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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数据大赛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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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赛目标：推动和促进教育科研领域数据资源的汇聚流通和共享开放；鼓励高校师生利用新技术对开放

数据进行创新研究与应用；聚合各行业力量培养和提升大学生的数据素养。

2、三个环节，具体各部分根据情况调整活动内容和时间周期。

3、主要时间点：

（1）4.23日上午启动【大赛启动、学术训练营启动】；

（2）4.23启动；6.18-报名截止 ; 9.8-提交作品截止 ; 10.20-评审结束。

4、工作组：组织策划组；宣推设计组；外联活动组；平台技术组；数据作品组；开闭幕式；学术训练营；

财务保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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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赛数据。
大赛数据，即大赛数据支持单位提供的所有数据，详见
官网大赛数据部分。参赛团队报名成功后，可提交研究
设想申请获取相关数据集。大赛组委会及数据支持单位
将根据具体情况对参赛团队进行身份验证、数据申请审
核、数据使用协议审核等。
（2）自有数据。
自有数据，指参赛团队以研究为目的，自行采集、清洗、
整理的无版权问题的研究数据。举例说明，以下类型数
据可视为自有数据：①为研究微博用户行为而依法收集
的微博博文数据；②为研究科研人员数据共享意识，自
行设计问卷并收集的调查问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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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数据大赛组织工作【暂定，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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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信息中心

联合主办：安徽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浙江大学图书馆

承办单位：上海市科研领域大数据联合创新实验室

联合承办：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阿法迪智能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安徽省高校图工委、重庆市高校图工委、江苏省高校图工委、教育部CADAL项目管理中心、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市高校图工委、山东省高校

图工委、四川省高校图工委、武汉大学图书馆、浙江省高校图工委

数据支持单位：安徽大学图书馆、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学图书馆、东华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

料中心、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图书馆、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教育部CADAL项目管理中心、南京大学图书馆、山东大

学图书馆、山东农业大学图书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上海大学图书馆、上海电力大学图书馆、上海海洋大学图书馆、上海理工

大学图书馆、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市电化教育馆、上海市各相关部门、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同济大学图书馆、浙江大

学图书馆、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图书馆等

学术合作伙伴：复旦大学出版社、《图书馆杂志》社

媒体合作伙伴：DT财经、造就

支持合作伙伴：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阿法迪智能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韬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云

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数据大赛分赛区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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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题契合、形式多样、节奏统一、宣推共享、比赛自治”为基本原则，本届大赛

设定不同的分赛区（4个）和分赛道（1个：金融大数据知识与案例分析竞赛）。

⚫ 若形成山东省分赛区后，山东师生A组队参赛，则可同时参加全国和山东赛区的奖项评选。
⚫ 所属赛区以报名时队长所在高校归属为准。

第三届 慧源共享 全国高校开放数据创新研究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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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数据大赛分赛区与全国赛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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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赛区是全国赛区在具体地域的延伸，遵循全国赛区总体要求和规则。

• 分赛区报名、数据申请、作品提交应在全国赛区主平台完成。

• 分赛区结合各自特点，充分发挥地域优势，积极推动数据资源汇聚，促进大

赛开展。

• 在不违背全国赛区规则的基础上，分赛区在各自赛区内具备一定活动自主性，

并接受全国赛区组委会监督。



2021年数据大赛分赛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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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赛区自主权——赛事内容、赛事方案、组织机构、宣推活动、奖项设置、

分赛区评审细则。

✓ 资源共享权—— 数据资源、专家资源、直播平台、宣传资料等。



2021年数据大赛分赛区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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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大赛总体原则义务——组织机构管理、赛事方案定稿及实施、宣推活动、

奖项设置、分赛区评审细则等。

✓ 支持全国赛区义务——引入数据资源，配合过程管理，分担咨询工作等。

✓ 推广大赛义务——结合本赛区特点大力宣传并推广大赛，参与学术训练营活

动，促进本赛区队伍参赛，争取社会各界关注与支持。

✓ 独立自主义务——自行承担分赛区赛事活动的相关费用。



2021年数据大赛分赛区申请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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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上以省（直辖市）为单位组织大赛分赛区，如上海分赛区，浙江分赛区等，由牵头组织单位提出

