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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文件
湘交院创〔2025〕44号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关于举办 2025 年“金种子杯”

大学生创业大赛的校级选拔赛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落实湖南省教育厅《关于举办 2025年“金种子杯”大学

生创业大赛的预通知》（附件 1）文件精神，及全面做好 2025

“金种子杯”大学生创业大赛组织工作，遴选优秀创业项目，营

造良好的参赛氛围，激发学生创业活力，现将 2025年“金种子

杯”大学生创业大赛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青春“湘”聚竞创未来

二、参赛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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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校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在校全体本、专科生。

2.毕业三年以内的本、专科生（2022 年 6 月 1 日之后的毕

业生）。

三、参赛要求

（一）参赛项目团队成员不限地域、户籍、国籍；允许跨校

组队参赛，允许师生共同组队参赛（教师作为项目团队成员参赛

则不能同时兼任指导教师），所有教师不得参与路演和答辩。除

师生共创团队，其他参赛团队成员须为毕业 3年以内的大学生。

每个团队成员为 3-15人，指导教师原则上不超过 5人。

（二）项目应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符合报名赛道的相关要求。

（三）尚未创办企业实体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已成立公司的

大学生创业团队均可报名参赛。已成立公司的创业团队，须有 1

名成员担任公司副总或总监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人代表、

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市场营销总监等），并

持股 10%以上，公司成立时间处于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4

月 20日范围内。

（四）参赛团队选择一个赛道报名参赛，不得多报。项目须

为本团队策划或经营项目，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

（五）参赛团队提交的材料须真实、合法，涉及的发明创造、

专利技术、资源等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物权。参赛项目不得

含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内容。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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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院要严格开展参赛项目审查工作。如出现违反以上内容或违

背大赛规定的行为，一经发现即取消参赛资格、所获奖项等相关

权利，并自负法律责任。

（六）所有参赛材料和现场答辩使用中文或英文。

四、参赛组别

全面对接湖南“4×4”现代化产业体系，设置传统产业赛道、

优势产业赛道、新兴产业赛道、未来产业赛道等 4个赛道(各组

别具体参赛要求详见附件 2)。参赛团队根据创业项目情况，选

择一个赛道报名参赛。

五、赛程安排

本次湖南交通工程学院选拔赛采用学生自主报名→院级初

评→校级决赛进行选拔。

（一）参赛报名（2025年 4月 1日-4月 14日）。各参赛团

队须登陆指定的官方网站（https://hnjzzc.woczx.com/）进行报

名，提交项目计划书、项目申报书和其他相关材料。

（二）院级初评（2025年 4月 1日—4月 14日）。参赛项

目团队通过向二级学院递交项目申报书和商业计划书（详见附件

3）进行报名。各二级学院负责组织进行院级初评。

（三）校级决赛（2025年 4月 17）。校级决赛采用抽签排

序、现场路演、现场评分、现场公布分数的方式进行，每个项目

比赛环节时长为 12分钟，包括 8分钟路演和 4分钟提问答辩，



— 4 —

评委专家现场打分，并即时公布成绩。

各学院须在 2025年 4月 15日前完成校赛项目名单的报送。

4月 15日之前以学院为单位将项目计划书、路演 PPT和项目汇

总表（附件 4）电子稿（无需提交纸质稿）请发送至

571164745@qq.com。各二级学院直推项目数根据各学院学生人

数按比例确定，详见表 1中数据。对于通过院级初评参赛项目团

队，学校将组织专家在现场评选出决赛获奖项目并推荐省赛。

六、奖项设置

各项目按评分从高到低分别取一等奖 2个、二等奖 5个、三

等奖 8个。同时，结合各单位组织动员、活动参与、竞赛获奖等

情况，评选出若干优秀组织单位。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二级学院须成立大赛组委会，加强

赛事宣传，做实参赛动员，安排专人负责大赛组织实施工作，并

提供相关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作为评选大赛优秀组织奖的

重要依据。

（二）确保项目质量。各参赛创业大学生团队要按照参赛要

求，积极准备报名参赛，坚持诚信参赛、合规参赛，确保所提交

的材料真实、合法，涉及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资源等不得侵

犯他人知识产权或物权。

（三）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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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获得校级一、二、三等奖项目，分别按照 300元/项、

