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生院学发〔2025〕8 号

关于举办 202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赛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2021〕35 号）等要求，现就举办 2025 年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校赛通知如下：

一、竞赛组别及参赛对象

大赛设职教赛道和“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参赛项

目根据赛道选择、选手组成情况、所处的创业阶段、已获投

资情况和项目特点，选择相应的赛道与组别。

（一）职教赛道。本赛道分为创意组与创业组。

1.创意组。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

原型、服务模式或针对生产加工工艺的创新技术，在 2025

年 3 月 30 日（以下时间均包含当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登记

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参赛对象为全日制在校

学生。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不能参加本组比赛（科技成



果的完成人、所有人中有参赛申报人排名第一的除外）。

2.创业组。参赛项目在 2025 年 3 月 30 日前已完成工商

登记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企业法人代表，参赛对象须为全

日制在校学生或毕业 5 年内的毕业生（2020 年之后毕业）。

企业法人在 2025 年 3 月 30 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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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不得少于 10%，参赛团队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1/3。

（二）“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本赛道根据项目

性质和特点，分为公益项目、创意项目、创业项目。

公益项目不以营利为目标，积极弘扬公益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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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申报主体为独立的公益项目或社会组织。

创意项目基于专业和学科背景或相关资源，解决农业农

村和 城乡社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

治理，推动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发展。参赛项目在大

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

创业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面

临的主要问题、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实现经济价值和

社会价值的共同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参赛项目在大赛通知

下发之日前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学生须为法定代表

人。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

10% ，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1/3。



参赛项目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每个团队的参赛成员

不少于 3 人，不多于 15 人（含团队负责人），参赛人员年

龄不超过 35 岁。指导教师不超过 3 人。

二、赛程安排

（一）院级初赛

各学院认真做好大赛的宣传发动工作，鼓励教师和符合

条件的校友将科技成果产业化，带领学生共同创新创业。各

学院于 3 月 31 日前完成学院初赛，将《学院初赛项目汇总

表》和推荐学校决赛项目的项目计划书和路演 PPT 发送至邮

箱 xzswxgc@126.com。职教赛道创意组和创业组各推荐一个

项目参加学校决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推荐一个项

目参加学校决赛。

（二）校级决赛

学校拟定于 4 月 12 日举行校级决赛。决赛采取公开路

演的方式进行，由项目路演和答辩两部分组成，路演时间不

超过 7 分钟，答辩时间不超过 3 分钟。

三、奖项设置

校赛设一等奖（占决赛项目 20%）、二等奖（占决赛项

目 30%）、三等奖（占决赛项目 50%），颁发荣誉证书，并

从中择优推荐参加 2025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创新创业大赛。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



