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浙江大学第十二届“蒲公英”大学生创业大赛 
评审细则 

 

一、主赛道： 

（一）创意组评审要求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创新性 

突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模仿。强调利用互

联网技术、方法和思维在销售、研发、生产、物

流、信息、人力、管理等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

鼓励项目与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结合。 

团队情况 

考察管理团队各成员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价值观

念、擅长领域，成员的分工和业务互补情况；公

司的组织构架、人员配置安排是否科学；创业顾

问，主要投资人和持股情况；战略合作企业及其

与本项目的关系，团队是否具有实现这种突破的

具体方案和可能的资源基础。 

商业性 

在商业模式方面，强调设计的完整性与可行性，

完整地描述商业模式，评测其盈利能力推导过程

的合理性。在机会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作、技

术基础、产品或服务设计、资金及人员需求、现

行法律法规限制等方面具有可行性。在调查研究

方面，考察行业调查研究程度，项目市场、技术

等调查工作是否形成一手资料，不鼓励文献调查，

强调田野调查和实际操作检验。 
带动就业

前景 
综合考察项目发展战略和规模扩张策略的合理性

和可行性，预判项目可能带动社会就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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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创组、成长组、师生共创组评审要求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商业性 

在经营绩效方面，重点考察项目存续时间、项目

的营业收入、税收上缴、持续盈利能力、市场份

额等情况；以及结合项目特点制定合适的市场营

销策略，带来良性的业务利润、总资产收益、净

资产收益、销售收入增长、投资与产出比等情况。

在成长性方面，重点考察项目目标市场容量大小

及可扩展性以及该项目是否有合适的计划和可能

性（包括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其

未来 5 年的高速成长。在商业模式方面，强调项

目设计的完整性与可行性，并给出完整的商业模

式描述，以及在机会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作、

技术基础、产品或服务设计、资金及人员需求、

现行法律法规限制等方面需具有可行性。在融资

方面，强调融资需求及资金使用规划。 

团队情况 

主要考察管理团队各成员有关的教育和工作背

景、价值观念、擅长领域，成员的分工和业务互

补情况；公司的组织构架、人员配置以及领导层

成员；创业顾问，主要投资人和持股情况；战略

合作企业及其与本项目的关系。 

创新性 

突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模仿。强调利用互

联网技术、方法、思维在销售、研发、生产、物

流、信息、人力、管理等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

鼓励项目与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结合。 

带动就业

情况 

考察项目增加社会就业份额，发展战略和扩张的

策略合理性，上下产业链的密切程度和带动效率、

其他社会效益。 

 



3 
 

二、“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一）公益组评审要求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项目团队 

考察项目团队成员的基本素质和业务能力；奉献意

愿和价值观；教育背景与相关工作活动经验；团队

或公司组织架构与分工协作的合理性；团队权益结

构或公司股权的合理性。 

实效性 

考察项目对精准扶贫脱贫和乡村振兴的贡献度。项

目对农村组织和农民增收、地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

进效果；或者对当地就业、教育、医疗、环境保护

与生态建设等方面的促进效果。 

创新性 

考察项目的技术创新程度和对创新技术的引入与应

用（鼓励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或者项目在生产、服

务、营销等商业模式要素上的创新程度；或者项目

组织与资源整合模式的创新程度。 

可持续性 

考察项目的持续生存能力和推广性。项目的存续时

间、自造血能力、市场份额等，业务成长的计划和

可能性（包括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其

未来持续稳健增长）；或者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方

面形成的模式具有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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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组评审要求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项目团队 

考察项目团队成员的基本素质和业务能力；奉献意

愿和价值观；教育背景与相关工作活动经验；团队

或公司组织架构与分工协作的合理性；团队权益结

构或公司股权的合理性。 

商业性 

在商业模式方面，强调设计的完整性与可行性，完

整地描述商业模式，评测其盈利能力推导过程的合

理性。在机会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作、技术基础、

产品或服务设计、资金及人员需求、现行法律法规

限制等方面具有可行性。在调查研究方面，考察行

业调查研究程度，项目市场、技术等调查工作是否

形成一手资料，不鼓励文献调查，强调田野调查和

实际操作检验。 

创新性 

考察项目的技术创新程度和对创新技术的引入与应

用（鼓励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或者项目在生产、服

务、营销等商业模式要素上的创新程度；或者项目

组织与资源整合模式的创新程度。 

实效性 

考察项目对精准扶贫脱贫和乡村振兴的贡献度。项

目对农村组织和农民增收、地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

进效果；或者对当地就业、教育、医疗、环境保护

与生态建设等方面的促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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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组乡村产业规划类评审要求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创意性 
项目在技术、产品、模式、制度、视角等方面具有

新颖性，突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模仿。 

可行性 

项目是否充分了解乡镇现状，具有较好的前期基础

和其他有利条件；具有成长性和可持续性；实施方

案具有完整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市场、资金、

团队、法律等方面具有可行性。 

推动性 

项目具有较好的预期经济效益；对当地产业优化、

促进农民就业与增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

具有一定的可复制和可推广价值。 

团队情况 
团队构成是否合理，团队成员、指导老师、项目顾

问等成员与项目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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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组乡村设计规划类评审要求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创意性 
项目规划设计在内容和视角等方面具有新颖性，突

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模仿。 

可行性 
项目田野调查充分，数据资料翔实，具有较好的前

期基础和其他有利条件；规划方案具有合法合规性、

完整性、科学性、合理性与专业性。 

效益性 
项目对产业优化、空间布局、生态环境建设、公共

服务、乡村治理等方面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具有

一定的可复制和可推广价值。 

规范性 
项目成果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表述清晰，格式规

范。 

团队情况 
团队构成是否合理，团队成员、指导老师、项目顾

问等成员与项目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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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组乡村公益规划类评审要求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创意性 
项目在技术、产品、模式、制度、视角等方面具

