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届“挑战杯”承办高校 华南理工大学

第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移师广东，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

教育部、全国学联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由华南理工大学承办，也是全国 “挑战杯”竞

赛活动这一盛事首次在华南地区举办，竞赛组委会充分利用广东的经济、地缘和人文优势，

使本届“挑战杯”办出了“时代特色、广东特色、华工特色”。

竞赛概况

来自内地、港澳台和新加坡的 375所高校的 1159件参赛作品和选手，及参加评审的国内外
1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汇聚华南理工大学。第八届科技竞赛体现更深、更强、更大的特色，
有内地的 363所高校近一千件科技作品参加角逐。竞赛也为港澳地区高校设置奖项，香港 9
所高校、澳门 3所高校共 66件作品参赛，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地也参加或观摩了本届竞赛。
本次竞赛，除评审外，还安排了科技作品展示、科技成果转让洽谈、学术论坛、企业家报告

会及企业招聘会等。 2003年 11月 20日，第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终审决赛在华南理工大学拉开帷幕。本届“挑战杯”由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

国学联、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来自中国内地 31个省、区、市，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以及新加坡等地大学的师生代表及企业界、新闻界人士近万人参

加了开幕式。 经过一系列精彩的比赛环节，24日下午，第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作品竞赛在华南理工大学圆满落下帷幕。清华大学荣获本届大赛团体总分第一名，捧走

“挑战杯”。东道主华南理工大学则以团体总分第四名的佳绩夺得“优胜杯”，华南理工曾德

华同学研制的“保安巡逻机器人”获得特等奖。而复旦大学由于累计三次捧走“挑战杯”，

在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获得“挑战杯”永久纪念杯一座。 经过专家学者们严格细致的审查，

在参赛的 1168件（含港澳高校 66件）作品中，共有 22件作品获得特等奖。其中，清华大
学刘自鸿同学的“人体生物智能传感及应用系统”在大赛期间举办的科技成果转让签约仪式

上，以 300万元的转让价格与北京一家企业，成功签署了合作协议。同样来自清华大学、创
下本届大赛科技成果转让最高价——800万元、由博士生刘鹏等同学研发的“高性能网络连
接磁盘矩阵存储器 RAID-M”也夺得特等奖。这样，在团体总分上，清华大学当仁不让拿到
冠军，获得大赛的最高荣誉，捧走了“挑战杯”。清华大学也是本届大赛上转让科技成果数

量最多、总金额最大的高校。 本届大赛还评选出一等奖作品 75件，二等奖作品 219件，三
等奖作品 595件。香港中文大学获得“港澳优胜杯”，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等 18个单位获得
省级优秀组织奖，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

政区联络办公室获特别组织奖。

竞赛创新

“挑战杯”大学生科技成果首次拍卖成功 备受关注的国内首场大学生科技成果拍卖会于 22
日在华南理工大学正式开槌，“洪水应急救助体系”等 10件大学生科技作品成功拍出。加上
早前已达成协议的“高性能网络连接磁盘矩阵存储器 RAID-M”等 8个项目，共有 18件“挑
战杯”参赛作品成功转让，总成交额达到 1300万元。 下午进行公开拍卖的共有 16件大学
生科技作品。拍卖一开始，华工学生作品“洪水应急救助体系”便先声夺人，被多家企业追

捧，从底价 10万元起，身价一路飙升，经过数轮激烈的竞拍，最后，以 20万元的价格被广
东宋祖德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购得，成交价格整整高出底价一倍。紧接着，定价在 1万元以内
的“细胞动态应变加载仪”等 6项科技成果也都一一顺利拍出。中国地质大学学生研发的鲜
花无氰电镀纯金与仿金新技术，则掀起了另一个小高潮，该科技成果拍卖起价 3万元，由于
技术成熟、有很好的市场前景而被多家企业看好，最后以 10万元的价格成交。其他成交价
格较高的作品还有：“虚拟音乐环境播放器”，以 5万元成交；“智能煤气炉”，以 7万元成交。
最后，共有 10件学生科技作品拍卖成功，总成交额达 46.95万元。华工的“洪水应急救助
体系”则成为本次拍卖会中成交价格最高的作品。 本次拍卖会的成功举办，圆了以往七届



“挑战杯”想做却未能如愿的“梦”。拍卖会能否拍出高价并不是本届“挑战杯”拍卖会的

目的，而让更多的大学生作品有效转化成商品和通过拍卖会为更多的大学生提供实现创新的

条件和可能才是组委会的目的 “挑战杯”科技成果单项转让金额高达 800万元 10件大学
生科技作品成功拍卖后，又有 12项“挑战杯”参赛作品正式签署了科技成果转让合同，转
让总金额高达 2275.6万元。来自清华大学的一项信息技术作品，则创下了本届“挑战杯”
赛单项成果转让最高价——800万元。在 23日下午举行的签约仪式上，12项转让成果中，
来自清华大学的最多，共有 4项。其中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转让金额高达 800万元的“高性
能网络连接磁盘矩阵存储器 RAID-M”项目。该项目由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刘鹏等发明，创
新点在于将磁盘阵列由一维变成二维，有成本低、性能高的特点。同样性能的一台存储器，

