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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绽放杯”支撑国家战略，推动5G应用高质量发展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 三大方向发力，促进5G应用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构建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新引擎

增强5G应用融合深度：大力推进5G与核心业务深度融合

扩大5G应用赋能广度：持续挖掘经济社会行业转型需求

夯实5G应用技术产业：不断增强技术产业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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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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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深化

大赛特色：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设置四大主题板块

主题板块1 主题板块4主题板块2 主题板块3

供给增强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

确保基本民生，推进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实现产业体系

升级发展

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

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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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新型工业化

支撑国家层面重点工作

赋能新型工业化

普惠民生治理

推动精细化社会治理

提升民生智慧化治理水平

助力国内需求挖掘

促进消费恢复与扩大

完善5G应用技术与产业链

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促进创新消费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大赛特色：匹配5G应用差异化特征，设置三类评分规则“分类施策”

成熟行业 新兴行业 技术产业

分类施策

5G应用场景清晰且实现复制，

整体探索领先、相对成熟

5G应用需求仍在创新挖掘，

处于5G应用先期阶段

5G应用技术及产品强调功能、性能特性，

需着力推动技术创新及落地优势

“出题答题” “创新挖掘” “集智攻研”

推进5G与行业核心业务的深度融合

• 适用制造业、能源等成熟行业，促进

深度融合

• 赛前发布行业与5G深度融合攻关方

向或关键问题，提升解决方案针对性

• 重点考察解决方案的针对性和深化核

心业务环节的程度等

鼓励挖掘刚需场景，推动5G应用创新

• 适用教育、农业等新兴行业，挖掘融

合创新需求

• 鼓励不断拓宽5G应用场景，加大5G

应用创新，扩大5G应用覆盖范围

• 重点考察项目方案的创新性、应用效

果和商业推广价值等

聚焦产业共性问题强化5G应用产业基础

• 适用融合技术、融合产品等

• 促进技术产品的技术研发，开展技术

与产品验证

• 重点考察技术先进性和产品的功能、

性能及应用前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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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赛制

全国赛

区域赛 专题赛

突出“部省联动”，促进区域5G应用创新

面向第五届大赛全国赛的获奖项目

“优中选优”，开展持续跟踪与考察，

树立我国5G应用发展标杆，增强我国

5G应用高水平示范效应

促进国际交流合作，鼓励我国5G应用

优秀解决方案走出去，体现我国5G应

用国际化水平

本届大赛面向四大主题优化赛道设置，开展项目征集

常规赛包括分赛（专题赛、区域赛）及全国赛两个阶段，各分赛推荐优秀项目参加全国赛

单独设立特色赛，持续挖掘标杆项目、推动优秀项目“扬帆”出海

聚焦四大板块设置专题赛道

标杆赛

国际专题邀请赛

拟设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四
川、重庆、湖北、河南、河北、江西、广
西、云南等10余个区域赛

设置5G+先进制造、 5G+智慧城市、5G+能
源有色、5G+文化旅游、5G+交通运输、
5G+医疗健康、 5G+水利海洋、5G+教育、
5G应用融合产品、 5G应用融合技术、5G应
用安全等18个专题赛道

特色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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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赛道列表

所属方向 专题赛赛道设置

成熟行业
7个

5G+先进制造、5G+智慧城市、5G+能源有色、5G+文化旅游、5G+医疗健康、5G+交通运输、

5G+公安应急

新兴行业
6个

5G+农业、5G+个人应用、5G+教育、5G+水利海洋、5G+商业金融、5G+媒体

技术产业
5个

5G应用融合产品、5G应用融合技术、5G应用安全、5G消息、5G演进技术

区域赛
拟16个

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四川、重庆、湖北、河南、河北、江西、广西、云南、山东、

山西、贵州



大赛申报和评选流程

跨领域专家共同遴选

◼ 通过5G应用产业方阵官网（www.5gaia.org.cn）申报

◼ 不可重复申报，经过初筛审查处理后，重复申报项目将被删除

◼ 报名截止日期前，项目信息最多可修改两次

◼ 报名截止日期后，项目信息不可修改（包括参与单位和完成人信息）

项目申报

◼ 不同类型的项目采用不同评分规则，分类施策

项目评选

⚫ 成熟行业、新兴行业类项目通过专题赛、区域赛申报、评选

⚫ 技术产业类项目通过专题赛申报、评选

◼ 采用专家评审和现场路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各分赛决赛阶段统一由组委会在专家库中抽取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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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晋级

