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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要

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是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全

国工业设计一流专业建设协同创新平台、广东省教育厅、广东

省本科高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广州美术学院

承办，广东省工业设计协会协办的两年一届的全国大学生学科

竞技类赛事，自 2012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十年共五届。2022 年（第

六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于 2022年 4 月正式启动。

二、大赛主题 

跨界共融·设计同行 

三、大赛目的与宗旨 

大赛旨在贯彻落实《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

（2019-2022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

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

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深入推进高校

工业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大赛倡导以工匠精神为核心的工业

精神，引导参赛者树立崇高的理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致力于培

养崇尚劳动、敬业守信、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文化创意及制造

业的领军人才。 

2022 年的公共卫生事件给当前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影

响，人类面临着新的局面，新的问题。在分析机遇与挑战、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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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行业未来发展前景的时候，工业设计将如何发挥跨学科、

跨领域的特点，将对人类社会及经济发展、社群健康与福祉、科

技与人的关系等这些重大议题的关注转化为切实可行的产品或

服务，是当下设计学科的责任。 

本届大赛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引导参赛者关注社会重

大议题，夯实基础技能、结合文化传统及科学技术，激发创造

潜能，培养创新思维、协作意识、实践能力与社会责任感。大

赛将发挥品牌与平台作用，以多种形式为高校及企业搭建教育成

果与经验的交流平台，向全社会展示新时期高校工业设计的面

貌，扶持、培育优秀的新锐设计人才。同时选取、孵化优秀的

设计项目，充分发挥设计的成果转化作用，进一步推动工业设

计教育事业发展、激发工业设计教育及产业动力。 

四、组织机构  

（一）指导单位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二）主办单位

广东省教育厅 

全国工业设计一流专业建设协同创新平台  

广东省本科高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三）承办单位

广州美术学院 

（四）协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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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工业设计协会 

各赛区承办单位 

（五）支持单位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六）大赛组织委员会 

1.大赛全国组委会 

大赛全国组委会由全国工业设计一流专业建设协同创新平

台、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本科高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部门负责人、港

澳台部分高校的专家代表等牵头组成，负责大赛组织、管理与

协调工作。 

2.分赛区（含港澳台赛区） 

分赛区原则上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组成，参照

全国大赛章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负责组

织实施。各分赛区组委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

委）指定或委托高校及相关专家组成，负责分赛区的比赛组织

实施工作。各分赛区承办、协办和支持单位由分赛区组委会决

定。 

邻近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组成分赛区的，由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协商解决；联合组成分赛区的

承办院校，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协

商后委托或指定有关高校承办，具体要求参照全国大赛章程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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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所在分赛区无教育厅（教委）指定承办单位的省份，由各

省有意向承办的单位自行申报，组委会审议后确定一所高校或

机构为承办单位，并指定或委托高校及相关专家组成分赛区组

委会。无申报承办单位的赛区由全国组委会统一安排作品评审。 

台湾地区和香港、澳门地区分别委托两地相关高等院校组

织实施。 

（七）大赛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负责：遴选大赛复评委员会和终评委员会；修改

评审规则；处理重大评审争议等事项。 

（八）秘书处

秘书处主持大赛的日常工作。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设在广州

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负责大赛及相关活动的策划、形象设

计、展场设计、作品出版设计、活动咨询等事项。同时负责大

赛网站维护、信息发布、参赛作品接收、布展、大赛相关工作

的执行等工作。 

各单位具体人员信息见本方案附录。 

五、主办方权利 

（一）有选择分赛区及参赛院校的权利。 

（二）根据竞赛进程与参赛作品的实际情况，有调整奖项

数量、等级、取消或添加奖项的权利。 

（三）对所有参赛和获奖作品享有展示、出版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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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本次大赛和评奖保留最终的解释权。 

