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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交通运输科技大赛实施方案 

 

为培养大学生的科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大学生科学素养，

促进高校大学生学术活动开展，加强高校间大学生文化交流，根据《全

国大学生交通运输科技大赛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制定本实施

方案。 

一、本届大赛主题 

共享出行、智创未来 

在 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下，交通运输业综合化、

智能化、绿色化加速升级，新业态、新模式、新生态给社会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汽车分时租赁、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出行即服务（MaaS）等共享出行方式日益完善，成为优化交通出行结

构，提升服务水平，构建便捷高效、安全绿色出行体系的重要途径。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不同城市交通特征具有显著差异，期

望通过本届大赛汇聚广大在校学生智慧，围绕国家交通强国战略需求

和交通运输行业痛点、难点问题，开展创新思考、创新设计和创新研

究，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智慧手段与交通运输需求深度融

合，打造智慧出行创新平台，实现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共创交通天

下。 

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交通运输科技大赛以“共享出行、智创未来”

为主题，鼓励各高校积极组织校内赛，选拔优秀作品参与竞赛，为同

学们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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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 

2、承办单位：重庆交通大学、中国交通教育学会院长分会 

3、协办单位：新国线运输集团、智联友道集团、万集科技等 

三、参赛对象 

本届大赛邀请全国开设交通运输类及相关本科专业的高校在校

本科生。 

为了促进学科建设，本届大赛首次增设研究生赛道，以解决交通

运输行业领域问题为作品核心成果的高校、科研院所的在校研究生。 

以高校、科研院所为大赛的基础组织单位，提交参赛作品。 

四、举办时间 

本届大赛 2021 年 1月开始，2021年 7月 24-25 日（星期六-星期

日）在重庆交通大学举行决赛答辩和颁奖典礼以及参赛高校交流活动。 

五、费用说明 

本届大赛决赛阶段的活动经费（包括场地费、会务费、评审费和

奖状奖杯制作费等）由承办高校负责提供。参加决赛的学生和带队教

师的交通及住宿费自理，承办单位提供大会工作餐。 

大赛只设奖项，不设奖金。 

六、参赛说明 

1、作品范围 

参赛作品必须是之前未参加过相关学科竞赛的成果。 

2、作品分组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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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品分组 

根据学生学历层次本届大赛共设置本科生和研究生 2 个赛道，本

科生赛道结合作品研究领域及所在学科分设 7个竞赛类，研究生赛道

不分设竞赛类。 

本科生赛道（成员中不含有研究生）： 

◆ 交通工程与综合交通； 

◆ 航海技术； 

◆ 道路运输与工程； 

◆ 水路运输与工程； 

◆ 铁路运输与工程； 

◆ 航空运输与工程 

◆ 主题竞赛：共享出行 

研究生赛道（成员中可以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但不能含

有本科生） 

（2）作品要求 

所有参赛作品应为参赛者自主完成的原创性作品，参赛者及指导

教师须对作品的原创性做出承诺。 

所有参赛作品应围绕大赛“共享出行、智创未来”主题，针对交

通运输系统出现的具体问题，运用相关专业知识，提出具有新颖性、

可行性、实用价值，具备完成度及一定难度的优化方法或解决方案。

本科生赛道作品将从创新性、专业知识综合运用、实用价值、完成度

四个方面进行评价，研究生赛道作品在此基础上还需体现作品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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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论方法的科学严谨性、作品方案的系统性。作品可以是实物模

型、研究报告、设计图纸和计算机软件等。鼓励脚踏实地的作品。 

作品申报组别应符合作品实际内涵，最终以评审专家意见为准。 

3、参赛方式 

（1）大赛只接受高校的推荐作品，不接受个人或者以团体名义

的参赛申请。每一参赛高校，按照本科生赛道（7 个竞赛类）和研究

生赛道（1 个竞赛类）推荐作品，推荐到每一竞赛类的作品数不超过

3 件，同一作品不得重复推荐。 

（2）参赛作品选题须符合大赛主题，符合提交的竞赛类对作品

的内涵要求，否则视为无效作品。 

（3）参赛者通过所在学校报名参赛，每个作品完成人员不得超

过 5 人，指导老师不超过 2人。 

（4）填写申报书并且撰写研究报告或论文。 

（5）承办单位对提交作品组织初赛和决赛。 

4、大赛时间安排 

本届大赛时间表如下： 

序号 时间 事项 负责单位 

1 2021.3 上旬 发送大赛邀请函 承办学校 

2 2021.3 底前 大赛邀请函回执 参赛学校 

3 2021.4 上旬 分阶段发布参赛学校信息 承办学校 

4 2021.5 上旬 报送参赛作品进展资料 参赛学校 

5 2021.5 中旬 分阶段发布参赛学校作品进展情况 承办学校 

6 2021.6 中旬 报送参赛作品电子说明文档 参赛学校 

7 2021.6 下旬 开始对参赛作品进行初评 承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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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1.7 上旬 公布入选决赛作品名单 承办学校 