200元/项、100元/项的标准发放奖金；优秀组织单位颁发荣誉

证书。

2.获校一等奖及以上的项目，其参赛学生与指导老师分别在

我校“奖学金评定”“评优评先”“职称评定”“师资培养”“科

研项目申报”等方面，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推荐评定。

3.获奖项目（校级三等奖及以上）参赛学生依据获奖等级可

认定素质拓展学分 0.2～1分。

4.对参加指导的老师按获奖等级计算相应的教学或科研工

作量，并根据指导项目数量及获奖情况评选优秀指导教师，颁布

荣誉证书及奖金（获省铜奖及以上的项目按本措施第 5条所列标

准进行发放）。

5.对获省三等奖及以上的项目，按照《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大

学生学科竞赛奖励条例》交院教〔2020〕111号文件执行。同一

项目获得不同级别的奖项，奖励就高不就低，不重复发放。

6.学校将通报各学院参赛项目报名情况和组织实施情况,并

将各学院参赛情况、校赛获奖数、省赛及以上获奖情况作为核心

指标纳入学院年度绩效目标考核体系。

八、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段 郑

联系电话：1507491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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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院直推项目参赛师生请加入：1009271086（大赛交流

QQ群）。

附件（以下附件请找创新创业学院下载）：

附件 1：《关于举办 2025 年“金种子杯”大学生创业大赛的预通知》

附件 2：2025 年“金种子杯”大学生创业大赛赛道方案

附件 3：项目申报书和商业计划书

附件 4：项目汇总表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2025年 3月 31日

抄 报：福生董事长、治亚校长、文君书记

抄 送：刘杰执行校长、文武常务副校长，炎斌副校长，其他校领导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5年 3月 31日印发

（共印 3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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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学院参赛项目数量及直推项目数量

序
号

院（系）名称
22本科
(人)

23本科
(人)

24本科
(人)

23专科
(人)

24专科
(人) 合计

各学院参
赛项目数

（个）

各学院
直推项目数

（个）

1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675 358 195 103 106 1437 718 7

2 机电工程学院 436 423 457 59 39 1414 707 7

3 护理学院 489 524 208 129 71 1421 710 7

4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868 637 678 137 158 2478 1239 11

5 经济管理学院 603 463 465 67 44 1642 821 8

6 人文与艺术学院 632 482 399 1 1514 757 8

7 创新创业学院 50 2

合计 3703 2887 2402 496 418 9906 500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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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 年“金种子杯”大学生创业大赛赛道方案

本次大赛全面对接湖南“4×4”现代化产业体系，设置传统产业赛道、

优势产业赛道、新兴产业赛道、未来产业赛道等 4个赛道。具体规定如下：

一、参赛项目类别

（一）传统产业赛道。主要以现代石化、绿色矿业、食品加工、轻工

纺织等为主导的产业领域。

（二）优势产业赛道。主要以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现代农业、

文化旅游等为主导的产业领域。

（三）新兴产业赛道。主要以数字产业、新能源、生态环保、大健康、

空天海洋、文化+科技等为主导的产业领域。

（四）未来产业赛道。主要以人工智能、生命工程、量子科技、前沿

材料等为主导的产业领域。

二、参赛要求

1.参赛团队选择一个赛道报名参赛，不得多报。项目须为本团队策划

或经营项目，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

2.项目不限行业领域，但应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符合报名赛道的相关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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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赛团队提交的材料须真实、合法，涉及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

资源等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物权。参赛项目不得含有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内容。如出现违反以上内容或违背大赛规

定的行为，一经发现即取消参赛资格、所获奖项等相关权利，并自负法律

责任。

4.所有参赛材料和现场答辩原则上使用中文或英文。

三、评审标准

为选拔出创业“金种子”，大赛评审重点围绕市场价值与商业模式、

产品创新与技术突破、组织架构与团队能力、财务分析与融资规划、社会

价值与持续发展等 5个方面进行评估，综合考察其市场潜力、创业价值及

产业化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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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赛道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值