• 不同类别赛道分别设置晋级通道，不同类型项目分组评审，全国赛为“三大类型”优胜项目分别配置获奖名额
• 为提高项目质量，各赛道控制征集项目的数量，根据比例配置晋级全国赛名额（入围名额设置上限）
• 为充分鼓励新兴行业创新，区域赛新兴行业晋级全国赛项目占比不得少于20%
• 特色赛单独比赛、评奖，优秀获奖项目可获得全国赛特色奖

成熟行业
专题赛

新兴行业
专题赛

技术产业
专题赛

区域赛

成熟行业
全国复赛

新兴行业
全国复赛

技术产业
全国复赛

全国赛一、二、三等奖、优秀奖
全
国
赛
阶
段

分
赛
阶
段

常规赛 特色赛

全国赛特色奖

标
杆
赛

国
际
专
题
邀
请
赛



大赛激励机制

02
04

01
03 一是向各地方招商引资机构和园区推荐，扶持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二是向投资基金、创业投资机构等推荐优秀项目

三是加强与国际组织（如GSMA）合作，适时引入国际投资

标杆赛金、银、铜奖

国际专题奖

一等奖：20名

二等奖：40名

三等奖：60名 

优秀奖：180名

大赛将为获奖项目提供市场对接服务，对获奖产品和解决方案将

纳入5G应用产业方阵的《5G行业终端模组推荐目录》及《5G

应用解决方案供应商推荐名录》

全国赛奖项

特色单项奖

投融资对接

市场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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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注意事项

通过5G应用产业方阵官网申报

官网地址：www.5gaia.org.cn

报名方式

项目申报书及相关证明材料中不得填

写涉密内容或包含标注密级的材料

内容脱密

项目申报专题赛时，按照项目所属行

业选择相应赛道；项目申报区域赛时，

先选择所属区域，再选定项目所属行

业，系统将自动对应到相应行业类型

（成熟或新兴）

赛道选择

截止日期前，项目信息最多可修改两次；

申报日期截止后，项目信息不可修改；

请务必确认网站填写信息与上传材料的一致性

信息修改

不可重复申报，通过项目初筛审查，如

出现重复、信息不真实及不符合填报要

求的项目将做删除处理，重复项目以末

次提交版本为准

初筛审查

证书管理

主要完成单位及主要完成人信息与最终获奖

证书信息对应，请按照重要程度顺序填写

项目
申报



项目申报注意事项-账号注册及登陆

• 所有项目通过5G应用产业方阵官网（www.5gaia.org.cn）申报

• 方阵官网点击第六届“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立即报名

• 大赛报名系统全新升级，需重新注册大赛报名账号

• 可先点击系统使用说明，了解申报流程和系统使用注意事项

• 输入已实名认证的手机号码，点击报名参赛进入登陆页面

• 已注册的用户可在登陆页面输入账号、密码登陆或输入手机号、验证码登陆

• 未注册的用户可在登陆页面点击右上角“注册”进入注册页面

• 注册时请注意，单位申报请点击“企业注册”，个人申报点击“个人注册”