国外微软等公司制造的产品售价一般高达 200万元，而他们研制开发出来的成品成本只需 2
万元，市场前景广阔。由清华大学学生开发的另两个科技成果“人体生物智能传感及应用系

统”和“运动银字系统”也分别以 300万元、100万元的价码成功转让。这样，仅清华大学
一家的成交额就占了本届“挑战杯”大学生科技成果转让总金额的一半多。东北大学学生表

现亦不俗，他们带来的作品“激光束遥控计算机投影装置”被北京一家软件公司相中，转让

价格高达 450万元。来自广州的两项成果——广东工业大学的“基于小波多分辨率的显微硬
度计数字图像分析系统”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猴爱滋病免疫系统（淋巴结）图文处理分析

软件”，也各自找到了“婆家”。 艺术韵味深蕴其中 开幕式当晚，迎接相聚华工的全国大学

生的是“相约华工”中外电影名曲交响音乐会。8时不到，逸夫科学馆东侧的体育场上已是
人头攒动，满眼是穿着“挑战杯”制服的人群，或红，或白，或蓝。红白蓝相间的颜色与欢

快的人群容易让人想起 1998年夏天凯旋门下充满激情的法国球迷。那个夏天，他们拥有“世
界杯”的骄傲，而今天，我们拥有“挑战杯”的自豪。当分别身穿红、白、蓝三色制服的同

学们在会场上坐定的时候，会场上立即呈现出“挑战杯”的会徽来。以白色为背景，红蓝两

色拼成图案标志，让人为之一震。风驰电掣的航天轨迹勾折出一个蓝色的“8”字，并闪烁
出灿烂的一颗红色星光，很好地诠释了“挑战杯”的意义。所有的开幕式都会有领导致辞，

然而这次格外令人欢欣鼓舞；所有的开幕式都会有表演节目助兴，然而“龙舞岭南”格外引

人入胜。“好雨知时节”，一开始就在下雨，越落越大的雨滴，似乎是在为开幕式上高涨的热

情助兴。这一天的华工校园，在激情与骄傲中显得特别艳丽。第二天晚上，交响音乐会继续

在华工体育馆上演；22日晚，全体代表将移步珠江，细品珠江夜色；23日晚则是年轻大学
生的节目——华工学生与来自港澳台和海外的大学生联欢；24日下午在“挑战杯”大赛接
近尾声的时候，颁奖典礼暨“岭南金秋”文艺晚会掀起了又一个高潮。 郑松辉，神舟五号

飞船副总设计师；钟南山，院士级“抗非英雄”；鄂栋臣，四去南极、两赴北极的武汉大学

教授。三场精彩报告会分别于 20日下午 3时、21日晚 7时、22日晚 7时在华工开讲。三位
“重量级”人物到会捧场，为“挑战杯”增色不少。 两岸三地学生科技创新各有千秋 从

18日下午开始，港、澳、台三地代表团师生就投入了“挑战杯”，他们关注的话题不仅仅是
比赛成绩，还有两岸三地大学生间的“优势互补”。今年是香港团第四次参加“挑战杯”比

赛，香港 9所高校都来参加比赛。此次香港参赛的四十多件“作品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在历
史、艺术、医学等领域均有涉及”。香港团副团长、香港树仁学院区荣光博士说：“内地学生

在工作和科研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毅力和干劲是值得香港学生学习的，当然，香港作为一个通

向世界的窗口，也希望内地学生多和香港学生交朋友，通过这个渠道来更多地了解科技前沿

的最新信息。” 在布展之余，台湾师生也大致浏览了大陆学生的作品。台湾大学电子工程研

究所一年级研究生赖冠廷感觉“大陆学生的作品涉及领域很广”。台湾政治大学科技管理研

究所温肇东教授认为：“内地的学生在科研方面非常认真，技术扎实而且很节约，这是台湾

学生应该学习的地方。但是，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台湾学生的科研更注重其有无商业价值。”

他希望内地的学生能开阔眼界，把自己的产品和商业应用结合得更紧密一些。 前来参赛的



澳门科技大学学生陆美红说：“我觉得参赛时的学习和交流最重要。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我

们要珍惜。”第八届“挑战杯”大赛澳门地区代表团共有参赛作品 18件，分别来自澳门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和澳门理工学院 3所高校。 第八届竞赛圆满结束之时，“挑战杯”经历了十六
个春秋，日臻成熟，越发光彩照人。在广东这座迷人的南方城市隆重举行的第八届“挑战杯”

赛事，可以说是为大赛建立了一个新的起点，新的里程碑，“挑战杯”在全国各地学子们的

心中，已成为一个他们所共同珍视的舞台，在这舞台之上，成为他们挥洒青春所独有的智慧

与激情的神圣殿堂。复旦虔诚地接过了这柄火炬，让渐渐长大的星星之火燃烧得更加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