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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设杯”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

评审办法

一、作品提交形式

1.1 报名阶段：2020 年 9 月 15 日之前提交报名表及视

频作品，视频长度 8-10 分钟。

1.2 初赛阶段：参赛视频。

1.3 决赛阶段：参赛视频、现场 PPT 汇报、软硬件、系

统实物产品等。

二、评审阶段及各阶段评审时间

2.1 初赛：9 月 19 日至 9 月 20 日，评审出 30 件作品进

入决赛，分高校组及企业组，其中高校作品 10 件，企业作

品 20 件；

2.2 决赛第一阶段：10 月中旬，确定优秀作品 15 名、

三等奖作品 7 名；

2.3 决赛第二阶段：10 月下旬，确定二等奖 5 名，一等

奖 2 名，特等奖 1 名；

三、评审方法

3.1 成立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由业内知名专家组成，人员不少于 9 名。评

审委员会负责评审结果的审核、裁决、批准。

3.2 初赛阶段评审办法

根据作品数量分四个评审组，其中高校作品一个组，企

业作品三个组，每组 7 名评审专家，专家从经组委会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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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库名单中按规则抽选。企业组作品按交通管理、交通服

务和交通安全三个方向分组，评委独立打分，去掉最高分与

最低分后的平均分为作品的最终得分，按得分高低确定作品

的名次。

根据得分顺序，确定 30 项作品进入决赛。

3.3 决赛阶段评审方法

3.3.1 决赛第一阶段评审（30 件作品）

采用现场汇报、现场提问、专家集中评审的方式。

每件作品汇报 10 分钟，专家提问 5 分钟。

由会务组统一提供汇报用电脑，汇报 PPT、视频等需提

前拷贝到汇报用电脑中。

由来自行业的 9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根据评审规则独立

打分，去掉最高分与最低分后的平均分为作品得分，根据得

分排序，排名前 8 的作品进入决赛第二阶段，排名第 9 至 15

名的获三等奖，排名第 16 至 30 名的获优秀作品奖。

评审时间为一天。

3.3.2 决赛第二阶段评审（8 件作品）

采用类似电视大赛的方式，参赛作品现场汇报、现场演

示，专家现场提问，专家评委 9 人与大众评委 20 人（大赛

主办单位、承办单位、新闻媒体的记者等）共同现场打分、

现场亮分、现场实时排序。专家评委分值占比 80%，大众评

委分值占比 20%。

每件作品汇报 15 分钟，专家提问 10 分钟。

由会务组统一提供汇报用电脑，汇报 PPT、视频等需提



4

前拷贝到汇报用电脑中。

现场为参赛作品提供有限的展示资源，选手可以通过易

拉宝、视频、产品实物等方式展示参赛作品，具体可提供的

资源至少会在决赛前一周告知选手。

评审时间为半天。

四、颁奖

评审结果将按程序向社会公示（公布），10 月下旬或 11

月初举办活动，为 30 项获奖作品统一颁奖。

五、评分标准

为规范专家打分，特制定各阶段评分标准，总分 100 分。

初审阶段评分标准见表 1，决赛阶段评分标准见表 2。

表 1 初审阶段评分表

指标类型 评审指标 评审内容
评分标准

高校组 企业组

1.新颖性

高校20分

企业10分

1.1

概念新颖

项目提出的概念、

思路合理且与行业

内现有认知有显著

区别。

0-6 一般

6-8 良好

8-10 优秀

0-3 一般

3-4 良好

4-5 优秀

1.2

场景新颖

智能交通相关技术

应用场景的拓展与

发展。

0-6 一般

6-8 良好

8-10 优秀

0-3 一般

3-4 良好

4-5 优秀

2.先进性

高校40分

企业20分

2.1

技术创新

技术、方法本身的

创新性。

0-6 一般

6-8 良好

8-10 优秀

0-3 一般

3-4 良好

4-5 优秀

2.2

需求贴合

技术与实际需求的

贴合程度。所提出

的技术是否可以有

效解决所对应的问

题。

0-6 一般

6-8 良好

8-10 优秀

0-3 一般

3-4 良好

4-5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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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要创新

点

项目具有非常明确

的主要创新点，例

如关键技术的突破

等。

0-6 一般

6-8 良好

8-10 优秀

0-3 一般

3-4 良好

4-5 优秀

2.4

成果佐证

对成果的第三方测

评与佐证，如创新

获奖情况、知识产

权的认定、权威机

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等。

0-6 一般

6-8 良好

8-10 优秀

0-3 一般

3-4 良好

4-5 优秀

3.实用性

高校20分

企业40分

3.1

成熟性

产品本身的成熟程

度，是否已经具备

实际应用的条件。

0-3 一般

3-4 良好

4-5 优秀

0-6 一般

6-8 良好

8-10 优秀

3.2

应用现状

产品目前的实际已

应用情况，例如已

应用的范围、应用

效果评价等。

0-6 一般

6-8 良好

8-10 优秀

0-9 一般

9-12 良好

12-15 优秀

3.3

可推广性

产品的可移植性、

未来可能推广的应

用范围

0-3 一般

3-4 良好

4-5 优秀

0-9 一般

9-12 良好

12-15 优秀

4.市场前

景

高校20分

企业30分

4.1

经济性

产品本身的成本、

收益分析。

0-3 一般

3-4 良好

4-5 优秀

0-6 一般

6-8 良好

8-10 优秀

4.2

竞争力

产品已有的市场基

础和开拓新市场的

能力，对比同类型

产品的竞争力。

0-3 一般

3-4 良好

4-5 优秀

0-6 一般

6-8 良好

8-10 优秀

4.3

社会效益

产品的社会价值，

对社会和地方发展

的促进作用。

0-3 一般

3-4 良好

4-5 优秀

0-3 一般

3-4 良好

4-5 优秀

4.4

经济效益

产品的盈利能力、

市场机会、市场周

期，主要风险因素。

0-3 一般

3-4 良好

4-5 优秀

0-3 一般

3-4 良好

4-5 优秀



6

表 2 决赛阶段评分表

序号 评分项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1
作品选题

（15分）

选题的科学性、独创性，与参赛

主题的关联性。

0～5 一般

5～10 良好

10～15 优秀

2
作品内容

（65分）

创新性：作品的思路、方法、关

键技术、成果等方面的新颖程度。

0～5 一般

5～15 良好

15～20 优秀

实用性：作品设计合理，具备可

实施、再现、推广能力，并能有

效解决行业痛难点问题。

0～5 一般

5～10 良好

10～15 优秀

经济性：作品在使用过程中资源

的投入程度和成本的节约水平。

0～5 一般

5～10 良好

10～15 优秀

成熟性：作品的成熟等级（概念

阶段、原型阶段、测试阶段、工

程阶段、产业化阶段）。

0～5 一般

5～10 良好

10～15 优秀

3
演示

（15 分）

表述完整清晰，现场作品操作熟

练，充分展示作品特点和优势。

0～5 一般

5～10 良好

10～15 优秀

4
问答

（5 分）

准确、清晰的回答评审专家的问

题。

0～2 一般

2～4 良好

4～5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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