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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定制”的微小卫星、聋哑人社交手套、全景相
机、会呼吸的瓷砖、“心想瓷成”3D 打印⋯⋯10 月 13 日至
15 日，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
总决赛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120 个项目现场角逐，最
终 36个项目荣膺金奖。

为期 3 天的总决赛，学子们的创意层出不穷，创新激
情澎湃，“互联网+”点燃的创新创业之火熊熊燃烧。

一场青年创业的饕餮盛宴

第二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以“拥抱‘互
联网+’时代、共筑创新创业梦想”为主题，选手们分为创
意组、初创组和成长组，并根据行业领域细化为 6 大类、
27个行业，便于投资人和大学生项目精准对接。

在初创组，近 50 个项目分成 4 组进行激烈 PK，参赛
选手介绍各自的市场痛点、项目优势、发展模式、未来规
划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光伏智能温室项目”为光伏
农业量体裁衣；南昌航空大学“TOFD 检测机器人”专注
无损检测。

台上选手侃侃而谈，台下评委发问犀利：“与同类项
目相比，优势何在？”“用户的投入与收益有没有测算过？”
当然也不乏鼓励：“坚持下去一定会大有作为。”

比起创意组和初创组，成长组选手的创业经验更丰
富。他们纷纷带来了营业执照、产品和可观的销售数据，
自信地面对评委们，讲述了各自的创业故事和对未来发
展的思考。

校园代步、专业学习、家乡土特产⋯⋯大家习以为常
的日常小事，却时常让这些年轻创客“脑洞大开”。浙江
大学“云马智行车”团队带来了一辆“小白车”——只用 2
秒钟就可以折叠起来，通过手机蓝牙连接，骑车时可实现
导航、社交等功能，赢得广泛关注。

与首届大赛相比，本届大赛的参与高校与大学生数
量均创新高。参赛高校 2110 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
81％，直接参与学生超过 54万人。

一个项目与资本对接的新平台

重回母校，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生刘超的身份已经转
换为创业项目“粉丝时代”的 CEO。4 个月前，粉丝网完
成 5000万元 A 轮融资，融资后估值达 5亿元。

“已有几家投资机构发来了意向函。”拿到金奖 36 强
后，刘超表示，下一步会以娱乐明星的粉丝为基点，逐渐
向体育粉丝、动漫粉丝、企业家粉丝和品牌粉丝等延伸，

力争成为体验经济时代的领军企业。
青年创业，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本届大赛吸引

了社会资源的广泛参与，近 400 家投资机构和企业参与
评审并为大赛提供支持，是去年参与企业数量的 3 倍。

“大赛邀请的评委几乎全部为企业家或投资人。评委们
的点评、指导甚至质疑，将让这些高校创业项目进一步修
正成符合市场需求的创业项目。”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范
海林表示。

“新颖实用，有创意。”“这种模式市场前景看好，不
错。”评委们对不少大学生参赛项目赞不绝口。新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资深投资人马德富告诉记者，
多个项目的创新创意让他印象深刻，如华中科技大学的

“慧淬”项目，可以使铁轨使用年限增加 10 倍，能产生巨
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个产学研用结合的新引擎

比赛获奖，只是创新创业漫漫征程中的一小步。首
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后，教育部相关部门

对 34 个金奖项目进行了跟踪调研。调研发现，如今，12
个创意组金奖项目中，超过 80％的项目已注册公司，进
入正规化运行中；22 个实践组金奖项目中，50％的项目
在赛后继续获得融资。

本届大赛通过“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为参赛团队
提供项目展示、创业指导、投资融资等服务，积极推动行
业企业、创投风投机构与学生参赛项目对接，加强了对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指导。同时，各地各高校通过举办训
练营、开展集中培训等方式，为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提供帮
扶指导、融资支持，推动项目孵化落地，着力打造“永不落
幕的比赛”。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本届大赛既充分展示了深化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又倒逼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全面发力，加快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由

“两张皮”向有机融合的转变，由注重知识传授向注重创
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转变，由单纯面
向有创新创业意愿的学生向全体学生的转变。

“可以说，这个大赛已经成为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的重要载体、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平台、推动
产学研用结合的关键纽带。”陈宝生说。

10 月 14 日，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的冠军争夺赛上演。经过激烈角
逐，西北工业大学“翱翔系列微小卫星”项目夺冠，南
京大学“Insta360 全景相机”项目获亚军，北京大学

“ofo 共享单车”和山东大学“越疆 DOBOT 桌面机械
臂”项目并列第三。通过争夺赛的路演，参赛队伍的特
色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展示。

翱翔系列微小卫星——

卫星也可“私人定制”

今年 6 月 25 日，西北工业大学团队研发的第一颗
微小卫星“翱翔之星”，作为世界上首颗 12U 立方星，
搭载“长征七号”新型运载火箭成功升空。

立方星是一种采用国际通用标准的低成本微小卫
星，作为对高成本商业卫星的替代，目前以立方星为代
表的低成本商业航天正成为世界航天市场的创新创业
热点。

据介绍，该团队已经面向社会开放卫星定制服务，
比如通信定制、地图定制、空间实验定制等。“将精密
卫星技术融入在大小不足立方的微型卫星中，我们简化
了人们关于高科技的复杂想象，并以完整的‘全包’服
务流程作为自己的亮点。”翱翔系列小卫星团队 CEO 杨
中光说。

评委朱波指出，微小卫星的商业前景巨大，但目前
地面站只有一个，离商业化可能还很远。但翱翔系列小
卫星团队坚信，未来，卫星将不再是国家和大企业的专
属，它可以属于每一个人。

