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川人社函〔2021〕550 号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举办第二届全国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 

大赛四川选拔赛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举办第二届全国技工院校学

生创业创新大赛的通知》(人社部函〔2021〕85 号)要求，为遴选

优质项目参加国赛，经研究，决定于 2021 年 7 月至 9 月举办第二

届全国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大赛四川选拔赛（以下简称“省

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技行天下 创享未来 

二、赛事组织 

本次大赛由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省人

社厅”）主办，四川省技师学院联盟承办。省人社厅负责省赛统筹

安排和组织领导，四川省技师学院联盟负责省赛组织实施。 

三、赛程安排 

（一）校级初赛（7 月 30 日-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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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技工院校举办校级初赛，遴选出参加省级决赛的项目，并

于 8 月 21 日前报送参赛项目资料，逾期视为放弃参赛。 

（二）省级决赛（8 月 24 日-9 月 15 日） 

1.初评。省人社厅组织评审专家对参赛项目进行网上评审，按

网评成绩确定前 20 名项目并公示初评结果。 

2.决赛。初评成绩前 20 名项目进入省级决赛，选手进行展演

（6 分钟）和答辩评审（4 分钟），决赛成绩前 13 名项目向国赛推

荐。 

（三）国赛集训（9 月 20 日-10 月 10 日） 

省人社厅聘请专家对入围国赛项目进行集训。 

省级决赛日程、赛务及集训安排另行通知。 

四、参赛要求 

（一）参赛对象 

参赛选手须是全国技工院校在校生（2021 年 5 月 1 日以前注

册技工院校学籍的学生），且未在往届省级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

新大赛中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奖项。参赛选手须由所在院校出具证明。 

（二）赛事类别 

省赛设 5 大项目领域：现代农业类、制造业类、信息技术服

务类、文化创意服务类及社会服务类（参照国赛类别）。每个项

目领域的具体项目请参阅《第二届全国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大

赛四川选拔赛项目申报书》（附件 1）。 

五、奖项设置 

省赛设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4 个、三等奖 7 个、优秀奖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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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人社厅颁发证书。 

六、注意事项 

（一）参赛人员以团队形式参赛，每个团队参赛人员 3—8 人

（含项目负责人 1 名），指导教师 1—3 人。大赛不接受个人单独

报名，参赛人员不得同时参加两个团队的比赛，指导教师不得同

时指导两个比赛项目。 

（二）参赛项目可为已经创业或计划创业的项目，重点考察

项目在核心商业价值、技术与产品创新、团队创业能力以及社会

效益等方面的规划。 

（三）参赛项目的设计和项目申报书的撰写均由参赛人员自

主完成，项目不得涉及任何权益纠纷，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知识

产权纠纷。项目申报书包括基本情况表和创业项目书两部分。 

（四）大赛所有项目，包括参赛项目计划书、项目演示 PPT

均须为原创，资料引用应注明出处，如引发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

责任由参赛选手承担。凡不符合评审规定、弄虚作假、剽窃他人

成果，不能如实申报相关资料和主动声明引用他人成果的，将取

消其参赛资格。参赛的所有电子材料，应采用常见文件格式，视

频文件大小不超过 200MB，并须进行病毒查杀，以免影响正常比

赛。 

（五）其他未尽事宜或需调整事项，由大赛主办单位或承办

单位另行通知。 

七、其他事项 

（一）各技工院校要确定 1 名大赛工作联系人，于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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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届全国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大赛 
四川选拔赛项目申报书 

 

 

 

 

 

 

 

 

项 目 名 称 ：  

项目负责人：  

参 赛 学 校 ：  

申 报 时 间 ：  

 

 

 
 

202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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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须如实准确填写。 

