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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优质项目培育研究 
汪国富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合肥  231603） 

摘要：各高校要在“互联网+”大赛中取得好成绩，就需要有高质量的参赛项目。如何培育出高品质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就显

得尤为重要，同时这也是各高校创新创业管理部门面对的难点。本文阐述了参赛项目培育的意义，分析了各高校在参赛项目培育中

的现状和不足，并从高校在项目培育中的资源保障、途径拓展、引力合作及发挥特色等方面提出了优质项目培育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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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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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举办了八届，它是目前我国各类大赛中规格最高、

影响最深、覆盖最广的创新创业类赛事。在“互联网+”大赛中涌现

出了很多优秀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随着赛事不断深入，很多高

校积极调整举措，不断改革参赛项目培育模式，积极建立行之有效

的培育方法和途径，不断提升参赛水平，以求在此项赛事中取得更

好成绩。 

二、加强“互联网+”大赛优质项目培育的意义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不断的出

台保障性政策，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推动“双创”升级发展的重要

抓手，作为培养创新人才保障国家创新驱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

作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科技强国的重要举措。 

（一）有利于提升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 

目前，众多高校为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创业的重

要论述精神，落实国务院、教育部、省等关于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的政策和要求，不断加强创新创业教育顶层设计，加大投入为其

保障。其中，在“互联网+”大赛优质项目培育上的投入逐年增加，

同时在导师配备与培训、学生项目成员培养、项目筛选、创新创业

上孵化上积极谋划，并给各项支持。从而在这些能量的不断加持下，

很多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质量也在不断提升。 

（二）有利于深化创新创业教育合作与成果转化 

“互联网+”大赛经过八届的发展与升级，赛事活动不仅仅是单

一的比赛，它变得更加国际、更加创新、更加全面，它更是聚焦了

很多融合与交流的元素，特别是在项目培育初期，各高校都积极联

系多方力量，让高校与高校、高校与企业、创业者与创业者的交流

与合作更加的紧密，同时深化国际合作，积极搭建国际国内校校合

作的赛事平台，开展联合打造共建共享的项目培育模式，将更多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培育融入到合作中去，提高优质项目成果转化率。 

（三）切实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素养 

“互联网+”大赛鼓励各级各类学生参加比赛，让更多不同类型

的学生参与到创新创业项目中去，锻炼他们的实践能力，同时高校

为了提升此项赛事的引领，不断的创新项目培育途径，加强项目培

育机制建设，不断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潜力，让跟多的学生在创新

创业项目培育中提升创新创造能力，以培育优质项目参赛达到以赛

促教、以赛促学和以赛促创的目的，以全方位打造精品项目带动参

赛团队成员素养提升。 

（四）有利于提升大学生创业成功率 

“互联网+”大赛更具中国精神，它真正的将红色革命精神传承

融入到赛事中去，让更多的青年创业者扎根于广大农村或老区。将

优秀的红色资源融入到项目培育中去，使培育的创新创业成果得到

落地转化，从而带动和提升大学生创业成功率，逐步形成以创新引

领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进而形成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

的新局面。 

三、“互联网+”大赛创业项目培育的现状与不足 

目前，虽然很多高校在“互联网+”大赛中探索了一些经验，但

在优质创新创业项目培育上还有很多不足，经过梳理分析，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一）竞争越来越激烈，高质量项目占比较低 

互联网+大赛从 2015 年开始至今，赛事总参赛项目不断刷高，

其中第八届互联网+大赛共计有来自 108 个国家和地区、4500 多所

高校的 340 多万个项目参赛，参赛人次高达 1450 万余人次，获奖概

率低至万分之一，从大赛的数据来看，竞争非常激烈，同时从 340

多万个创业项目的来源看，各高校的项目培育途径较为单一，主要

是来自在校大学生创业项目，创意项目居多，实际落地培育的优质

项目较少，高质量项目占比较低。 

（二）优质的创新创业项目培育途径单一 

经调查，少数获得“互联网+”大赛优异成绩的高校，他们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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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校之初就开始挖掘项目，并在培育资源上也是多方位保障，同