六、参赛对象 

2022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参赛的学科专

业范围主要是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等设计类相关学科专业，鼓

励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跨学科、跨专业报名参赛。 

参赛对象为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包括研究生、本

科生及高职高专学生等。 

参赛者须以所在院校为单位，集体报名参赛。 

七、大赛类别 

本届大赛根据当下工业设计教育的发展，设定五大主题，

参赛作品应符合大赛主题要求，按照类别提交原创设计作品。 

具体内容如下： 

A 智能与体验：依托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混合现

实等前瞻科学技术在各领域的创新应用,包含智能穿戴、智能家

居、智慧出行、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机器人等领

域。 

B 服务与系统：注重用户体验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系统设计，

包含制造业生产、医疗健康、效率办公、城市服务、交通出行、

休闲娱乐、社交通讯、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生鲜物流等领域

的数字产品与服务流程设计。 

C 文化与社会创新：侧重于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整合，

包括非遗活化、可持续与社会创新设计、文创产品设计、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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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设计，老龄化设计，包容性设计等富含文化属性及强烈社

会责任的设计。 

D 生活与时尚：注重人文美学和可持续发展的日用产品设

计，包含文教用品、餐饮器皿、家具灯具、礼品饰品、器物包

装、时尚穿戴等领域的产品设计。 

E 健康与环保：面向全民健康、公共安全、节能环保等方

向的公共卫生用品、个人防护用品、医疗急救产品、环保设计

产品等。 

F 专项赛：具体内容将于官网通知。 

八、大赛赛制 

大赛分初评、复评、终评三个阶段，由各赛区组织学生参

赛。 

（一）初评（各分赛区评审） 

1.各省分赛区

2022 年 7 月，由各分赛区组委会负责组织本赛区的宣传及

评审活动。分赛区组委会组织专家对所有的参赛作品进行分类

评审，产生本赛区的获奖作品。分赛区竞赛组织、评审方式参

照大赛总赛区竞赛方案制定，最后根据大赛组委会分配给各分

赛区的推荐名额，将优秀作品推送至组委会。具体分配名额详

见本方案附录。 

2.邀请赛区

根据 2021年教育部公布的学科评估排名情况，本届大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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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 15所两岸三地知名高校推荐优秀作品参加复评评审。高校

名单及推荐名额见本方案附录。 

（二）复评（全国赛区评审）

2022 年 9 月，由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复评委员会对各

分赛区及邀请赛区提交的约 1500件推荐作品进行评审，评选出

约 300件获得进入终评评审资格作品。 

（三）终评（全国赛区评审）

2022 年 10 月，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评审委员会终评委

员会对进入终评作品进行分类评审，产生五大类作品的金、银、

铜奖。 

九、奖项设置 

大赛奖项采取统一评审、分类设置奖项的办法，按上述类

别分别设奖。 

大赛拟颁发以下奖项： 

1.金银铜奖：经终评后产生“2022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

生工业设计大赛中国新锐设计金、银、铜奖”。 

2.优秀奖：进入终评未获得金银铜奖的作品，将获得“2022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中国新锐设计优秀奖”。 

3.入围奖：经各分赛区推荐入围全国赛区复评，未进入终

评环节的作品，将获得“2022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

计大赛中国新锐设计入围奖”。 

3.特等奖：视作品质量，五大类获金奖作品将视情况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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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答辩评选出特等奖（即：全场大奖）。若无特别突出的作品，

该奖项可空缺。 

4.优秀指导教师奖：获金奖作品的指导教师，将获“2022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5.最佳人气奖：从复评环节开始直到终评环节结束，组委

会将在大赛官方网站上展示所有进入复评的参赛作品的电子图

片，并发动网络投票。届时得票最多的一件作品将获得“全国

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最佳人气奖”，并在大赛颁奖典礼上公布。 

6.优秀组织奖：根据全国报名参赛作品数及获奖情况，排

名前十所大学，将获“2022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

大赛优秀组织奖”。 

7.最佳协办单位奖：根据各省分赛区获奖数量及赛事组织

情况，排名前六名的分赛区主办单位获“2022 年（第六届）全

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最佳协办单位奖”。 

8.奖项及奖金、获奖物料

奖  项 
获奖名额

（件） 

奖金金额

（元） 
获奖物料 

金奖 10 8000 证书及奖杯 

银奖 40 5000 证书及奖杯 

铜奖 80 3000 证书及奖杯 

优秀奖 200 无 证书 

入围奖 1170 无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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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大奖 1 30000 证书及奖杯 