• 企业注册需要上传企业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扫描件（加盖公章）

• 账号审核通过后，账号基本资料信息不可修改，请谨慎填写



项目申报注意事项-项目申报材料模板下载

• 项目申报书模板在“文档下载”页面进行下载

• 除标杆赛、国际专题邀请赛以及个别有特殊要

求的赛道外，所有项目均选择常规赛模板，常

规赛模板分为单位和个人两个版本

• 成熟行业、新兴行业和技术产业，请下载对应

评分标准

• 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和完成人信息表需按照模板

填写并盖公章，主要完成单位包含1家牵头单

位和不超过5家联合单位，主要完成人不超过

15个，请提前下载填写模板



项目申报注意事项-项目申报

• 申报项目前请仔细阅读各赛道的开赛公示和填报须知

• 参赛项目的创意、产品、技术及相关专利等知识产权应归属参

赛单位、团队或个人所有且无知识产权纠纷

• 标杆赛申报范围为第五届全国赛获得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的获

奖项目；牵头单位必须是原项目成员单位；基于同一个项目只

可以申报一次，请各项目参与单位协调一致后进行申报

• 不同行业类型的项目将采用不同评分标准；对于成熟行业项目

类型，需选择不少于1项赛题

• 若填写不规范或出现漏填项，点击下一步无法继续，请关注标

红的提示语

• 联合单位信息若无可不填写，主要完成人至少填写2位，并与附

件上传的《主要完成单位和完成人信息表》保持一致



项目申报注意事项-附录上传

• 前两项为必填项，后三项为选填项，请

根据评分标准选择填报

• 项目落地情况证明材料，可为合同、应

用证明等相关材料

• 项目功能证明材料，建议以图文形式展

现项目演示材料，必须以视频展示的可

在文件中上传网盘链接

• 项目测评证明，可提供相关第三方测试

报告或项目组内部测试报告



项目申报注意事项-项目查询及修改

• 登陆状态下，可在大赛报名网站的会员中

心查看基本资料，基本资料审核通过后，

不可进行修改

• 已申报项目板块点击绿色查看按钮，可查

看项目基本信息和上传的项目材料；点击

蓝色修改按钮，可对项目信息进行修改；

点击红色删除按钮，可删除项目

• 可点击项目申报，继续进行项目申报，相

同项目不可重复申报

• 如遇问题，可点击系统使用说明，了解申

报流程和系统使用注意事项



评分标准解读-常规赛（成熟行业类型）

一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权重 指标描述

产品功能性
（30％）

项目方案 30% 项目方案的完整性、创新性、可行性以及其在市场中的领先程度。

关键功能 70% 项目针对赛道预设5G应用关键问题的解决思路及解决方法的可行性、专业性、创新性、先进性等。

实用性
（30%）

项目整体应用
效果

50%
项目实用性及应用实践落地情况，通过项目商用部署情况、应用示范规模等情况综合评定，需提供商业
合同等相关支持材料。

关键功能应用
效果

50%
项目针对赛道预设5G应用关键问题的应用实用性及实践验证情况，主要包括：
1. 项目功能演示：通过项目现场图片、演示视频或样品展示等方式综合评定。
2. 评测情况：根据项目的第三方评估测试报告或者项目组内部测试报告综合评定（全国赛阶段考察）。

商业性
（30％）

经济效益分析 30%

1. 直接经济效益：通过5G应用带动项目落地企业生产运营能力提升等取得的经济效益，如降本、增
效效果等。

2. 间接经济效益：5G应用项目创新产品、创新方案等带来的营收经济效益；向产业提供公共服务、
知识产权转换等收益。

竞争分析和商
业模式

40%
1. 市场容量和规模化推广可行性，主要包括：市场的需求定位、竞争性、规模化推广可行性分析等。
2. 商业模式分析，主要包括：产品的获利方式、合作模式、市场策略分析等。

产业联动效应 30%
1. 项目规模化推广后对产业链的影响。
2. 项目对所应用的行业发展的影响。
3. 项目对技术发展的预期影响。

社会效益
（10％）

社会效益 100% 对社会服务、文化、民生等的贡献和价值。

参赛项目的评分将主要考察“成熟行业类型”相关项目的功能性、实用性、商业性以及社会效益。



评分标准解读-常规赛（成熟行业类型）

注：

1、参赛项目需至少选择1个赛道预设的5G应用关键问题，详述针对性解决方案和实践验证情况等

2、同时鼓励在满足预设赛题要求基础上，针对行业特点和需求，可选提出其他个性化问题解决方案

3、评委通过项目解决预设赛题及个性化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等进行综合评定



评分标准解读-常规赛（新兴行业类型）

参赛项目的评分将主要考察“新兴行业类型”相关项目的功能性、实用性、商业性以及社会效应。

一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权重 指标描述

产品功能性
（20％）

创意性 30% 项目的新颖性，产品设计的独特性、创造性。

项目方案 70% 项目技术深度、复杂度、先进性以及其在市场中的领先程度。

实用性
（30%）

实用性 100%

功能合理性、实用性以及项目应用实践情况，主要包括：
1. 项目落地情况：通过项目商用部署情况、应用示范规模等情况综合评定，需提供相关支持材料。
2. 项目功能演示：通过参赛项目现场图片、演示视频或样品展示等方式综合评定。
3. 评测情况：根据项目的第三方评估测试报告或者项目组内部测试报告综合评定（全国赛阶段考察）。