市场价值与

商业模式

1.项目因地制宜、突破创新，在市场竞争格局中认知明确，注
重差异化发展，掌握所在产业（行业）的产业规模、增长速度、
产业趋势、产业政策等情况。
2.项目具有明确的市场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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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项目盈利模式清晰，项目营业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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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上交、
投入与产出比等情况合理。

25

产品创新与

技术突破

1.技术升级引领传统产业提升，技术产品化具备可落地性，产
品和技术具备持续迭代和升级的潜力，能够实现规模化生产
及应用，通过技术融合或跨界应用为传统生产创造新的价值。
2.项目可解决传统行业痛点或填补行业空白，产品能够解决现

有市场痛点或创造新的需求，提供了新的功能或服务，能够显著
提升用户体验。
3.项目所采用的技术处于行业前沿，具有突破性创新；技术具有

原创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如专利、软著等）；能够形成有效
的技术壁垒或具备成为行业标准的潜力。

25

组织架构与

团队能力

1.项目核心创始人及团队的素质、能力、背景和经历。
2.项目团队成员拥有明确的使命愿景和共同价值观，团队核心成

员配备的科学性、完整性和互补性。
3.公司具有清晰的组织结构、有合理的岗位设置、分工明确、专

业能力结构匹配；有合理的股权结构、激励制度等。
4.团队与项目关系的真实性和紧密性，团队对项目的各项投入情

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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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分析与

融资规划

1.公司具备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发展潜力。
2.项目存续时间、营业收入（合同订单）现状、企业利润，项目

的财务预测合理性，具备清晰的盈利路径。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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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社会价值与

持续发展

1.项目体现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厚植家国情怀，关注共同创新
发展。
2.项目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情况，

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及长期的经济效益。
3.项目能够有效推动或带动地方产业发展、资源高效利用、民

族文化传承等，具备标杆性和示范性。
4.项目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社会文明进步、生态文明建设、

民生福祉等方面有积极推动作用，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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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产业赛道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值

市场价值与

商业模式

1.评审项目是否具有明确的市场定位，是否掌握目标市场的特

征、需求等情况，是否具有完整、创新、可行的商业模式。

2.评审项目对市场竞争格局的认知是否明确，是否了解所在产

业（行业）的产业规模、增长速度、产业趋势、产业政策等情况。

3.评审项目盈利模式是否清晰，项目营业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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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上交、投入与产出比等情况是否合理。

30

产品创新与

技术突破

1.评审项目是否具备核心技术及创新性技术，产生一定数量和

质量的创新成果。

2.评审项目是否可解决行业痛点或填补行业空白，解决社会和

市场的实际需要。

3.评审项目当前的技术研发阶段及实施条件是否相对成熟。

25

组织架构与

团队能力

1.评审项目团队是否具有支撑项目成长的知识、技术和经验以

及成熟的外部资源网络，与项目关系的真实性、紧密性情况，是

否有明确的使命愿景。

2.评审项目团队的组织架构、股权分配、人员配置等是否合理，

专业背景是否互补。

3.评审项目团队是否具备项目发展的合作伙伴、行业专家、导

师等外部资源，是否具有资源整合能力等。

20

财务分析与

融资规划

1.评审项目财务成本结构、资金使用效率及盈利能力预测是否

科学可行。

2.评审项目融资需求额度是否合理，资金用途是否明确。

3.评审项目融资情况、获取资金渠道情况、企业经营的现金流

情况是否合理。

15

社会价值与

可持续性

1.评审项目预计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

2.评审项目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是否明显。

3.评审项目是否有可持续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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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赛道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值

市场价值与

商业模式

1.项目依托前沿科技和创新模式，具有高成长性、高附加值和
高带动性，能够推动新兴产业落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2.项目符合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依托创新技术解决了市场中

的真实痛点或需求，目标市场的规模足够大，目标用户群体明确，
用户需求强烈。
3.项目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具备可持续的盈利模式，能够形