优秀指导教师奖 10 5000 证书及奖杯 

优秀组织奖（高校） 10 4000 证书及奖杯 

最佳协办单位奖（赛区） 6 10000 证书及奖杯 

最佳人气奖 1 无 证书 

9.各分赛区奖项由分赛区组委会参考全国大赛自行设置。

获各分赛区奖项的作品，由分赛区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获得

全国总赛区奖项的作品，由大赛全国组委会颁发证书、奖杯、

奖金。 

10.对获奖的参赛学生，所在学校应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

在评选优秀学生、奖学金、专升本及推荐免试研究生时予以适

当鼓励；对赛前辅导付出辛勤劳动的指导教师，所在学校应根

据教育部有关规定，在考核教师业绩、计算教学工作量时予以

适当鼓励。 

十、赛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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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册报名须知

1.网上报名

2022 年 5 月 15 日—6 月 30 日，所有参赛者登录大赛官方

网站在线注册报名。每名参赛者作为第一作者提交的作品数不

得超过 3 件。 

报名生成的同时每件报名作品将获得系统自动生成的八位

数参赛编号
1
，该编号为作品的身份信息，用于各阶段评审工作。 

2.网上提交电子版作品

获得参赛编号后，根据大赛官方网站提交资料的要求，由

参赛者自行上传至大赛官方网站。 

（1）平面图版。参赛者将参赛作品相关内容（设计草图、

设计说明、预想图、模型照片等）合理编辑为一张纵向版面（尺

寸 1089mm*841mm ，jpg 格式，精度 150dpi，文件大小不超过

5M），图片上传至官网报名系统后将自动生成带有作品报名信息

的参赛展板。参赛者可以在报名系统自行下载该展板。展板将

用于评审及大赛作品展。 

（2）产品建模文件。参赛者可在线提交参赛作品的 3D 展

示效果文件。参赛者先在网站提交产品建模的 3D通用格式文件

（fbx、dae、obj、stl），提交后在网站内进行在线编辑，具体

操作方式见官网的报名过程提示。此项内容为参赛者在平面展

1
注：八位数参赛编号含义： 

例：19B23524 

第一、二位数字代表分赛区编号；（详见本方案赛区推荐名额表中第一列的编号。例：广东省 19）； 

第三位符号代表作品参赛类别编号（A-F）； 

第四、五、六、七、八位数字参赛学生报名时产生的流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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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中无法细致体现的材质、结构、使用方式等内容，通过线上

编辑后最终发布的作品将用于评委在评审过程以及届时优秀作

品的线上及线下展览。 

（3）单独的作品设计说明。设计说明模板请于官网下载。

如该作品已申请专利或投产，可在此项提供相关的专利及版权

证明文件。 

（4）曾推荐参加往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的作品不允

许报名参加此次大赛。 

（二）寄送参赛作品须知 

1.参赛要求：经过各分赛区评审、推荐到全国赛区参加复

评的作品，由“2022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复

评委员会” 进行评审，评选出约 300 件进入终评评审。所有参

加全国赛区终评评审的作品需制作实物（模型或首版）,无实物

作品需提供视频并刻录光盘。原则上由所在分赛区统一组织并

承担作品往返运输费，于十月上旬寄送至总赛区组委会。没有

实物或视频的参赛作品不得参加全国大赛的终评和展览。 

2.提交实物或模型：参赛分类为 A、C、D、E类作品须提供

实物或模型。特别说明：此项内容是否需要提交，将视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防控情况而定，届时请关注大赛官网通知。 

3.提交视频文件：参赛分类为 B 服务与系统类别的作品，

必须提交参赛作品的 1 分钟视频说明。该视频为设计作品的介

绍、使用流程或场景的表现等将作为评审参考,文件大小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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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其他类别作品可视展示需要及实物模型情况加上本项内