Insta360全景相机——

给人们带来全空间视角

“表达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全景相机想给用户带来
的体验。

海外销售占比 68%，每个月售出两万多台，每月
2000 多万元的营销收入，这些数据都能证明 Insta360
团队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目前全景相机的技术还不够成熟，比如，实现拍摄
要用两个鱼眼镜头，可最薄的鱼眼镜头厚度也达到了
23mm。但全景相机的市场增长空间很大，长线来看很
有可能完善现有技术，在手机中实现模块化。

“乔布斯很有魄力，所以他在很多大场面都穿黑上
衣牛仔裤，你选择短袖短裤上场，是觉得自己会比乔布

斯更 IT 吗？”评委郭羽的提问逗乐了场下观众。南京大
学“Insta360 全景相机”项目创始人刘靖康是一名 90
后“技客”创业者，他淡定地回答，这就是自己的工作
状态。

ofo共享单车——

做短途出行领路者

用一段饱含诗意的自白代替路演，ofo 团队吸引了
全场观众和评委的注意。评委郭羽却说：“在做生意的
时候，诗歌是诗歌，实业是实业。”

项目创始人戴威说，最艰难的时候，公司账上只有
400 元钱，当时读研一的他在找工作和创业之间，依然
选择了坚持创业，最终走到了今天。

当然，这也不是一个空有情怀缺乏实力的团队。北
京大学“ofo 共享单车”项目目前每天服务 50 万用户，
在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内就有不少他们的小黄车。

“用户乱停乱放或者被城管收了怎么办，ofo 团队
以后会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对于目前车辆管理出现的
问题，“小黄车”团队表示他们对此也很无奈，但相信
为自行车争取更多路权的方向是正确的。

针对实现单车高校共享之后与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
竞争，“小黄车”团队表示，他们已经在北京和上海进
行试点，并且对高校外地区进行了相应改进。“我们的
目标是让全球提起短途出行，就想到 ofo。”戴威说。

越疆 DOBOT 机械臂——

记忆力强大的“麒麟臂”

“机械手臂是否会因缺乏智能性，成为没有脑子的
工具？”对于质疑，山东大学越疆团队展示了他们为机
械臂设计的“双眼”：能达到双目视觉的视觉反馈系统。

以他们与阿迪达斯的合作为例，只要生产一双鞋，
机械臂就能辨识出鞋的参数，并且进行记忆，从而实现
自动生产。这只手臂不仅有双眼，还有一个记忆力强大
的大脑。

不过在专家看来，“摊大饼”式的市场定位是这个
项目发展中的弊病：工业生产和生活的各领域都是机械
手臂的目标市场，金饰、运动服饰和鸡尾酒调酒等都是
他们的合作项目。

“不要什么都想做，要有一个精准的市场定位。”这
是评委朱波给出的建议：关于技术，团队实力毋庸置
疑，但关于项目发展，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举办
期间，来自高校、企业、创投风投机构的专家们与学子面
对面，分享产业发展趋势，畅谈创新创业大势。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培根：

我们需要“静的力量”
近几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创新创业热潮。对此，中国

工程院院士李培根提出：“创新创业轰轰烈烈的影响很
大，但我们还需要一种力量——静的力量。需要静下来，
想想我们为什么出发。”

“静，包括社会责任、信仰、善，以及踏踏实实地干。
有时人们创业并非因为回报率高，而是为了做些对于人
类未来深有裨益的事。”李培根举例说，乌克兰学生发明
手语翻译手套，解决特殊人群需求；哥伦比亚学生设计充
气式太阳能户外应急灯具，广泛应用于灾难救援。李培
根表示，创新创业要解决实际问题，但不能陷入实用主
义、工具主义。如果持有一种静的力量，在创新创业的过
程中，不仅可以探测自己的事业高度，还可以静观自己的
人生深度。

找钢网高级副总裁 郎永淳：

创业要找准方向
大学本科读的是医学，后来却当上了央视主播——

此次出现在学子们面前的郎永淳，身份已经变换为找钢
网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他介绍了工业互联网时代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B2B等领域出现的新机遇。

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郎永淳，当学生时迎来了
PC 时代；90 年代工作，迎来了互联网时代；如今，又迎来
了“互联网+”时代。他说，人到中年，思考未来发展方向
时，选择了创新创业，加入找钢网。如今，谈起工业互联
网带来的机遇、哪些行业适合做 B2B、钢铁电商行业的
竞争，他分析得头头是道。“借助工业互联网，让传统产业
脱胎换骨，中国经济有望实现弯道超车。”郎永淳说。

腾讯公司副总裁 王巨宏：

“互联网+”改变生活
“有人和我开玩笑：‘微信很可怕，因为它占据了我的

生活。’”腾讯公司副总裁王巨宏说，以前若说微信会改变
人们的生活，大家不会相信，但现在已经成为现实。

王巨宏认为，“互联网+”是产业创新原动力、产学融
合助推力、健康生态持续力。“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同学研
发的‘圈子集市’，3个月就实现了客户从 0到 100万的增
长。‘互联网+’正在推动一场创新革命，同学们要勇于把
创意念头变成应用。”王巨宏说。

奇思妙想在这里变为现实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王潇潇

120个项目现场角逐“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与青春做伴 让梦想远航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胡艳华

创新创业势如潮
本报记者 魏劲松

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的冠军、亚军、季军与评委合影留念。 辛国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