二、项目名称应准确规范、简洁精炼，最多不超过 20 个汉字

（含标点符号）。 

三、团队成员名单和指导教师一经上报，超过网上申报截止

日期后不得更改，每个团队由 3—8 名学生组成，指导教师 1—3

名。 

四、表格内所有文字均要求为仿宋、小四号、单倍行距，不

得随意调整格式。 

五、如有视频，可直接上传，供网评专家点击查阅。 

六、创业项目书撰写参考资料：《创业创新指导与实训》（ISBN：

978-7-5167-4328-7）、《创办你的企业（SYB）——创业计划书（第

二版）》（ISBN：978-7-5167-2956-4）。 

七、下列表格中创业项目书所列提纲为主要参考，可以根据

项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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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表 

（一）项目团队（3—8 人）（默认表格中第一人为项目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学校 入学年份 专业 任务分工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毕业年份 

        

        

        

        

        

（二）指导教师（1—3 人） 

姓名 所在单位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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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领域（跨领域项目可选三个以内） 

□ 现代农业类：包括农林牧渔等； 
□ 制造业类：包括先进制造、智能硬件、工业自动化、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材料、军工等； 
□ 信息技术服务类：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网络空间安全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工具软件、社交网络、媒体门户、企业服

务、下一代通讯技术等； 
□ 文化创意服务类：包括广播影视、设计服务、文化艺术、旅游休闲、艺术品交易、广告会展、动漫娱乐、体育竞技等； 
□ 社会服务类：包括电子商务、消费生活、金融、财经法务、房产家居、高效物流、教育培训、医疗健康、交通、人力资源服务等。 

（四）项目基础  

是否成立公司 
 已成立 ， 公司法人：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未成立 

拥有专利情况（如

有多项专利，可加

行） 

 有专利                                                                         没有专利 
专利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日期：               专利公告日：                   法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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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计划书 

创业项目书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项目概况”（限 500 字内），主要概括描述项目来

源、企业愿景、项目开展情况，重点描述创新性，以及对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的评估。 

第二部分可参考创业培训系列教材《创办你的企业（SYB）

——创业计划书（第二版）》（ISBN：978-7-5167-2956-4），从企业

概况、市场评估、营销计划、企业组织结构、财税筹划、风险管

理等方面对项目进行描述，包括但不限于以上所列要素，可在其

基础上根据项目的需要进行适当修改和调整。 

第三部分为附件，包括专利、营业执照，以及合作协议、公

司章程等有必要证明自己资质的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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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赛技工院校联络人回执表 

 

序号 学校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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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参赛选手汇总表 

序号 学校 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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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二届全国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大赛 

四川选拔赛项目评审标准 

序号 
评 审

要点 
评审内容 

分 值

（分）

1 
商业 

价值 

1.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地方产业发展规划及现行法律

法规相关要求，无知识产权纠纷。 

2.项目产品或服务描述清晰准确，市场调研充分，竞品分

析透彻。 

3.商业模式设计完整可行，具备盈利能力或盈利潜力。 

4.项目在产品或服务的技术实现、市场销售、资金配套等

方面具有实践基础。 

30 

2 
创新 

精神 

1.突出原始创意、创新和创造，体现工匠技艺传承和创新。 

2.鼓励面向职业（工种）的加工工艺创新、实用技术创新、

产品或技术改良、应用性优化、民生类创意和小发明小制作等。 

3.项目设计科学，体现“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法”。 

4.项目具有产教融合、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背景。 

30 

3 
团队 

能力 

1.团队成员的专业背景、实践经历、创新能力、价值观与

项目相匹配。 

2.团队的组织构架、股权结构、人员设置、能力互补、分

工协作以及激励制度规划合理。 

3.指导教师、合作企业、项目顾问及其他外部资源的整合

与项目关系结构清晰，逻辑合理。 

20 

4 
社会 

效益 

1.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促进社会高质量就业，并具有较

好的正向带动作用。 

2.具有示范作用，可复制可推广。 

3.有助于服务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助学助残、扶老护幼、

绿色发展等需要。 

20 

总  分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