容，不做强制要求。特别说明：如由于疫情防控情况取消现场

评审，则推荐入围终评的所有作品均需要提交视频文件。 

4.获入围全国总赛区终评的作品，由组委会统一规划、打

印输出作品版面并结合收到的实物及视频文件进行布展。如对

作品展示有特殊要求，需于作品寄送阶段告知组委会并自行前

往布展。特别说明：此项内容届时视疫情防控情况而确定是否

进行，请关注大赛官网通知。 

（三）颁奖活动暨展览开幕式 

拟于 2022 年 11 月上旬举行大赛颁奖典礼，同时宣布大赛

展览开幕。特别说明：此项内容届时视疫情防控情况而确定是

否举行，请关注大赛官网通知。 

（四）出版大赛作品集 

2022 年 12 月，大赛组委会编辑《2022 年（第六届）全国

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作品集》，作品集刊载各组别获金银铜奖、

优秀奖以及特等奖的参赛者作品。获上述奖项的作品每件免费

获得一本作品集。 

十一、赛事费用 

（一）参赛费用 

本届大赛的全国赛区不收取参赛者任何费用。 

（二）各分赛区所需赛事经费 

主要用于宣传、评审、邮寄作品等，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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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解决，但举办费用原则上应由参赛学生所在学校承担。允

许各分赛区与当地有关单位合作命名分赛区的大赛名称。 

（三）大赛作品寄送和收回的费用 

由各参赛者和承展单位自行负担。 

十二、大赛监督 

参赛者须保证对其参展作品所涉知识产权负完全责任，参

赛及获奖作品一经发现存在抄袭或其它侵权行为，主办单位将

取消其参展与获奖资格，收回奖金、奖杯、获奖证书，并在大

赛官网上予以通报。 

为使大赛公平、公正、透明，大赛获奖作品将在官方网站

进行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1.公示时间 

大赛全国组委会在复评结束后，对参加角逐金银铜奖和特

等奖的作品在官方网站上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供公

众监督、评议。 

2.提出异议 

若对获奖作品有异议，通过网络和电话在公示期内以实名

制向大赛秘书处反映；并留下联系方式，以备秘书处核实。提

出者需提供相应的证据，匿名提出异议不予受理。 

大赛秘书处受理异议，核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报大赛组委

会裁决。大赛组委会将在公示期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在官网上

公布裁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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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联系方法 

１.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秘书处办公室： 

地址：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168 号广州美术学院 A 栋 319

办公室 

邮编：510260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13922106647   

邮箱：cuidc-official@qq.com 

２.全国总赛区参赛作品邮寄地址： 

具体安排将于大赛官网公布。 

3.大赛官方网站 

www.cuidc.net 

4.大赛官方微博及微信 

微博：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微信公众号：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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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各省分赛区（共 1200 项） 

编号 分赛区 推荐名额 

01 北  京 67 

02 天  津 28 

03 河  北 44 

04 山  西 32 

05 内蒙古 18 

06 辽  宁 41 

07 吉  林 32 

08 黑龙江 35 

09 上  海 53 

10 江  苏 74 

11 浙  江 59 

12 安  徽 41 

13 福  建 42 

14 江  西 31 

15 山  东 66 

16 河  南 53 

17 湖  北 59 

18 湖  南 57 

19 广  东 80 

20 广  西 25 

21 海  南 5 

22 重  庆 42 

23 四  川 60 

24 贵  州 19 

25 云  南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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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分赛区 推荐名额 