时有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丰富的项目培育途径。反之获得成

绩较弱的学校，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项目培育方法、激励

机制建设等方面较弱，学校创新创业主管部门和实施部门衔接不畅，

缺乏校校、校企、校行合作等联合培育途径，往往紧靠单一的校内

导师为其培育，缺乏行之有效的项目培育方法和途径，导致不能很

好的培育出优质项目。 

（三）创新创业项目培育的资源保障不足 

从获得优异成绩的学校来看，取得好成绩的重要因素是源源不

断的资源保障，这里牵涉到人力、物力、机制等各个环节。通过对

一些成绩较弱的高校调查来看，导致在“互联网+”大赛成绩不理想

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项目培育上给予资源不足。一是缺乏有经验项

目指导教师，师资跟不上，致使培育的项目缺乏先进性、创新性和

市场应用性。二是项目培育空间、设备等硬件设施匮乏，培育的项

目不能及时的进行实践验证，使培育的项目缺乏实践运用性。三是

机制建设不足，制度保障性不强，对参赛导师、学生个人和优质项

目团队的激励不够，从而使指导教师及参赛人员失去斗志。 

四、“互联网+”大赛优质项目培育的策略 

互联网+大赛是国内外大学生创新创业交流的重要平台。国内外

高校对此项赛事非常重视，参赛的各高校在参赛项目培育上狠下功

夫，希望能够获得好的成绩。以下从资源保障、途径、合作及自身

特色等方面给出优质项目培育的对策。 

（一）加强顶层设计和资源保障 

“互联网+”大赛项目培育是个系统工程，高校要做好顶层设计

和资源保障。一是学校要专门设计制定项目培育工作方案，从顶层

上出台政策进行引领。二是加强项目导师培养，让更多的校内专业

教师掌握创新创业项目培育新方法和技巧，以便更好的指导参赛项

目，同时要积极聘请校外专家导师入校对参赛项目进行指导，保障

参赛项目紧紧围绕比赛赛制要求，不偏离赛道规则等。三是积极建

设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空间，为创新创业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开展

有效的项目培育活动，并为参赛项目提供资金和财务规划、市场运

营、产品创新开发、顾客引流、团队建设服务等指导与帮扶等，使

培育的项目更具竞争力。 

（二）联合多方力量，拓宽项目培育途径 

“互联网+”大赛发展到今天，要求培育的项目不仅仅是落地，

在项目前瞻性、可持续性、高价值等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为此，

在项目的培育过程中，要联合多方力量，从最开始的市场调研、项

目方向定位和竞争分析等环节就要联合校外第三方专门提供帮扶；

让专家帮助创业学生分析培育项目的市场痛点、规律和趋势等，使

项目可持续发展。另外，学校要不断拓宽项目培育途径。一是要革

新传统的项目培育模式，广泛培植在校生开发项目，并进行创新培

优。二是深度挖掘毕业五年内学生的优秀创新创业项目，并对包装

和打磨。三是要联合众多合作企业、校外创业园、孵化基地等，以

参加大赛为视角共同设计出不同赛道的优质项目。 

（三）发挥特色学科，打造优势赛道项目 

“互联网+”大赛分为很多赛道，不同赛道所针对的学校类别也

不尽相同，同时参赛学校的办学特色也不同，自身优势学科更不一

样，所以发挥高校自身特色培育参赛项目就很重要。如水利行业的

高校应在自身水利特色学科上下功夫，海洋类的高校要发挥海洋学

科特色与优势等，进而积极培育贴合自身特色学科的项目，以达出

奇制胜。培育参赛项目应进行有针对性的打造自身优势的赛道项目，

如农林类高校就可以贴合当下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布局培育青年红

色筑梦之旅赛道的优质项目。另外，在发挥特色优势同时要重视学

科交叉协同，不同特色学科的专业学生组成项目团队，会让培育项

目中的团队成员做到优势互补，从而培育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优质

项目。 

五、小结 

“互联网+”大赛为千万大学生们提供了创新创业交流和展示的

平台，随着赛事不断发展，对项目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各个高校将

不断激发大学生们的创造潜力，充分挖掘参赛项目，建立培育机制，

培育出更多优质项目，从而带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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