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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杯中国互联网协会第七届(2014)全国大学生

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 

 
 
 
 
 

一、大赛简介 
 

中国互联网协会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是在工信部、教育部的指导与支持下，

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全国性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类赛事活动，是“互联网实训促就业工

程”的重要推动形式。自 2007年首届启动以来，每年组织一届。 

大赛以各行业企业的真实商业问题作为竞赛项目，要求参赛大学生创新应用主流网络工

具平台，提供商业解决方案并且予以实施。大赛组委会邀请企业教官在线辅导、点评学生的

实践过程、促进校企间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交流，这种模式不仅有效提升了大学生的职业能

力，促进大学生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对于高校的实践教学也是一个创新。 

第七届大赛得到了来自业界企业的热情支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作为大赛的主协办单位

支持大赛，给参赛高校学生提出商业实践项目、指派企业教官入校对参赛师生进行辅导交流

等，还将为优秀的参赛学生及组织活动的高校提供 20 万元的资助。业界典型的互联网平台

如腾讯旗下 QQ浏览器、腾讯地图、腾讯手机管家、微商科技、IMO云办公室、红薯网、南

京奥派信息产业股份公司、上海商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作为大赛协办单位，为大赛提供最

前沿的真实商业项目和实践内容，并为参赛选手提供实习实践和就业机会。 

自 2007年首届大赛成功举办以来，大赛新颖的模式已得到了广大高校的热烈响应和支

持。每届大赛大约有来自全国 320多个城市和地区的 2200多所高校、15万左右大学生报名

参与，大赛已逐渐建立起有政府、企业、业界专家、高校、大学生共同参与的创新创业实践

生态系统。首届大赛被信息产业部纳入“阳光绿色网络工程”；2008年，大赛作为中国互

联网协会“互联网应用实训促就业工程”的重要推动形式，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根据国台

办七项【2010】652号文件精神，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被列入 2011年

两岸重点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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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1月-2012年 9月，第五届大赛得到了美国亚裔研究中心的关注，并进而建立

了中美高校关于校企合作创新实践教学的友好交流通道。 

2013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作为大赛主协办单位，成功协办了邮储银行杯第六届全国

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第六届大赛举办期间，共吸引全国近 16万大学生报名参与

大赛，组建参赛团队 4227支，组织入校巡讲 149场，组织分赛区启动仪式、菁英训练营启

动仪式、分赛区决赛和校企交流会、师资研修班等活动 20余场，在国内广大高校产生了广

泛的影响力。2013年 11月 19日，第六届大赛在北京师范大学胜利落幕。 

2014年 3月第七届大赛将正式启动，2014年 11月举办全国总决赛和颁奖典礼。 

二、大赛基本宗旨 

1、普及和推动大学生的网络应用能力和网络商务应用能力、以及网络商务创新的教育

与发展； 

2、普及和推动大学生对于网络支付业务及业界领先企业业务的发展现实； 

3、促进学生对社会和企业实际运作的感知和了解，理解网络对于社会和个人发展影响； 

4、激发和促进学生网络创业能力的提高（把创业作为新的就业出路，或积累经验的过

程），吸引企业的关注、参与和支持； 

5、激发和展示网络时代大学生群体的个性与意志表达力、创新行动力和影响力； 

6、促进学生职业能力与企业人才需求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发展，成为学生才能展示和企

业人才选拔的主力渠道之一； 

7、促进我国企业应用网络解决商务问题的能力及其人才状况的改善。 

 

三、大赛主题 

创意改变生活，邮储惠聚你我。 

移动网络新时代网络金融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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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赛特点 