26 西  藏 5 

27 陕  西 59 

28 甘  肃 23 

29 青  海 5 

30 宁  夏 5 

31 新  疆 12 

合计 1200 

第二部分：邀请赛区（共 300 项） 

编号 分赛区 高校名称 名额小计 

32 邀请赛区 

01 清华大学 20 

02 中央美术学院 20 

03 中国美术学院 20 

04 同济大学 20 

05 苏州大学 20 

06 江南大学 20 

07 南京艺术学院 20 

08 浙江大学 20 

09 湖南大学 20 

10 港澳台地区高校 120 

合计 300 

说明：第一部分各分赛区入围全国总赛区推荐限额的确定，

是根据各分赛区 2021年高校在校生基数占全国比例和工业设计

教育发展情况来确定。2022的数据在 2020年的基础上，根据大

赛各赛区参赛作品数、获奖情况及近年来各省工业设计情况进

行调整。 

第二部分邀请赛区，是根据教育部公布的 2021年设计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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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排名情况进行筛选，评估级别为 A-以上的（含 A-）高校获得

推荐资格。受邀高校不再通过所在省份分赛区评审及推荐，不

占用该赛区推荐名额，直接晋级全国复赛。受邀请赛区的高校

参赛作品及获奖数量等不计入组织类奖项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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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工业设计一流专业建设协同创新平台 

全国工业设计一流专业建设协同创新平台，作为大赛主办

单位之一，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

会设立并领导的指导全国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一流专业建设工作

的公共服务平台，成员单位主要由教指委委员所在院校及第一

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构成。平台在教指委授权范围内开

展工作，旨在充分发挥教指委的使命，全面落实“以本为本、

四个回归”，围绕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指导高校开展工业设

计一流专业建设，加强工业设计院校之间的交流合作,实现资源

整合、开放共享、协同创新，做强一流本科、建设一流专业、

培养一流人才，推动新工科建设，促进学科内涵式发展。 

二、大赛组织委员会 

（一）大赛全国组委会 

大赛全国组委会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部门负责人、港澳台部分高校的专家代表等牵头组成，负责大

赛组织、管理与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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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任委员： 

何人可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主任、湖南大学 教授 

朱孔军  广东省委教育工委委员、广东省教育厅 党组书记

副厅长 

2.副主任委员： 

鲁晓波  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

任委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院长 

李劲堃  中国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 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主席、广州美术学

院 院长 

张凌浩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副会长、南京艺术学

院 院长 

陈  江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副主任、广东省本科高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 主任、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院长 

3.委员： 

蔡拥华  广州美术学院 副院长 

姜  琳  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处 处长 

李健杓  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 院长 

胡启志  广东省工业设计协会 会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及协办单位部门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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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赛区（含港澳台赛区） 

分赛区原则上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组成，参照全

国大赛章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负责组织

实施。各分赛区组委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

委）指定或委托高校及相关专家组成，负责分赛区的比赛组织

实施工作。各分赛区承办、协办和支持单位由分赛区组委会决

定。 

与邻近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组成分赛区的，由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协商解决；联合组成分赛区的

承办院校，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协

商后委托或指定有关高校承办，具体要求参照全国大赛章程执

行。 

所在分赛区无教育厅（教委）指定承办单位的省份，由各

省有意向承办的单位自行申报，组委会审议后确定一所高校或

机构为承办单位，并指定或委托高校及相关专家组成分赛区组

委会。无申报承办单位的赛区由全国组委会统一安排作品评审。 

台湾地区和香港、澳门地区分别委托两地相关高等院校组

织实施。 

三、大赛筹备委员会 

大赛由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工业设计协会和相关单位联

合承办，由三方人员组成大赛筹委会；广州美术学院负责大赛

的整体方案策划和咨询，其余两方负责大赛及相关活动的组织

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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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赛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负责：遴选大赛复评委员会和终评委员会；修

改评审规则；处理重大评审争议等事项。 

1.主任委员 

何人可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主任、湖南大学 教授 

2.副主任委员  

鲁晓波  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院长 

张凌浩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副会长、南京艺术学

院 院长 

余隋怀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副主任、西北工业大学 教授 

陈  江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副主任、广东省本科高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 主任、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院长 

季  铁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秘书长、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院长 

宋协伟  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院长 

娄永琪  同济大学 副校长 

段胜峰  四川美术学院 副院长 

程智力 湖北美术学院 副院长 

王  昀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副会长、中国美术学院工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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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研究院 院长 教授 