商业性
（40％）

经济效益分析 40%

1. 直接经济效益：通过5G应用带动项目落地企业生产运营能力提升等取得的经济效益，如降本、增
效效果等。

2. 间接经济效益：5G应用项目创新产品、创新方案等带来的营收经济效益；向产业提供公共服务、
知识产权转换等收益。

竞争分析和商
业模式

30%
1. 市场容量和规模化推广可行性，主要包括：市场的需求定位、竞争性、规模化推广可行性分析等。
2. 商业模式分析，主要包括：产品的获利方式、合作模式、市场策略分析等。

产业联动效应 30%
1. 项目规模化推广后对产业链的影响。
2. 项目对所应用的行业发展的影响。
3. 项目对技术发展的预期影响。

社会效益
（10％）

社会效益 100% 对社会服务、文化、民生等的贡献和价值。



评分标准解读-常规赛（技术产业类型）

参赛项目的评分将主要考察“技术产业类型”相关项目的功能性、实用性、商业性以及社会效益。

一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权重 指标描述

产品功能性
（30％）

项目方案 30% 项目方案的完整性、创新性、可行性等，主要包括需求挖掘与适配、实施方案、用户/产品/技术定位等。

技术产品功能 70%
项目技术或产品功能的实现程度、解决行业共性发展痛点及行业碎片化需求情况等：
1、产品类：考察产品功能、性能等实现程度，需提供第三方评价报告或自评价报告。
2、技术类：考察技术方案的合理性、专业性等，需提供实验室或现场技术实现证明材料。

实用性
（30%）

应用情况 100%
项目技术或产品的实践落地情况，主要包括：
1、应用成效：落地实际效果、融合应用深度等，需提供典型应用案例的用户证明。
2、应用规模：落地项目数、产品出货量（如有）等，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商业性
（30％）

行业竞争力 40%
项目技术或产品的优势及保障能力情况，主要包括：
1、市场竞争力：技术、功能、价格、宣传推广等优势分析，以及竞争者分析等。
2、服务竞争力：供应保障能力和售后保障能力等。

市场前景 20% 市场需求、市场容量、市场定位和规模化推广可行性等。

产业生态价值 40%

项目技术或产品对于产业生态的带动效应，主要包括：
1、生态影响力：合作企业数量、行业组织参与情况、行业标准参与情况、行业获奖情况、对外服务实验
室/开放平台情况、知识产权情况等。
2、产业联动效应：对产业链的影响、对所应用行业发展的影响、对技术发展的影响等。

社会效益
（10％）

社会效益 100% 对社会服务、文化、民生等的贡献和价值。



评分标准解读-标杆赛

一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权重 指标描述

实用性
（50%）

落地应用基本情况 10% 根据项目所提供的演示视频、图片或现场样品展示等证明材料打分；未提供得0分。

落地应用规模 40% 根据应用场景落地规模、应用项目方案落地规模、通用产品应用规模、生产环节覆盖规模等进行打分。

落地应用效果 30%
根据项目方案运转情况及产生的经济效益进行打分，需提供相关证明（如企业网络运行时间等）；未提
供得0分。

实用性评估 20% 根据项目所提供得第三方评估报告、项目组测试报告、项目验收报告等进行打分；未提供得0分。

商业性
（30%）

基于原项目的5G
应用经济效益

50% 根据新增项目合同数量、总金额等进行打分，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基于原项目产业联
动效应

50% 根据项目规模化推广后对产业链的影响、对所应用行业发展的影响及对技术发展的预期影响等进行打分。

社会效益
（20%）

社会效益 100% 根据该项目对社会服务、文化、民生等的贡献和价值进行打分。

参赛项目的评分将主要考察标杆项目的产品的实用性、商用性及社会效应，着重考察落地及复制推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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