9 2021.7 上中旬 准备作品说明书及相关文档 参赛学校 

10 2021.7.24-25 决赛答辩、颁奖、闭幕式 承办学校 

5、大赛各阶段评审办法 

（1）预赛阶段：各高校在相应时间内自行组织校级选拔赛，并

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向大赛推荐优秀作品。 

（2）初评阶段：按照竞赛类的分工，大赛执行委员会委托交通

运输类各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独立或联合组织，采用网评的方式，按竞

赛类参赛作品数量不超过 20%的比例，推荐参加决赛的作品数，进入

决赛作品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120 件。评审过程中综合考虑参赛作品对

大赛主题的响应程度和作品自身质量。如果承办高校没有作品通过初

评，承办单位可以将其不同竞赛组的、得分最高的、仅限两件作品直

接进入决赛。 

（3）决赛阶段：采用现场公开答辩方式进行，由大赛执行委员

会委托交通运输类教学指导委员会按照竞赛类，评定出一等奖、二等

奖、三等奖和优秀作品奖的推荐名单。每一竞赛类每 20 项作品划分

一个竞赛组，由不少于 7 位专家组成答辩组，同一答辩组内不得有 2

人来自同一单位的专家担任评委。 

各竞赛类推荐的一等奖，由学术委员会会同执行委员会组织复审

答辩，参加各竞赛组答辩的全体专家及大赛嘉宾为评委，进行综合评

定。本阶段不设问答环节。 

对已获评一等奖的作品进行特等奖评审，每组可推荐 1 件作品参

加特等奖评审。评委由各竞赛组答辩的全体专家及大赛嘉宾构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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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三分之二得票率的作品评为特等奖，如未有作品得票超过，特等奖

可空缺。本阶段不设问答环节。 

6、决赛阶段的答辩流程 

各参赛小组事先制作好幻灯片并提前准备好参赛作品参加答辩，

答辩分为以下两个环节： 

第一环节：参赛小组代表向评委介绍自己的作品，要求突出作品

重点内容、可实现技术路线和创新之处。 

第二环节：回答专家和评委的提问。 

注意事项：两个环节共 20 分钟（第一环节不超过 12 分钟），为

保大赛公平，超时停止答辩，请合理分配时间。 

七、参赛单位向承办学校报送的资料时间表 

如下表。 

序号 文件 报送时间 说明 备注 

1 邀请函回执 2021 年 3 月 30 日前  
邮寄、传真

或电邮 

2 参赛作品进展情况 2021 年 5 月 1 日-15 日 作品简报 电邮 

3 参赛作品推荐表 2021 年 6 月 1 日-15 日 
需要对作品进

行分类、排序 

系统上传和

邮寄 

4 参赛作品申报书 2021 年 6 月 1 日-15 日  
系统上传和

邮寄 

5 
参赛作品说明文档 

（包括论文） 
2021 年 6 月 1 日-15 日  

系统上传和

邮寄 

6 
原创声明书及作品

使用授权书 
2021 年 6 月 1 日-15 日  

系统上传和

邮寄 

7 参赛作品说明书、 2021 年 7 月 23 日-25  报到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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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档（可选） 日 

八、其他说明 

1、大赛承办单位保留参赛作品说明文档及论文，允许被查阅和

借阅；大赛承办单位可以公布参赛作品说明文档及论文的全部或部分

内容，可以采用复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这些内容。 

2、大赛决赛答辩形式将根据疫情管控要求另行通知。 

九、奖项设置 

大赛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作品奖。按照符

合要求的全部参赛作品数确定大赛的各等级作品数，特等奖（不设比

例可空缺、从一等奖中推荐）、一等奖数占 3%、二等奖数占 6%、三

等奖数占 9%，其余进入决赛的作品将获优秀作品，本科生赛道和研

究生赛道分别评选。 

十、联系方式 

执委会秘书处地址： 

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 66 号重庆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邮编：

400074 

联系人：王婷 

电话：023-62967548，18102321992 

电子邮箱：nactrans2021@cqjtu.edu.cn 

大赛公告发布网址：http://nactrans.cqjtu.edu.cn 

大赛微信公众号：Nactrans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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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未尽事宜，解释权及修改权归大赛执行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