李健杓  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 院长 

张志庆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 院长 

官政能  台湾实践大学 副校长 

渡边诚  日本千叶大学 副校长、国际工业设计协会 理事 

3.委员

许  平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委员、中央

美术学院 教授 

徐迎庆  清华大学 教授 

陈冬亮  北京市工业设计促进中心 主任 

范圣玺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党委书记 

江  牧  苏州大学 教授 

张  明  南京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院长 

费  俊  中央美术学院 教授 

许  佳  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传媒学院 院长 

林  伟  福建省工业设计协会 会长、福州大学 教授 

胡  飞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院长 

潘长学  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院长 

赵  超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副院长 

覃京燕  北京科技大学 教授 

项忠霞  天津大学 教授 

刘  洋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院长 

包海默 大连民族大学设计学院 院长 

陈炳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韩  挺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副院长 

姚  君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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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放天 浙江大学 教授、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副会长兼秘

书长 

卢纯福 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 

熊兴福 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院长 

卢世主 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院长 

刘和山 山东大学 教授 

管少平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支锦亦 西南交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执行院长 

邵晓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教授 

苏建宁 兰州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院长 

曹  鸣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副院长 

梁  町 香港理工大学 教授 

李  琦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副会长、杭州工业设计协会 

会长、杭州瑞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事

长 

周红石  广东省工业设计协会 常务副会长 

杨明洁  杨设计（YANG DESIGN） 创始人 

张  帆  广汽研究院 副院长 

李凤朗  石斛（北京）环境艺术有限公司 设计师 

雷海波  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会 副秘书长、太火鸟科技 创

始人 

潘荣焕  韩国国民大学 教授 

青木史郎  日本优良设计（Good Design Award）名誉顾问 

以及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推荐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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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秘书处 

秘书处主持大赛的日常工作。 

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设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负责

大赛及相关活动的策划、形象设计、展场设计、作品出版设计、

活动咨询等事项。同时负责大赛网站维护、信息发布、参赛作

品接收、布展、大赛相关工作的执行等工作。 

1.秘书长 

吴华明  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处 副处长 

2.副秘书长 

陈  江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副主任、广东省本科高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 主任、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院长 

涂  渊  广州美术学院教务处 处长 

胡  晓  广东省工业设计协会 副会长 

各协办单位主要负责人。 

3.成员 

张  兵  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处 

杨  杰  广东省工业设计协会 

林  婕  广州美术学院教务处 

黄筠志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裴悦舟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王  涛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彭圣芳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安  娃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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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顺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吴东杰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王倩蕾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钟  君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杨晓姗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袁  苑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郑  冰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庄  婕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关佩芳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李少娟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黄永华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付  皓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齐  媛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朱  荻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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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
工业设计大赛吉林赛区参赛办法

为顺利开展 2022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以

下简称“大工赛”）吉林赛区竞赛活动，在吉林省教育厅的指导

下，根据《2022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竞赛方

案》特制定吉林赛区参赛办法。

一、大赛主题

跨界共融·设计同行

二、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吉林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吉林赛区组织委员会

承办单位：长春建筑学院

三、参赛对象

大工赛参赛的学科专业范围主要是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等设

计类相关学科专业，鼓励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跨学科、跨专业

报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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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对象为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包括研究生、本科

生及高职高专学生等。

参赛者须以所在院校为单位，集体报名参赛。

四、大赛内容

本届吉林大工赛根据当下工业设计教育的发展，设定五大主

题，参赛作品应符合大赛主题要求，按照类别提交原创设计作品。

具体内容如下：

A 智能与体验：依托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混合现实

等前瞻科学技术在各领域的创新应用,包含智能穿戴、智能家居、

智慧出行、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机器人等领域。

B 服务与系统：注重用户体验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系统设计，

包含制造业生产、医疗健康、效率办公、城市服务、交通出行、

休闲娱乐、社交通讯、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生鲜物流等领域的

数字产品与服务流程设计。

C 文化与社会创新：侧重于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整合，包

括非遗活化、可持续与社会创新设计、文创产品设计、社区创新

设计，老龄化设计，包容性设计等富含文化属性及强烈社会责任

的设计。

D 时尚与生活：注重人文美学和可持续发展的日用产品设计，

包含文教用品、餐饮器皿、家具灯具、礼品饰品、器物包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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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穿戴等领域的产品设计。