有新颖性，突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模仿。 

团队情况 

考察管理团队各成员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价值观

念、擅长领域与项目内容的匹配程度，成员的分

工和业务互补情况，核心成员的稳定性，机构的

组织构架、人员配置、管理制度安排是否科学 

可行性 

调研是否充分，针对乡镇需求点是否明确，是否

符合政策导向与社会主流价值观 
模式方面，考察设计的完整性与可行性，是否完

整地描述运作模式，并考量是否有可复制性与可

持续性 
是否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是否有专业的、经验丰

富的创业指导人员 

价值产出 

服务对象是否明确，考察实际应用价值的刚需程

度如何 
对所需调动的社会物资与人力资源的利用规划是

否充分、安排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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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赛道： 

（一）创意组评审要求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创新性 

突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模仿。强调利用互

联网技术、方法和思维在销售、研发、生产、物

流、信息、人力、管理等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

鼓励项目与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结合。 

团队情况 

考察管理团队各成员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价值观

念、擅长领域，成员的分工和业务互补情况；公

司的组织构架、人员配置安排是否科学；创业顾

问，主要投资人和持股情况；战略合作企业及其

与本项目的关系，团队是否具有实现这种突破的

具体方案和可能的资源基础。 

商业性 

在商业模式方面，强调设计的完整性与可行性，

完整地描述商业模式，评测其盈利能力推导过程

的合理性。在机会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作、技

术基础、产品或服务设计、资金及人员需求、现

行法律法规限制等方面具有可行性。在调查研究

方面，考察行业调查研究程度，项目市场、技术

等调查工作是否形成一手资料，不鼓励文献调查，

强调田野调查和实际操作检验。 

国际影响 

考察项目发展战略和规模扩张策略的合理性和可

行性，预估对于国际化经济影响程度，与相关国

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促进区域合作交流

情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预判项

目带动相关国家或地区就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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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业组评审要求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商业性 

在经营绩效方面，重点考察项目存续时间、项目

的营业收入、税收上缴、持续盈利能力、市场份

额等情况；以及结合项目特点制定合适的市场营

销策略，带来良性的业务利润、总资产收益、净

资产收益、销售收入增长、投资与产出比等情况。

在成长性方面，重点考察项目目标市场容量大小

及可扩展性以及该项目是否有合适的计划和可能

性（包括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其

未来 5 年的高速成长。在商业模式方面，强调项

目设计的完整性与可行性，并给出完整的商业模

式描述，以及在机会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作、

技术基础、产品或服务设计、资金及人员需求、

现行法律法规限制等方面需具有可行性。在融资

方面，强调融资需求及资金使用规划。 

团队情况 

主要考察管理团队各成员有关的教育和工作背

景、价值观念、擅长领域，成员的分工和业务互

补情况；公司的组织构架、人员配置以及领导层

成员；创业顾问，主要投资人和持股情况；战略

合作企业及其与本项目的关系。 

创新性 

突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模仿。强调利用互

联网技术、方法、思维在销售、研发、生产、物

流、信息、人力、管理等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

鼓励项目与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结合。 

国际影响 

考察项目对于国际化经济影响程度，与相关国家

或地区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促进区域合作交流。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带动相关国家

或地区就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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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MBA 赛道： 

（一）创意组评审要求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创新性 

突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模仿。强调利用互

联网技术、方法和思维在销售、研发、生产、物

流、信息、人力、管理等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

鼓励项目与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结合。 

团队情况 

考察管理团队各成员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价值观

念、擅长领域，成员的分工和业务互补情况；公

司的组织构架、人员配置安排是否科学；创业顾

问，主要投资人和持股情况；战略合作企业及其

与本项目的关系，团队是否具有实现这种突破的

具体方案和可能的资源基础。 

商业性 

在商业模式方面，强调设计的完整性与可行性，

完整地描述商业模式，评测其盈利能力推导过程

的合理性。在机会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作、技

术基础、产品或服务设计、资金及人员需求、现

行法律法规限制等方面具有可行性。在调查研究

方面，考察行业调查研究程度，项目市场、技术

等调查工作是否形成一手资料，不鼓励文献调查，

强调田野调查和实际操作检验。 
带动就业

前景 
综合考察项目发展战略和规模扩张策略的合理性

和可行性，预判项目可能带动社会就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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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业组评审要求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商业性 

在经营绩效方面，重点考察项目存续时间、项目

的营业收入、税收上缴、持续盈利能力、市场份

额等情况；以及结合项目特点制定合适的市场营

销策略，带来良性的业务利润、总资产收益、净

资产收益、销售收入增长、投资与产出比等情况。

在成长性方面，重点考察项目目标市场容量大小

及可扩展性以及该项目是否有合适的计划和可能

性（包括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其

未来 5 年的高速成长。在商业模式方面，强调项

目设计的完整性与可行性，并给出完整的商业模

式描述，以及在机会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作、

技术基础、产品或服务设计、资金及人员需求、

现行法律法规限制等方面需具有可行性。在融资

方面，强调融资需求及资金使用规划。 

团队情况 

主要考察管理团队各成员有关的教育和工作背

景、价值观念、擅长领域，成员的分工和业务互

补情况；公司的组织构架、人员配置以及领导层

成员；创业顾问，主要投资人和持股情况；战略

合作企业及其与本项目的关系。 

创新性 

突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模仿。强调利用互

联网技术、方法、思维在销售、研发、生产、物

流、信息、人力、管理等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

鼓励项目与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结合。 

带动就业

情况 

考察项目增加社会就业份额，发展战略和扩张的

策略合理性，上下产业链的密切程度和带动效率、

其他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