创业比赛，认真研究，广泛动员，鼓励和支持专业教师带领

学生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确保“参赛面、参赛数量、参赛质

量”三提升。

2.协同发力，创出精品。主动出击寻找项目，重点挖掘

新技术新成果和毕业 5 年之内校友的项目，整合各类科技资

源和社会资源，形成高质量的参赛作品。

附件：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评审规则

2025 年 3 月 14 日



附件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评审规则

一、职教赛道创意组项目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数

教育维度

1.项目应弘扬正确的价值观，体现家国情怀，恪守伦理规范，有助于培

育创新创业精神。

2.项目符合将专业知识与商业知识有效结合并转化为商业价值或社会价

值的创新创业基本过程和基本逻辑，展现创新创业教育对创业者基本素

养和认知的塑造力。

3.体现团队对创新创业所需知识（专业知识、商业知识、行业知识等）

与技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的娴熟掌握与应用，展现

创新创业教育提升创业者综合能力的效力。

4.项目充分体现团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体现项目成长

对团队成员创新创业精神、意识、能力的锻炼和提升作用。

5.项目能充分体现院校在职业教育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体现院校在项

目的培育、孵化等方面的支持情况；体现多学科交叉、专创融合、产学

研协同创新、产教融合等模式在项目的产生与执行中的重要作用。

30

创新维度

1.具有原始创意、创造。

2.具有面向培养“大国工匠”与能工巧匠的创意与创新。

3.项目体现产教融合模式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创新、工学一体模式创新。

4.鼓励面向职业和岗位的创意及创新，侧重于加工工艺创新、实用技术

创新、产品（技术）改良、应用性优化、民生类创意等。

20

团队维度

1.团队的组成原则与过程是否科学合理；团队是否具有支撑项目成长的

知识、技术和经验；是否有明确的使命愿景。

2.团队的组织构架、人员配置、分工协作、能力结构、专业结构、合作

机制、激励制度等的合理性情况。

3.团队与项目关系的真实性、紧密性情况；对项目的各项投入情况；创

立创业企业的可能性情况。

4.支撑项目发展的合作伙伴等外部资源的使用以及与项目关系的情况。

20

商业维度

1.充分了解所在产业（行业）的产业规模、增长速度、竞争格局、产业

趋势、产业政策等情况，形成完备、深刻的产业认知。

2.项目具有明确的目标市场定位，对目标市场的特征、需求等情况有清

晰地了解，并据此制定合理的营销、运营、财务等计划，设计出完整、

创新、可行的商业模式，展现团队的商业思维。

3.其他：项目落地执行情况；项目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

的情况；已有盈利能力或盈利潜力情况。

20

社会价值

维度

1.项目直接提供就业岗位的数量和质量。

2.项目间接带动就业的能力和规模。

3.项目对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民生福祉等方面的积极推动作用。

10



二、职教赛道创业组项目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数

教育维度

1.项目应弘扬正确的价值观，体现家国情怀，恪守伦理规范，有助于培育创

新创业精神。

2.项目符合将专业知识与商业知识有效结合并转化为商业价值或社会价值

的创新创业基本过程和基本逻辑，展现创新创业教育对创业者基本素养和认

知的塑造力。

3.体现团队对创新创业所需知识（专业知识、商业知识、行业知识等）与技

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的娴熟掌握与应用，展现创新创业

教育提升创业者综合能力的效力。

4.项目充分体现团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体现项目成长对团

队成员创新创业精神、意识、能力的锻炼和提升作用。

5.项目能充分体现院校在职业教育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体现院校在项目的

培育、孵化等方面的支持情况；体现多学科交叉、专创融合、产学研协同创

新、产教融合等模式在项目的产生与执行中的重要作用。

20

商业维度

1.充分掌握所在产业（行业）的产业规模、增长速度、竞争格局、产业趋势、

产业政策等情况；具有明确的目标市场定位，充分掌握目标市场的特征、需

求等情况；具有完整、创新、可行的商业模式。

2.经营绩效方面，重点考察项目存续时间、营业收入（合同订单）现状、企

业利润、持续盈利能力、市场份额、客户（用户）情况、税收上缴、投入与

产出比等情况。

3.经营管理方面，是否有清晰的企业发展目标；是否有完备的研发、生产、

运营、营销等制度和体系；是否采用先进、科学的管理方法，以确保企业具

有较强的竞争力。

4.成长性方面，是否有清晰、有效、全方位的企业发展战略，并拥有可靠的

内外部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实现企业战略，以建立企业的持续

竞争优势。

5.现金流及融资方面，关注项目融资情况、获取资金渠道情况、企业经营的

现金流情况、融资需求及资金使用情况是否合理。

6.项目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情况。

30

团队维度

1.团队的组成原则与过程是否科学合理；团队是否具有独特的支撑项目成长

的知识、技能、经验以及成熟的外部资源网络；是否有明确的使命愿景。

2.公司是否具有合理的组织构架、清晰的指挥链、科学的决策机制；是否有

合理的岗位设置、分工协作、专业能力结构；是否有良好的内部沟通机制；

是否有合理的股权结构、激励制度等。

3.团队对项目的各项投入情况及团队成员的稳定性情况。

4.支撑公司发展的合作伙伴等外部资源的使用以及与公司关系的情况。

20

创新维度

1.具有原始创意、创造。

2.具有面向培养“大国工匠”与能工巧匠的创意与创新。

3.项目体现产教融合模式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创新、工学一体模式创新。

4.鼓励面向职业和岗位的创意及创新，侧重于加工工艺创新、实用技术创新、

产品（技术）改良、应用性优化、民生类创意等。

20

社会价值

维度

1.项目直接提供就业岗位的数量和质量。

2.项目间接带动就业的能力和规模。

3.项目对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民生福祉等方面的积极推动作用。

10



三、“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项目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值

教育维度

1.项目应弘扬正确的价值观，体现家国情怀，恪守伦理规范，有助于培

育创新创业精神。

2.项目体现团队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基本规律，将所学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应用于乡村振兴和

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社区发展，展现创新创业教育对创业者基本素养

和认知的塑造力和提升创业者综合能力的效力。

3.项目充分体现团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体现项目成

长对团队成员创新创业精神、意识、能力的锻炼和提升作用。

4.项目能充分体现院校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方面取

得的成果；项目充分体现专业教育、思政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机融

合；体现院校在项目的培育、孵化等方面的支持情况。

30

团队维度

1.团队的组成原则与过程是否科学合理；团队是否具有支撑项目成长的

知识、技术和经验；是否有明确的使命愿景。

2.团队的组织构架、人员配置、分工协作、能力结构、专业结构、合作

机制、激励制度等的合理性情况。

3.团队与项目关系的真实性、紧密性情况；对项目的各项投入情况；创

立创业企业的可能性情况。

4.支撑项目发展的合作伙伴等外部资源的使用以及与项目关系的情况。

20

发展维度

1.充分了解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社区发展的内容和要求，

了解其中的痛点、难点，进而形成对所要解决问题完备的认知。

2.在服务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社区发展等方面有较好的创

意、产品或服务模式，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

3.项目对推动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社区发展等方面的贡献

度。

4.项目的持续生存能力，模式可复制、可推广、具有示范效应等。

20

创新维度

1.团队能够基于科学严谨的创新过程，遵循创新规律，运用各类创新的

理念和范式，解决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社区发展中遇到的

各类问题。

2.项目能够从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着手开展创新创业实践，并产

生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创新成果。

3.鼓励院校科研成果和文创成果在乡村或社区进行产业转化落地与实

践应用。

4.鼓励组织模式或商业模式创新，鼓励资源整合优化创新。

20

社会价值

维度

1.项目直接提供就业岗位的数量和质量。

2.项目间接带动就业的能力和规模。

3.项目对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民生福祉等方面的积极推动作用。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