1. 行业协会主办、政府支持或指导，积极促进业界企业与高校间的合作； 

2. 以促进高校实践教学与专业建设、提升大学生职业能力、促进大学生实践就业为导

向； 

3. 全部以真实企业商业问题作为比赛内容，而非模拟环境；参与企业均为各行业、各

领域典型的知名企业，商业项目也是企业最前沿的核心问题； 

4. 鼓励大学生创新应用各种当前最流行的互联网工具平台与电子银行工具，如社区网

站、微博、即时通讯工具、博客、网上商城、邮储网银等，而不局限于某一种单一

的平台； 

5. 不限制参赛学生的专业，各专业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商业实践项目； 

6. 注重学生的实践，鼓励学生学以致用，而不仅仅停留于创意或设想上； 

7. 不仅是竞赛学生的能力，也是老师指导水平与高校教学创新的促进； 

8. 唯一设置由企业教官、业界专家参与的赛事活动。数百名企业教官、业界专家通过

大赛官网在线为学生点评、辅导； 

9. 将高校的实践教学与企业用人需求、业务现实紧密结合； 

10. 参赛的过程不仅是学生实践的过程，也是企业选择合作高校、选拔人才的过程。获

胜学生可以获得资助、奖品、荣誉证书、企业实习实践乃至校园招聘绿色通道（优

先面试、或免去笔试环节）；获奖高校也可以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创新创业实践、实

习或项目合作，建立“产、学、研”创新实践教学合作机制； 

本届大赛还采取了一系列的辅助措施，以保证促进高校与企业间的合作、提升大学生理

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引导高校邀请当地企业参加校企交流会或师资研修班，或组织企业培训班，由大赛

组委会邀请的知名互联网企业普及和讲解互联网创新应用知识，同时帮助高校师生

了解企业现实与用人需求，探讨深度合作可能； 

2. 组织高校老师前往企业观摩交流； 

3. 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培训大赛志愿者，并对志愿者进行评比。（获奖志愿者优先推

荐给企业实习或就业）； 

4. 组织企业专家入校巡讲、在线点评与辅导（基于大赛官网进行）、专家访谈及在线

交流（访谈内容在大赛官网呈现）； 

5. 评选优秀指导老师与优秀企业教官；向业界企业展示高校教学优势和优秀团队的作

品，整理出版《大赛优秀案例选集》，附带企业教官意见点评，由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 

6. 邀请互联网企业、电商企业以及传统企业，联合推出网络商务实践与网络创业项目，

为大学生提供回报丰厚的创业机会与创业指导； 

7. 实践教学管理平台会在大赛中向高校推荐应用，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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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将众多企业的商业案例、问题、模拟系统等固化为高校的实践课程（高校可

将其纳入到相应的教学计划），把企业与高校的实践合作关系和交流常态化（大赛

之外可以延续）；同时，平台推行知名企业教官辅导制度； 

8. 联合业界企业共同推出网络商务职业能力评价认证体系，与高校课程与人才培养相

结合； 

9. 组织全国高校对当地传统产业开展网络商务应用的现实研究与调查，并整理为行业

报告，对外发布或向工信部等相关政府部门推荐； 

10. 与高校共建网络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引入全国性或当地知名企业提供案例，并提供

商业实践与创业实践指导。指导专家来自业界知名企业、风险投资机构和全国高校

的优秀指导老师。 

五、第七届大赛内容 

- 网络金融与支付主题赛 

- 网络贸易主题赛 

- 网络零售主题赛 

- 网络营销与策划主题赛 

- 商务模式创新主题赛 

- 创新应用开发主题赛 

各主题赛简要说明 

1. 网络金融与支付主题赛 

涉及对网络金融和网络支付支持人们网络生活和企业网络商务相关问题的理

解、网络支付知识和应用能力、支付产品和模式创新 

商业项目来源：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主要选题类型如下： 

1） 市场研究与用户需求调研类题目 

2） 为企业策划、设计电子商城及相关支付解决方案或新模式 

3） 组织在线理财类活动 

4） 产品创新类的策划、创意与开发等 

5） 校园营销活动策划及网络推广等 

2. 网络贸易主题赛 

侧重于对企业国际、国内贸易业务的支持，以企业间的商业关系为主，一般不

面向终端消费者个人，可以包括但不应该局限于对 B2B 平台的理解和应用，

也可以包括对 B2B 模式及其市场策略的变革与推广； 

该主题赛的选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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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贸易平台企业店铺运营与维护 

