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组织参加“全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的通知 

 

有关学院： 

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关于举办“全国研究生智

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的通知》（学位中心【2013】135 号）

文件精神，现将我校组织参赛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本次电子设计竞赛申报由研究生院统筹安排，各学院具体实施，

申报办公室设在研究生院专业学位与实践基地办公室，联系人：张俊

峰，郭炜，联系方式：82665737；82668713，电子邮箱：zyxw@mail. 

xjtu.edu.cn。 

二、遴选方式 

全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心、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等五家单位联合主办。各学院应重视此项工作并采取

措施积极宣传和鼓励广大研究生参与本次竞赛申报活动。智慧城市技

术与创意设计大赛分“技术赛”（命题比赛）和“创意赛”（开放式

比赛）两个方向，参赛者可以是个人或 4 人以下团队，具体内容及形

式请参照学位中心文件（参见附件）要求进行。各学院应在 2014 年

4 月 21 日之前将初审名单及参赛项目报送研究生院，申报数目不限。

对于各学院申报的参赛项目，研究生院将组织专家进行答辩评审。经

评审通过的项目，研究生院将会统一安排在全国大赛公布的网络平台



上进行报名和线上作品提交。 

三、经费保障 

对于通过学校答辩评审的项目，研究生院将为参赛队提供一定的

支持经费。凡最终获奖的项目，研究生院将对参赛教师和研究生进行

奖励。对于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本次大赛的，在专业实践学分

方面将予以一定比例的抵扣认可。 

 

 

研究生院 

2014 年 4 月 3 日 

 

附件：学位中心文件【2013】135 号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创新城市发展方式，提高城市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是

我国未来城市建设的必然要求，为满足“智慧城市”高层次

人才培养需求，促进研究生教育主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的能

力的提升，推动高校科普资源开发开放，教育部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发展中心、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联合中国智慧城

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数字音视频编解码（AVS）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举办全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活动之主

题赛事——“全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以

下简称“智慧城市设计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相关背景 

为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提升研究生教育主

动适应社会、经济需求的能力，自 2013 年起，教育部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调动多方积极性，举办“全国研究生创

新实践系列活动”。该活动旨在通过研究生培养单位、企业、

行业和政府的密切合作，打造一个激励研究生创新实践、积

极促进研究生教育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平台，探索利用社会

资源推动研究生教育创新和研究生教育服务区域经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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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多方共赢的有效途径。 

“全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活动”主要面向在校研究生，

以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为契机，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提升

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为核心，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目

标，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与服务支撑能力的全面提

升。该活动采用系列主题赛事的方式，根据学科、专业或行

业的发展趋势和经济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设置主题赛事

或举办相关活动。目前，已有“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全

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和“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 等多个

主题赛事。 

利用智能技术，创新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城市发展质量，

建设“智慧城市”，成为我国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举

办“智慧城市设计大赛”，旨在结合“智慧城市”建设的具体需

求，联合“智慧城市”相关产业联盟，围绕“智慧城市”的技

术创新和创意，激发研究生创新热情，发挥研究生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促进相关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促进“智慧城

市”理念向全社会的传播与普及，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智

力支持。  

二、组织架构 

“智慧城市设计大赛”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联合中国智慧城市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和数字音视频编解码（AVS）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主办。 

“智慧城市设计大赛”设立组织委员会、专家委员会。 

组织委员会负责大赛的组织、管理、决策与协调，由主



办单位、相关产业联盟、部分研究生培养单位相关负责人共

同组成。组织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负责组

织委员会相关具体工作。 

专家委员会负责确定赛题及技术指南、制订赛事评审规

则和实施细则、评审参赛作品等相关工作，由相关学科专家、

行业专家、知名企业高管、创投公司高管等组成。 

三、参赛对象 

参赛对象为各培养单位在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

已获研究生入学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四、赛程赛制 

1. “智慧城市设计大赛”拟每年举办一届。 

2. 首届“智慧城市设计大赛”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承办，

具体工作方案见附件。 

五、其它 

具体赛务另文通知，相关安排请于 2014 年 3 月关注大赛官

网www.smartcity-competition.com.cn。 

 

附件：首届“全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

工作方案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2013年12月27日    



附件： 

 

 

一、大赛意义 

“智慧城市”是面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在全球

化科技发展、产业升级以及城市转型和信息化等背景下提出

的新理念，它将云计算、物联网、智能交通、建筑、环境保

护、生物医疗等技术广泛应用于现代城市的建设、管理及服

务之中，覆盖民生的各个领域（如交通、医疗、教育、旅游

等）。 

建设“智慧城市”需要创新型人才，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

与支持。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对人才创新实践

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培养创新思维强、工程实践水平高的

复合型人才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迫切需求。 

举办“智慧城市设计大赛”，旨在结合“智慧城市”建设具

体需求，联合“智慧城市”相关行业联盟，围绕“智慧城市”

的技术创新和创意，激发研究生创新热情、发挥研究生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促进相关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促进“智

慧城市”理念向全社会的传播与普及，为“智慧城市”建设提

供智力支持。  

二、组织单位 

（一）主办单位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联合主办： 

中国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数字音视频编解码（AVS）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二）技术支持单位 

北京大学数字视频编解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虚拟现实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三）组织委员会 

由主办单位、相关产业联盟、部分研究生培养单位相关

负责人共同组成。 

（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及首届大赛承办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三、参赛方式 

（一）参赛对象 

正式注册的在校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及已获研究

生入学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二）参赛方式 

个人或团队。若团队参赛，每队人数不超过 4 人。 

四、赛程赛制 

（一）智慧城市设计大赛拟每年举办一届。 

（二）首届“智慧城市设计大赛”分为视频分析技术挑战

赛和智慧城市创意设计赛两大部分。 

1. 视频分析技术挑战赛 

视频分析技术挑战赛旨在适应大数据时代对信息科学

人才培养的特殊需求，通过智能视频分析技术比赛锻炼研究

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社会急需的工程技术人才，推

动人工智能及其相关（交叉）学科的发展，促进人工智能等

学科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赛事分为技术擂台赛和决赛两个

阶段。技术擂台赛采用在线评测、按性能排名的方式，每一



至两周公布一次排名，评审组将根据参赛队伍数量及排名情

况选择一定数量的队伍进入决赛。决赛采用现场集中评测与

答辩方式，由组委会提供场地和硬件设施并组织专家评审

团，以参赛队伍的决赛评测成绩为主决定最终名次。  

2. 智慧城市创意设计赛 

智慧城市创意设计赛以“创意创新”为主题，以国家关于

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规划为依托，旨在充分调动学生的创新

积极性，挖掘学生的创新潜能，形成一批有实际应用价值和

科普价值的创意设计。创意设计赛申报的作品必须以“智慧

城市”为主题，包括创意类、应用类、科普类。作品可以通

过实物、图片、ppt、flash 等方式展示。创意设计赛分为作

品初评与全国决赛。作品初评通过网评进行。全国决赛以作

品设计组阐述和专家问辩的方式进行。 

五、奖项设置 

“智慧城市设计大赛”设置等级奖，允许赞助单位设置

企业专项奖；同时设置优秀组织奖与优秀指导教师奖。 

六、相关活动 

大赛举办期间，组织委员会将组织智慧城市学术论坛，

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作学术报告；组织参赛

选手与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共同进行交流研讨等活动。 

    七、其它 

（一）大赛官网：www.smartcity-competition.com.cn，将

于 2014 年 3 月正式上线；届时，大赛微信、人人网平台同

步启用。 

（二）首届大赛详细参赛方式、报名须知、作品要求、

奖项设置等以大赛官网公布的大赛指南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