式，这种模式也提供了很好的项目来

源，同时由于参赛团队不多，获奖几率较大。不

同办学特点、不同学科特色、不同地域的高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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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兼而用之，既填充项目“蓄水池”，又打造项

目“种子队”。 
    四、把握“六个原则”，精准培育优质项目 
    有了稳定的、丰富的项目来源，接下来应结

合大赛评审要点遴选和培育优质项目。一般来

说，在遴选方面有六个总体原则。 
    (一) 对标遴选原则 
    项目遴选可以从参赛项目团队、高校组织管

理、评委竞赛评审等三个维度剖析，本研究基于

大赛评审要点提出遴选项目应具有的总体原则

和基本方向。 
    1. 学科优势原则 
    依托学校优势学科和重大项目成果参赛，参

赛项目质量会站在较高起点上。比如，师范类高

校的项目选择教育培训领域或者社会服务领域

会更容易发力，综合类高校和理工类高校的项目

要体现原始创新性和技术先进性。 
    2. 政策支撑原则 
    选择项目应紧扣国家政策、产业政策和地方

政策，这样的项目更容易获得资金和资源的支

持，项目启动和成功的机会更大。比如，国家和

产业政策都支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那么无人

机服务农业的项目就比较符合政策指引。还可以

结合高校所在地特点、民族特色等进行项目设

计，如内蒙古的高校项目可以围绕生态畜牧、风

力发电等，贵州的高校项目可以围绕苗绣、酒糟

循环利用等，这些项目有地域特点，地方政策支

持力度大，也会有较强的竞争力。 
    3. 市场需求原则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一句名

言：“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8]项目以目标

用户需求为导向，特别是刚性需求具有培育潜在

市场的可能。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银发经

济”“一人经济”“夜间经济”等服务需求越来越

大，蕴含大量创业商机。 
    4. 价值实现原则 
    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上产

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

是唯心论。”[9]无论在哪个赛道、哪个组别，参赛

项目都应具有真实价值，即为社会发展创造财富

和效益。公益项目以社会价值为导向，不以营利

为主要目的，但也应当兼顾经济价值维持自身运

营。商业项目以创造经济价值为主，以实现价值

增值为导向，也必然蕴含着合理的社会价值。 
    5. 创新竞争原则 
    创新既体现为项目团队大胆地试、大胆地

闯、敢为人先，又突出在项目产品、技术和服务

模式上的创新[10]。我们应当选择蓝海市场，项目

才有赢得市场份额的可能性，如果进入竞争对手

林立，领军企业稳固，市场接近饱和的行业，那

很难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6. 商业可持续原则 
    在校大学生的项目要满足投资规模不大、投

资周期不长的基本条件，重点关注成本支出、投

资回报、回报周期、投资风险等因素。如果项目

属于产业链条长、投资规模大的领域，会立即陷

入可持续性弱、可复制推广性差的境地，这是难

以启动和不能驾驭的项目。 
    (二) 分类培育项目 
    对于优质项目而言，培育和迭代都非常重

要，不同领域的项目有着不同的培育策略。 
    1. 科技产业项目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新一代

信息技术和高端智能制造给项目培育带来了很

好的机会。一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应用。围

绕小程序、小游戏、公众号、网店、H5 来设计

创业项目，一些跨平台开发的小程序、小游戏容

易做成“引流”的爆款，利用“粉丝经济”快速

变现[11]。二是基于物联网的技术应用。如智能家

居打造贴心体验，实现从灯光、窗帘、电视、扫

地机器人等“智能单品”逐步延伸到影音、安防、

通信等，最终跨入“全屋智能”，产业前景十分

广阔。三是基于无人机的技术应用。随着无人机

载重、续航、避障和识别等技术的成熟，无人机

在民用和军用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民用

领域，无人机可以完成勘探、侦查、救援、快递、

播种和表演等任务；在军用领域，可以应用在高

空侦察、空中预警、反恐应用、信息干扰和对抗

作战等方面。四是基于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目

前 3D 打印在打印效率、打印精度和打印材料等

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也给解决痛点、培育项

目提供了机遇。五是基于位置定位技术的应用。



                                                                                           2022 年第 13 卷第 3 期 

 

58

 

位置定位技术多应用于行车导航服务，通过位置

定位、BIM 技术和即时语音技术的有机结合，该

技术可广泛适用于景区、游乐园、社区、户外运

动、商场展会、博物馆等场景。 
    2. 文化创意项目 
    近年来国家出台很多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的政策，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数字化技术深

