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南方学院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以下简称 “互联

网+”大赛）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

评估结果中的高水平竞赛。根据教育部历届《关于举办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广东省教育厅历届《关于举办中国国际“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分赛的通知》的有关要求，结合学校实

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旨在进一步做好 “互联网+”大赛相关工作，激励广大

师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活动，提升创新创业能力，选拔优秀作品参加竞赛并

取得优异成绩，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学校组织校级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章 参赛要求

第三条 参赛对象

（一）参赛申报人为全体本科在籍学生以及毕业 5 年以内的毕业生。

（二）每个团队的参赛成员不少于 3 人，原则上不多于 15 人（含团队

负责人），须为项目的实际核心成员（具体依当届省赛通知为准）。

第四条 参赛项目要求

（一）校级赛事下设主体赛道为：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其他赛道及相关安排依当届省赛通知为准）。



（二）高教主赛道项目根据参赛项目所处的创业阶段、已获投资情况和

项目特点，分为本科生创意组、初创组、成长组、师生共创组。每个团队的

参赛成员不少于 3 人，须为项目的实际成员；“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项

目根据项目性质和特点，分为公益组、创意组、创业组。每个团队的参赛成

员不少于 3 人，须为项目的实际成员（具体要求及其他赛道安排参照当届赛

事要求执行）。

（三）参赛项目可以是参赛者所提出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可以是参赛

者参与的发明创造或经授权的发明创造，也可以是一项可能实现开发的概念

产品或服务。

（四）鼓励项目参赛项目能够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下一代通讯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紧密结合，

培育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发挥互联网在促进产业升级以及信

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中的作用，促进制造业、农业、能源、环保等产业转

型升级；发挥互联网在社会服务中的作用，创新网络化服务模式，促进互联

网与教育、医疗、交通、金融、消费生活等深度融合。

第五条 项目挖掘和项目培育

各二级单位需要大力挖掘、培育项目，实现参赛数量达标（各二级单位

参赛项目达标数以当届指标为准）的同时进一步提升项目质量。通过以赛促

教，以赛促研，提高学生科研成果、创新创业成果对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及

其他各类教师研究课题成果的支撑力度，丰富师生各类项目建设、研究课题

的建设成果。



（一）充分挖掘师生合研成果、学生实践成果参赛，全面提高师生成果

参赛率。发动师生共研的科研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三下乡

调研项目、“攀登计划”科技创新项目、学科竞赛类项目（包括电子设计大

赛项目、机器人大赛项目等）、创新创业类竞赛项目（包括“众创杯”创新

创业大赛项目、电子商务三创赛项目、挑战杯创业大赛项目、从化区科创赛

项目等）参赛；发动与扶贫、新农村建设、党建、法制宣传、社区建设等主

题相关的学生项目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比赛。

（二）打磨、扶持往年参赛的各类学生创新创业类研究项目、师生合作

项目，经进一步优化后参加大赛。

（三）重视培育重点项目参赛。各二级单位择优遴选优秀项目进行重点

培育，打造各院系亮点项目，并配备相应的资源，帮助项目快速成长，提高

项目在各类赛事中的竞争力，同时作为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科研教研项目

建设、教学改革成果的重要展现。

（四）要充分挖掘、发动优秀校友项目参赛。各二级单位整合校友资源，

发动优秀校友创新创业类项目参加大赛。

第三章 赛事组织

第六条 “互联网+”大赛的组织机构为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竞赛宣传、协调、推进、组织等日常组织实施工作。

