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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加参赛项目类型 

第三届大赛的参赛项目类型包括七类：“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网+”制造

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互联网+”商务服务、

“互联网+”公共服务和“互联网+”公益创业。与第二届大赛相比，增加了“互联网+”

文化创意服务组。 

二、增加就业型创业组 

第三届大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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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创

意组、初创组、成长组和就业型创业组。与第二届大赛相比，增加了就业型创业组，该组

参赛项目要有效提升大学生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主要面向高职高专院校的创新创业项目

（高职高专院校也可申报其他符合条件的组别），其他高校也可申报本组。 

三、鼓励师生共创 

初创组、成长组和就业型创业组中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项目的股权结构中，参

赛成员合计不得少于 1/3。对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允许将拥有科研成果的老师的

股权合并计算，合并计算的股权不得少于 50%，其中参赛成员合计不得少于 15%。 

四、增加协办单位 

第三届大赛由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全国高校创新创业投资

服务联盟、中国教育创新校企联盟、中国高校创新创业孵化器联盟、中关村百人会天使投

资联盟和全国高校双创教育协作媒体联盟（中国教育电视台、光明校园传媒、中国教育报

等）参与协办。 

五、进一步加强项目线下对接 



发布《中国建设银行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指南》，所有建行驻高校支行网点面

向大学生提供大赛和全国双创产业投资基金的帮助、指导及信息发布等服务。 

六、进一步完善线上对接服务 

加强大赛线上对接平台建设，提高平台活跃度，充分发挥大赛项目和投资人资源优

势，打造项目不间断路演、投融资全天候对接平台。 

七、新增两项大赛同期活动 

一是传承红色基因，发扬延安精神，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二是发挥西

安古丝绸之路起点地域优势，紧密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召开“一带一路”大

学创新创业教育校长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