E 健康与环保：面向全民健康、公共安全、节能环保等方向

的公共卫生用品、个人防护用品、医疗急救产品、环保设计产品

等。

F 专项赛：具体内容将于大工赛官网通知。

五、评审原则

大赛评审由各校选拔赛和吉林赛区决赛两个环节构成，均遵

照创新、可用、易用、环保、审美、精致等评价标准对参赛作品

评选。

六、参赛流程

（一）注册报名须知

1. 网上报名

2022 年 5 月 15 日-6 月 30 日，所有参赛者登录国赛官方网

站在线注册报名。每名参赛者作为第一作者提交的作品数不得超



4

过 3 件。

报名成功后，系统会自动为每件作品分配 8位数参赛编号∗，

该编号为作品的身份信息，用于各阶段评审工作。

2. 网上提交电子版作品（用于国赛）

获得参赛编号后，参赛者根据国赛官网要求提交的资料，自

行上传至国赛官网。

（1）平面图版。参赛者将参赛作品相关内容（设计草图、

设计说明、预想图、模型照片等）合理编辑为一张纵向版面（尺

寸 1089mm×841mm，jpg 格式，精度 150dpi，文件大小不超过 5M），

图片上传至国赛官网报名系统后将自动生成带有作品报名信息

的参赛展板。参赛者可以在报名系统自行下载该展板。展版将用

于评审及大赛作品展。

（2）产品建模文件。参赛者需在线提交参赛作品的 3D 展示

效果文件。参赛者先在网站提交产品建模的 3D 通用格式文件

（fbx、dae、obj、stl），提交后在网站内进行在线编辑，具体

操作方式见官网的报名过程提示。此项内容为参赛者在平面展板

中无法细致体现的材质、结构、使用方式等内容，通过线上编辑

后最终发布的作品将用于评委在评审过程以及届时优秀作品的

∗注：八位参赛编码含义：

第一、二位数字代表分赛区编号：吉林省的编号为 07；
第三位符号代表作品参赛类别编号（A~F）；
第四、五、六、七、八位数字参赛学生报名时产生的流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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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及线下展览。

（3）单独的作品设计说明。设计说明模板请于国赛官网下

载。如该作品已申请专利或投产，可在此项提供相关的专利及版

权证明文件。

（4）曾推荐参加往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的作品不允

许报名参加此次大赛。

3. 吉林大工赛参赛作品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届吉林大工赛的评审工作拟使用国

赛平台或租用第三方竞赛平台方式进行。参赛者对参赛的作品质

量、内容以及作品文件命名等要严格遵守要求，因不符规范要求

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参赛者本人负责。参赛者的参赛作品一律是

电子版的，每个参赛者须提供 2个文件：设计说明和作品展板。

（1）单独的作品设计说明。设计说明模板请于国赛官网下

载。如该作品已申请专利或投产，可在此项提供相关的专利及版

权证明文件。

（2）作品展板。参加省赛作品展板与国赛展版要求基本一

致，但有个别地方需要进行修改。具体修改事项如下：

1）作品展板文件名称以报名时获得的 8 位参赛编号命名，

例如：07B12345；

2）展板标题栏只保留参赛编号及作品名称，不得出现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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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公平评审的信息，一经发现即取消参赛资格（整张展板中不

得出现校院和参赛者相关信息）；

3）请参赛者对 JPG 文件进行适当压缩。作品展板文件大小

控制在 2M 以内，150DPI。

（3）各参赛高校将参赛者的参赛作品汇总后，以参赛高校

命名为文件压缩包，发送到组委会指定邮箱。压缩包内结构如下

图。

（4）被推荐参加国赛的（复评）作品，将会根据国赛组委

会的要求补充相应的资料，请参赛高校和参赛者做好相应的准备。

（5）曾推荐参加往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的作品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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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报名参加此次大赛。