第七条 “互联网+”大赛的作品资格审核、评审、选拔等评审相关工

作由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具体实施。

第八条 校赛报名



（一）校赛预报名一般为每年 3 月—4 月，本阶段主要进行宣传动员、

组建团队，挖掘和培育项目，深入开展市场调研，报名团队撰写《项目计划

书》以及准备项目展示 PPT，启动系列培训。各院系择优遴选重点培育项目，

学校组织邀请创新创业方面的专家进行辅导。

（二）校赛正式报名一般为每年 4 月—5 月，本阶段各学院组织参赛团

队通过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完成注册报名，按照流程与要求填写

必要信息，提交作品。

（三）校级决赛一般为每年 5 月—6 月，学校组织开展校级决赛，邀请

专家对参赛项目进行审核，评选出校赛一、二、三等奖以及优胜奖，从中遴

选推荐优秀团队进一步开展培训和项目辅导，参加省级赛事。

第九条 评审标准

校级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各赛道具体评审标准以

当届教育部公布的《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评审规则》

为准。

第四章 奖励及工作认定

第十条 竞赛奖励分为参赛学生奖励、指导教师（组）奖励和二级单位

组织工作奖励，资金从学校经费中列支。

第十一条 参赛学生奖励

（一）对于获校赛、省赛和国赛奖项的学生团队，给予奖金奖励，具体

标准以当届赛事奖励措施及赛事实际组织情况为准。



（二）学校对于在国赛、省赛、校赛中获得金奖（一等奖）、银奖（二

等奖）、铜奖（三等奖）的学生给予创业课程成绩认定，具体标准以当届赛

事发布的奖励措施为准。

（三）对于参加创新创业竞赛的学生给予颁发荣誉证书，具体依当届赛

事实时发布的奖励措施为准。

（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按如下标准进行

综测加分：

等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其他奖

国家级 10 8 6 5

省级 8 6 4 3

市级（含中大级） 6 4 3 2

校级（含从化级） 4 3 2 1

系级 3 2 1 -

1.一人参加同一项竞赛获多项奖的按最高项计分一次，不累加。

2.评奖不分等级时按三等奖加分；若以名次计，第 1 名按一等奖加分，

第 2、3 名按二等奖加分，第 4 名及以后按三等奖加分；若取前三名者，分

别按一、二、三等奖加分。若以金、银、铜奖计，按一、二、三等奖加分；

若有特等奖，可在一等奖分值基础上加 1 分。

3.一项成果由多人共同完成的，署名第一者按相应级别加分，署名第二

者比第一者减 1 分加分，其余者比第一者减 2 分加分。



（五）高校推荐获国赛金、银奖的项目负责人参评广东省大学生“年度

人物”，可不占高校推荐限额；在符合基本条件的情况下，获国赛金、银奖

的项目负责人可直接认定“广东省优秀学生”称号(大学阶段)。

第十二条 指导教师（组）奖励

（一）教师指导学生参加“互联网+”大赛可由其所在教学单位认定为

社会服务工作。

（二）对于获省赛和国赛奖项的学生团队指导教师（组）颁发荣誉证书，

并给予奖金奖励，具体标准以当届赛事奖励措施及赛事实际组织情况为准。

（三）获国赛金奖、银奖和省赛金奖团队的第一指导教师，按照人力资

源部相关文件标准认定工作任务和职称评审工作业绩。

（四）在符合基本申报条件的情况下，获国赛金奖团队的第一指导教师

牵头申报省教学成果奖（以创新创业相关成果为基础），申报名额可不占用

学校当届次推荐限额。

（五）获国赛金奖、银奖和省赛金奖团队的第一指导教师在参评省教学

名师和牵头申报省级教改项目（以创新创业为主要内容）时，申报名额可不

占学校当届次推荐限额。

第十四条 二级单位组织工作奖励

对在大赛中积极组织、认真配合的二级单位，学校根据评选指标，授予

其“优秀组织奖”荣誉称号，并给予经费奖励，具体标准以当届赛事奖励措

施及赛事实际组织情况为准。“优秀组织奖”评选指标如下：

（一）院系主管全程组织指导参赛项目，对学生团队获得国赛、省赛奖

项起到关键组织领导作用。



（二）积极组织学生报名参赛，学生报名数占院系学生总数的 12%以上。

（三）学生团队参赛项目（以团队队长为计算依据）在省赛中获得银奖

及以上奖项 1 项或铜奖及以上奖项 2 项。

（四）积极协助配合学校相关部门组织开展赛前指导、项目培训和项目

路演等工作。

（五）院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突出，对人才培养起到推动作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从正式发布起十日后生效并实施，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具体细节依循当届省赛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