为企业开设店铺，或对已有的企业网络店铺予以策划、维护、推广，争取 

更多的询盘与订单。 

网络贸易平台的企业来源如下： 

a) 团队自主寻找适合于在网络贸易平台开设店铺的企业 

b) 网络贸易平台提供的已有店铺的企业 

2） 网络贸易平台自身的服务与产品的创新 

3） 网络贸易相关调查、研究项目 

指定网络贸易平台：任选 

3. 网络零售主题赛 

以产品或服务的销售为主要目的达成，要求基于网络应用实现或支持销售和客

户支持的商业活动，可以包括与之相关的环节和构成要素的问题及其策略，如

网站、零售平台、界面与交互、支付、客户体验、品牌、物流配送、客户支持

等，可以是网络零售平台企业的模式及其策略的变革与推广，也可以是传统零

售企业的模式及其策略的变革与推广。 

选题如下： 

1） 参赛团队自主开设网络零售平台店铺并进行经营 

2） 为网络零售平台已有卖家提供各种服务 

3） 针对网络零售平台自身商业问题提出创新或解决方案，并予以实施 

团队自主开设店铺所需的货源主要来源如下： 

a) 团队自主寻找货源提供企业 

b) 组委会组织货源提供商：多品类，学生可任选其一或多种品类 

c) 平台商城的卖家（如淘宝网、微信、微淘等） 

d) 其他 B2C 平台提供的卖家 

网络零售指定平台：上海商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分销王平台、南京奥派信息产业

股份公司网络创业实践平台 

网络零售支付环节，鼓励选择邮储银行电子银行产品及支持邮储银行账号的网络

支付平台。在支付环节有成功运用邮储银行服务支付的案例，该选题方案可列为

邮储银行选题。 

 

4. 网络营销与策划主题赛 

以文化传播、活动组织、当地旅游推介等非商业类的应用也归于此类；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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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宣扬理念、推广品牌和产品或服务的认知，引起目标人群的关注、倾向 

和参与、购买、行为认知与变革等，也包括未达成此目的的必要市场分析、目

标人群的需求及其在线行为的收集与分析，以及应该有的效果； 

商业项目来源：鼓励团队选择本地区传统企业或土特产品、民俗、文化等项目、

或互联网企业的产品、服务等。 

选题类型： 

1） 广告创意与广告模式的策划与推广 

2） 微信营销活动策划 

3） 微博的商务创新应用 

4） 网络或手机视频工具的使用 

5） 不同网络工具的创新组合策略，体现新的网络应用趋势（如 SNS） 

大赛推荐选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校园之星评选之营销之星、腾讯网络安全（电

脑、手机）营销推广、《大赛优秀案例评析》教科书营销推广、微商科技企业

公众账号系统营销推广、IMO 云办公室移动办公系统市场调研等。 

5. 商务模式创新主题赛 

不同于常规的创业活动可以归于此类；侧重于对既有（行业）商业模式、网络

应用模式的创新，也包括对既有客户需求及其需求方式的发现与创新，要求必

要和充分的商业分析、对相关网络特征及其模式的分析，也包括对关键原型和

商业模式价值及其市场策略的必要实验验证； 

可选参赛选题类型如下： 

1） 某特定行业关于网络商务创新应用或问题的创意、研究与分析或市场调

研 

2） 某特定领域、类别或企业的网络商务模式创新应用研究及新模式的提出 

3） 自主创业选题（有别于常见网络零售和网络贸易模式） 

团队可选择上述任一选题，但要求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 必须要用到至少一个指定的网络工具平台进行实践 