（二）寄送参赛作品须知

1.参赛要求：经过吉林赛区评审、推荐参加国赛复评的 32

件作品，由“2022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复评

委员会”进行评审。所有参加国赛终评评审的作品需制作实物（模

型或首版）,无实物作品需提供视频并刻录光盘。原则上由吉林

赛区竞赛承办单位统一组织并承担作品往返运输费用，于十月上

旬寄送至国赛组委会。没有实物或视频的参赛作品不得参加全国

大赛的终评和展览。

2.提交实物或模型：参赛分类为 A、C、D、E 类作品须提供

实物或模型。（特别说明：此项内容是否需要提交，按照疫情防

控相关规定执行，届时请关注国赛和吉林大工赛官网通知。）

3.提交视频文件：参赛分类为 B服务与系统类别的作品，必

须提交参赛作品的 1分钟视频说明。该视频为设计作品的介绍、

使用流程或场景的表现等将作为评审参考,文件大小不超过200M。

其他类别作品可视展示需要及实物模型情况加上本项内容，不做

强制要求。（特别说明：若疫情防控规定取消现场评审，则推荐

入围终评的所有作品均需要提交视频文件。）

4.获入围全国总赛区终评的作品，由国赛组委会统一规划、

打印输出作品版面并结合收到的实物及视频文件进行布展。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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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有特殊要求，需于作品寄送阶段告知组委会并自行前往

布展。（特别说明：此项内容届时视疫情防控情况而确定是否进

行，请关注国赛和吉林大工赛官网通知。）

七、参赛费用及缴费方式

每件参赛作品报名费50元。主要用于宣传、评审作品等，原

则上由参赛学生所在学校承担。大赛作品寄送和收回的费用由各参

赛者和承展单位自行负担。报名费以学校为单位按对公方式转账，

转账信息如下：

户 名：长春建筑学院

开户行：吉林银行长春康平街支行

帐 号：7570 1201 0300 0770

联系人：臧老师

联系电话：13946071666

报名费发票为增值税普通发票，由长春建筑学院开具，转账时

需备注“XX学校大工赛报名费”字样，在转账成功后需与臧老师

联系，上交汇总表（电子版），确认转账金额、参赛作品数量及发

票开具信息。

八、奖项设置

吉林大工赛奖项采取统一评审，分类设置奖项的办法，按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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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分别设奖。

大赛拟颁发以下奖项：

1.金银铜奖：经赛区组委会组织专家初评后产生“2022年（第

六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吉林赛区新锐设计金、银、铜奖”。

2.优秀奖：经参赛高校选拔进入初评未获得赛区金银铜奖的作

品，将获得“2022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吉林赛

区新锐设计优秀奖”。

3.优秀指导教师奖：经赛区组委会初评获赛区金奖作品的指导

教师，将获“2022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吉林赛

区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4.优秀组织奖：根据全省报名参赛作品数及获奖情况，排名前

三的参赛高校将获“2022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吉林赛区优秀组织奖”。

5.获吉林赛区奖项的作品，只颁发获奖证书，不颁发奖杯、奖

金。

6.对获奖的参赛学生，所在学校应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在评

选优秀学生、奖学金、专升本及推荐免试研究生时予以适当鼓励；

对赛前辅导付出辛勤劳动的指导教师，所在学校应根据教育部有关

规定，在考核教师业绩、计算教学工作量时予以适当鼓励。

九、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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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参赛单位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前将参赛作品、作品说明

和汇总表报送到承办单位，同时缴纳报名费。

联系人：张老师、臧老师

联系电话：18166881057、 13946071666

电子邮箱：cuidcofjl@163.com

吉林赛区 QQ 群：228338106（CUIDC 吉林）

吉林赛区官方网站：http://www.cuidc.ccut.edu.cn

全国大赛官方网站：http://www.cuid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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