度融合，不断推动数字文化产业丰富应用。数字

文化领域是一个创业机会较多、成本不高、风险

可控的领域。正如贵州的苗绣，结合现代技术和

制作工艺，既能继承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

也能为扶贫产业、乡村振兴作出贡献。另外，随

着 VR 和 AR 技术的日趋成熟，随着网游、页游

和手游的日新月异，卡通涂鸦越来越被年轻人所

推崇，动漫游戏、影视文创、小剧种都有很大的

市场。 
    3. 乡村振兴项目 
    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国家大力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之际，通过开展教育兴农、培训兴

农、电商兴农、旅游兴农、科技兴农、文化兴农

等，会产生许多有市场机会的农业项目。目前，

我国土壤的沙漠化、荒漠化、盐碱化、重金属化

使得大片土地荒芜，利用土壤修复技术，开展土

壤修复治理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在仓储和物流

运输中，针对水果和蔬菜的保鲜痛点，依托创

新的保鲜技术和保鲜方法，会产生不少创业良

机。开展林下经济建设是农业发展的方向之一，

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旅游是可以重点关注

的方向。 
    4. 地产行业项目 
    随着我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调控力度的日

益加大，地产行业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科技地

产包括科技园区、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和众创空

间等，围绕园区建设和入驻企业服务，搭建公共

服务平台和专业化服务平台，容易获得优惠政策

支持。文化地产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载体，包

括文化创意园、艺术博物馆、影视基地等，针对

园区功能规划、策划服务和管理运营等，可以找

到适合的创业项目。 
    (三) 提炼商业模式 
    培育优质项目的另一大难点是提炼项目的

商业模式，即用专业的话语体系传递项目的商业

价值。通过项目 BP、路演 PPT、一分钟 VCR 和

项目陈述，让比赛评委和投资人清晰了解项目的

价值主张、价值发现、价值创造和价值占有的全

过程，从而对参赛项目进行合理评估。商业模

式画布是一种用来描述、评估、补充和呈现项

目商业思考的通用工具，适用于培育优质项目。

一个完整的商业模式应该包括 4 个视角和 9 个要

素[12]，4 个视角分别为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

值发现和价值占有。价值主张是项目通过提供的

产品、技术、服务或整体解决方案向用户提供的

价值，这是整个商业模式的核心。价值发现解决

的是目标客户是谁的问题，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渠

道销售给潜在的用户，并怎样维系好客户关系。

价值创造解决的是如何做的问题，包括核心资

源、关键业务和关键伙伴等要素。价值占有由成

本结构和收入来源组成，反映财务生存能力。9
个要素即客户细分、价值主张、渠道通路、客户

关系、收入来源、关键资源、关键业务、重要伙

伴和成本结构。项目团队通过绘制自身项目的商

业模式画布，既梳理了商业模式，又提升了创业

认知能力。其实通过商业模式画布绘制，项目团

队已明确进一步打磨和迭代的方向了。 
    综上所述，“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是高校进一步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

抓手，承载着党和国家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殷切

希望。本文立足参赛项目，分别从科学甄别优质

项目、深度挖掘优质项目和精准培育优质项目三

个方面提出备赛策略，希望为高校进一步深化创

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M]. 北京: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0: 64. 

[2] 齐松.“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探索与总结[J].

教育教学论坛, 2021(23): 17−20. 

[3] 杨利琴, 翟硕, 薛人通, 等.“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参赛难点和需求调研[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

实践, 2019, 2(19): 192−193. 

[4] 介绍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及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有关情况 [EB/OL]. 



教学研究                              齐松：“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质项目培育研究 

 

59

 

(2020−11−11) [2022−03−29]. http://www.moe.gov.cn/fbh/ 

live/2020/52651/twwd/202011/t20201111_499407.html. 

[5] 彼得·德鲁克. 创新与创业家精神[M]. 北京: 机械工

业出版社, 2007: 23. 

[6] 教育部关于举办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的通知[EB/OL]. (2021−04−16) [2022−03−29].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5672/202104/t20210

419_527107.html.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514. 

[9]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46. 

[10] 韩庆祥. 论改革开放与人的发展的历史逻辑[J]. 治理

研究, 2019, 35(3): 5−11, 2. 

[11] 黄华. 如何赢得创新创业大赛[M]. 北京: 化学工业出

版社, 2019: 89. 

[12] 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 伊夫·皮尼厄. 商业模式新生

代[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net plus” high-quality project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QI Song 

 
(Colleg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Selecting and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projects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both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and excellent results in China’s international“Internet plus” innovation competition. How to 
scientifically identify potential projects, continuously tap high-quality projects and further cultivate 
high-quality projects is the biggest difficulty faced by competi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nd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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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ject cultiv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abstract and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ze a large number 
of national gold medal projects. It puts forward the preparation strategies from three aspects: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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