2） 无论是研究选题还是创业选题，必须要以对互联网的应用为前提，并体现

网络的特征与网络创新发展的趋势 

3） 要有实证或相关调研、分析、产品 DEMO 或产品策划页面。 

大赛指定网络商务创新题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校园之星之创新之星、红薯网

网络文学创业工作室、腾讯地图商务模式创新、腾讯地图网络安全产品改进或

运营创新。 

6. 创新应用开发主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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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主题赛主要以移动网络商务工具或开放平台（APP）的应用和推广为主要内

容。根据相关网络商务平台企业的评价、评分为主要依据决出优胜者。 

商业选题类型如下： 

1） 移动网络商务工具平台的推广或开放平台的应用组件推广 

2） 以移动网络商务工具平台/开放平台为应用基础的创新商务模式设计 

3） 移动网络商务/开放平台产品或服务的创新策划、设计与相关实践 

大赛推荐题目：腾讯地图产品手机应用开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手机应用软

件开发、腾讯移动网络安全产品开发 

六、奖项设置 

本届大赛的各个赛段均有奖项或表彰发布： 

初赛阶段 

1. 优秀组织高校排行 

2. 创新实践教学高校展示 

3. 优秀选题团队展示 

4. 晋级复赛团队展示 

5. 影响力团队奖（微信群影响力最大、被投票最多、本校支持最多、被友情链接

最多等） 

6. 新秀榜（最新加入团队，表现优秀的团队） 

复赛阶段 

1. 复赛晋级名单 

2. 优秀方案团队展示 

3. 优秀组织高校风采展示 

分赛区决赛 

 1、团队奖项 

冠亚季军（特等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2、赛区优秀指导老师奖 

全国总决赛 

1. 学生奖项 

团队奖项 

冠亚季军（特等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个人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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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优秀志愿者 

2) 菁英训练营营销实践全国优秀奖 

3) 邮储银行“校园大使”和“创新之星” 

2. 高校奖项 

1) 优秀组织院校奖 

2) 创新指导院校奖 

3) 突出贡献奖 

3. 教师奖项 

1) 优秀指导教师奖 

4. 协办企业奖项 

1) 网络商务人才突出贡献奖 

2) 网络商务人才促进奖 

3) 优秀协办企业（机构） 

4) 优秀企业教官（个人） 

七、大赛流程： 

1） 启动仪式 

2） 报名（与初赛同时进行）：学生注册并组建团队后、选择商业问题，在官网

（www.newwinnner.cn）上提交策划方案 

3） 复赛：在企业和指导老师的辅导下，团队实施方案、开展各种商务实践，来自

高校和企业的评委将根据实施结果和市场真实指标评出优胜者 

4） 分赛区决赛：现场陈述或在线评选。现场决赛的分赛区有颁奖典礼 

5） 全国总决赛：现场陈述、展示和答辩 

6） 颁奖典礼 

7） 后期学生作品点评与分析、展示（在线） 

八、大赛活动日程安排 

1） 2014 年 1 月-2 月 28 日           大赛各项工作准备阶段 

2） 2014 年 3 月 1 日                大赛启动官网接受报名 

3） 2014 年 3 月 20 日               举办全国启动仪式 

4） 2014 年 3 月中旬-5 月 31 日       举办分赛区启动仪式 

5） 2014 年 3 月 1 日-6 月 30 日       初赛、校园巡讲活动全面展开 

http://www.newwinnn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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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4 年 5 月-10 月               菁英训练营 

7） 2014 年 7 月 1 日-8 月 31 日       复赛 

8） 2014 年 9 月-10 月中旬           分赛区决赛 

9） 2014 年 11 月中旬               全国总决赛 

九、十大赛区 

大赛共分为十大赛区： 

北京赛区 

上海赛区 

两广赛区：广东、广西 

华东赛区：山东、江苏、浙江、安徽 

华北赛区：河北、天津、内蒙古、山西 

西北赛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西南赛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 

华中赛区：河南、湖北、湖南 

华南赛区：福建、江西、海南 

东北赛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赛区划分可能会根据当地政府支持情况有所调整。如辽宁省教育厅发文支持大赛，则辽宁省

成立独立赛区，全国就分为 11 大分赛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