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挑战杯”承办高校 西安交通大学

“挑战杯”竞赛开办十二年来首次在祖国的大西北举办终审决赛，也是新的世纪里，在西部

大开发的号角声中召开的第一次盛大的大学生科技活动。第七届“挑战杯”举办之际恰值新

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如何在新世纪的开局之年赋予“挑战杯”新的内涵和创意，使其在引导

大学生积极投身到科教兴国的大潮中去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对于我们这所百年名校来讲

有光荣、有梦想，是机遇、更是挑战！ 2001年 9月，第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21世纪之初的清秋九月，座落在祖国西部土地上的
这所百年名校，以不懈的努力和热情创造打造了“挑战杯”历史上的又一次精彩盛况。

竞赛概况

2001年 9月 18日至 23日，第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在西安交
通大学成功举办。来自全国 31个省、区、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二百余
所大学近千名学生相聚古城西安，向全国人民展示当代大学生的课外学术科技成果。 第七

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是由团中央、中国科协、陕西省人民政府、

全国学联主办，西安交通大学承办，这是“挑战杯”竞赛活动开办 12年来首次在祖国大西
北举办终审决赛。本届竞赛以“关注西部、关注未来、关注‘挑战杯’”为主题，对于进一

步推动大学生科技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西部大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竞赛全

国组委会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91所内地和香港特区的著名大学与《人民日报》社、新
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十几家中央新闻单位联合组成。 本届“挑战杯”

竞赛活动共吸引了来自全国 31个省、区、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 205所
高校的一千五百余名师生前来参赛，共收到 933件（含港澳作品 54件）作品。经过专家们
的认真评审，最终，清华大学张吴明的“结构光三维扫描仪”等 19个作品获特等奖，复旦
大学陆思渊的“转动基板的激光测温”等 63件作品获一等奖，171件作品获二等奖，452
件作品获三等奖。 第七届“挑战杯”竞赛活动开办十二年来首次在祖国的大西北举办终审

决赛，也是新的世纪里，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召开的第一次盛大的大学生科技活动。“挑

战杯”科技竞赛是全国最高水平的国家科技后备人才荟萃的盛会，是数百万大学生智慧和创

造力的科技成果大展示。

竞赛创新

第七届“挑战杯”竞赛活动策划思路开放，定位高远，在活动筹备及终审决赛过程中务求有

特色、有新意、有实效。一年多来，经过筹委会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在主办单位的大力支

持和各省级团委、各参赛高校的积极配合下，第七届“挑战杯”在竞赛规模、作品质量、宣

传力度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较以往有所突破。总体来说，本届“挑战杯”竞赛呈现出下几个

鲜明特色：竞赛覆盖面扩大 竞赛发起单位由最初的十几家发展到百余家；参赛高校由第一

届的 31所，发展到本届竞赛遍及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包
括几乎全国所有重点高校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高校在内的三百余所，参赛师生人数达

到一千六百人。 在本届“挑战杯”竞赛中，西安外事学院作为第一所民办高校，也将参加

“挑战杯”的正式比赛，这在“挑战杯”的办赛历史上尚属首次。 第七届竞赛首次实现了

内地和港、澳、台大学生的同台竞技和交流。回归后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大学生与内地

大学生同场参赛，台湾新竹交通大学也首次携作品参展。本届竞赛为中华学子的交流聚会创

建了大舞台。成果社会应用性能增强 据评审专家反映，本届作品整体水平较上一届有大幅

度提高。而且很多的作品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市场开发潜力，体现在作品更注重于解决现实社

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有些作品可以直接转化为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数理科学理论研究方

面的论文，相当一部分已发表在国内外具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甚至被收入国际权威的 SCI
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参赛作品高新科技类比重明显提高，涉及学科广泛，瞄准当代科技

前沿。在本届终审决赛期间，大学生的参赛成果转让协议一共签约 17项，签约合同金额高



达 7156万余元。其中有 4件作品签约分别突破 1000万元，而且有一个项目第一期开发投入
的 1800万元已经到位。尽管在总量上本届“挑战杯”的成果转让金额未能超过上届，但随
着法律监督机制的引入，应该说转让协议的规范性、合法性有了保障。这将会对今后大学产、

学、研一体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人才培养效益日益突出 据我们对第二至第六届部分参

赛者的跟踪调查显示，很多参赛者已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他们当中有教授、专家学者，

有企业总经理等，他们绝大多数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骨干人才，走上了重要岗位。因此，“挑

战杯”竞赛不仅仅是一次科技成果的大展示，更是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的群英荟萃，为企业

吸引优秀青年人才创造了绝好的机遇。我们相信在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时期，我们在中国西部

举办这样的科技盛会，一定能够为西部企业吸引人才架设起桥梁。 育人功能又提升，组织

手段显科技 办赛之初，根据团中央的有关精神，第七届“挑战杯”在确定办赛方针时就将

丰富“挑战杯”竞赛办赛内容、全面提升育人功能作为本届竞赛的重要思路之一。因此，本

届竞赛在终审决赛期间设计了大学生素质教育高级研讨会、大学生科技创新论坛、组委会委

员延安学习考察等一系列面向不同层次参赛代表的活动，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挑战杯”的办

赛内容，而且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去探讨和实践新时期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新方法、新思路，获

得了一致的好评。 作为一次全国大学生最高水平的科技盛会，从组织手段和活动内容等方

面全面体现科技含量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陕西省省委副书记袁纯清同志也在视察“挑战

杯” 的筹备情况时多次强调组织手段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在本届竞赛中，无论是在场

馆的布置还是在各种大型活动中，无论是在作品的申报、检索，还是在评委的评审工作中，

无不显示出高科技水平。特别要指出的是本届“挑战杯”竞赛的专题网站，它以完善的功能

设置、简洁流畅的界面、迅捷全面的信息和接近 26万人次的访问量，成为本届“挑战杯”
最亮丽的风景线。 赛事广为社会关注 第七届“挑战杯”形象推广加大力度，社会关注度和

美誉度进一步提高，社会化运作成为“挑战杯”竞赛发展的大势所趋。作为本世纪初规模最

大、参与面最广的大学生科技文化活动，本届“挑战杯”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全国三百余

所的高校、参赛代表近一千五百人（港、澳、台学生近百人）来到交大；企业界瞄准“挑战

杯” 无限商机，近百家企业或赞助、或宣传、或观摩、或购买成果，都是有备而来；《中国

青年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 11家中央级新闻单位，《陕西
日报》、陕西电视台、《北京青年报》等三十多家地方新闻媒体纷纷派遣精兵强将，现场采访

“挑战杯”赛况，跟踪报道赛事进程。 如今，第七届“挑战杯”已经圆满地划上了句号。

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年多艰苦的磨砺，在 21世纪的第一个秋天，交大人创造
了“挑战杯”历史上的辉煌一页，扩大了“挑战杯”在全国的影响力，为新世纪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研活动的蓬勃开展开了个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