成市场壁垒，已经进行了市场测试和验证。
4项目通过技术、资源或模式的创新创造了新的价值，商业模

式具有可快速复制和拓展的能力；依托前沿技术具备产品持续迭
代和升级的潜力；能够整合上下游资源，形成完整的商业生态。

30

产品创新与

技术突破

1.技术创新引领新兴产业发展，技术产品化具备可落地性，产
品和技术具备持续迭代和升级的潜力，能够实现规模化生产及应
用，通过技术融合或跨界应用创造了新的价值。
2.项目所采用的技术处于行业前沿，具有突破性创新；技术具

有原创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如专利、软著等）；能够形成有
效的技术壁垒或具备成为行业标准的潜力。
3.项目可解决新兴产业中痛点或填补行业空白，产品能够解决

现有市场痛点或创造新的需求，提供了新的功能或服务，能够显
著提升用户体验。

25

组织架构与

团队能力

1.项目核心创始人及团队的素质、能力、背景和经历。
2.项目团队成员拥有明确的使命愿景和共同价值观，团队核心

成员配备的科学性、完整性和互补性。
3.公司具有清晰的组织结构、有合理的岗位设置、分工明确、

专业能力结构匹配；有合理的股权结构、激励制度等。
4.团队与项目关系的真实性和紧密性，团队对项目的各项投入

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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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分析与

融资规划

1.公司具备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发展潜力。
2.项目存续时间、营业收入（合同订单）现状、企业利润，项

目的财务预测合理性，具备清晰的盈利路径。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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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社会价值与

持续发展

1.项目体现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厚植家国情怀，关注共同创新
发展。
2.项目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情况，

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及长期的经济效益。
3.项目能够有效推动或带动地方产业发展、资源高效利用、民

族文化传承等，具备标杆性和示范性。
4.项目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社会文明进步、生态文明建设、

民生福祉等方面有积极推动作用，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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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产业赛道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值

市场价值与

商业模式

1.项目依托前沿科技和创新模式，具有高成长性、高附加值和
高带动性，能够推动产业升级、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2.项目符合未来产业的发展趋势，依托创新技术解决了市场中

的真实痛点或需求，目标市场的规模足够大，目标用户群体明确，
用户需求强烈。
3.项目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具备可持续的盈利模式，能够形

成市场壁垒，已经进行了市场测试和验证。
4.项目打破了传统行业的规则，通过技术、资源或模式的创新

创造了新的价值，商业模式具有可快速复制和拓展的能力；依托
前沿技术具备产品持续迭代和升级的潜力；能够整合上下游资
源，形成完整的商业生态。

30

产品创新与

技术突破

1.技术先进性，项目所采用的技术处于行业前沿，具有突破性
创新；技术具有原创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如专利、软著等）；
能够形成有效的技术壁垒或具备成为行业标准的潜力。
2.产品创新性，产品能够解决现有市场痛点或创造新的需求，

提供了新的功能或服务，能够显著提升用户体验。
3.技术产业化可行性，技术产品化具备可落地性，产品和技术

具备持续迭代和升级的潜力，能够实现规模化生产及应用，通过
技术融合或跨界应用创造了新的价值。

25

组织架构与

团队能力

1.项目核心创始人及团队的素质、能力、背景和经历。
2.项目团队成员拥有明确的使命愿景和共同价值观，团队核心

成员配备的科学性、完整性和互补性。
3.公司具有清晰的组织结构、有合理的岗位设置、分工明确、

专业能力结构匹配；有合理的股权结构、激励制度等。
4.团队与项目关系的真实性和紧密性，团队对项目的各项投入

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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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分析与

融资规划

1.公司具备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发展潜力。
2.项目存续时间、营业收入（合同订单）现状、企业利润，项

目的财务预测合理性，具备清晰的盈利路径。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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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社会价值与

持续发展

1.项目体现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厚植家国情怀，关注共同创新
发展。
2.项目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情况，

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及长期的经济效益。
3.项目能够有效推动或带动地方产业发展、资源高效利用、民

族文化传承等，具备标杆性和示范性。
4.项目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社会文明进步、生态文明建设、

民生福祉等方面有积极推动作用，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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