申请。

➢ 分赛区牵头单位能够自行联合并构建组织机构，并按要求体现全国大赛中数据提供单位信息。

➢ 分赛区牵头组织单位具备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能联合本赛区所有组织单位，面向本赛区开展深入、

全面的大赛宣推。

➢ 分赛区牵头组织单位有能力集结本赛区数据资源，并向大赛提供高质量数据资源。

➢ 分赛区牵头单位能组织成立本赛区组委会、专家组，及时准备相关资料，与全国赛区组委会保持信息

互通和进度工作汇报，确保本赛区宣推、参赛、评选等工作有序、顺利进行。

➢ 分赛区组织方能在分赛区单独设立奖项，自行决定是否提供相应的奖金、奖品等奖励，并独立承担相

关费用。



2021年数据大赛分赛区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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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赛区申请表

拟申请分赛区名称：

拟组织分赛区赛事名称：

负责人（职务）：

牵头单位：

牵头单位地区影响力/社会角色：

分赛区组织单位列表：

分赛区拟定组委会成员名单： 须涵盖分赛区组委会联络人、数据集负责人、宣推活动负

责人、训练营负责人，人员可重复。

分赛区拟组织宣推活动：

分赛区拟提供数据：

分赛区拟参与学术训练营活动：

分赛区拟设置奖项及奖金（奖品）：



2021年数据大赛分赛区工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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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分赛区申请表，至少包含分赛区名称、牵头单位、分赛区组委会（组委会/

数据/学术训练营/宣推联络人）。

➢ 数据资源，提交数据集并通过审核，提供数据支持单位信息等。

➢ 分赛区赛事策划书或实施方案

大赛启动阶段

学术训练营阶
段

大赛进行阶段

成果孵化阶段

➢ 学术训练营和分赛区讲座方案
➢ 及时互通，完成训练营筹备，含场地、主持、专家、宣传、直播等。
➢ 组织开展，照片拍摄，新闻稿撰写。

➢ 报名阶段，有效开展宣传推广，提供咨询，鼓励和吸引广大师生参赛。

➢ 作品筹备阶段，集合本赛区资源，提供技术和专业支持，做好过程管理，增加

有效作品提交率。

➢ 评审答辩阶段，配合全国赛区完成评审答辩工作。

➢ 积极推动成果转化。



宣传推广—大赛整体

1、联系人对接

• 程蕴涵（复旦大学）

2、资源获取

• Tower平台

3、宣推反馈



宣传推广—大赛整体



宣传推广—大赛整体



宣传推广—学术训练营



34位数据科学家主讲数据素养系列课程【第二届大赛回顾】

• 4月23日~6月18日，34位数据科学家围绕7个专题开展系列讲座，讲座总时长36小时。

• 15所高校轮流举办：复旦大学、东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上海

电力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安徽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

• 通过ZOOM、哔哩哔哩、造就和上海教育云直播平台4个平台全网直播，共71200名师生在线参加学术

训练营。



34位数据科学家+34场讲座+34句大赛金句【第二届大赛回顾】



直播学术训练营【第二届大赛回顾】



直播学术训练营【第二届大赛回顾】



直播学术训练营【第二届大赛回顾】



直播学术训练营【第二届大赛回顾】



宣传推广—经验分享（上海师范大学，Copyright © 胡振华副研究馆员）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胡振华副馆长在介绍上师大两届大赛活动组织与宣推经验时指出，团队协作是

上师大在工作中重要方式，以学科服务团队为主，联合读者服务团队、技术支撑团队、办公室综合

团队共同协作完成大赛的组织和宣推工作，具体工作可归为四个方面：

1.微信助推：在给学生发信息时重点注意①解除学生的顾虑②推荐指导老师③侧重大赛的效果，告

知学生参加大赛可以提升哪些技能，图书馆员提供哪些帮助等。

2.建群辅助：首届大赛建成微信群，定期给群里发送内容保持群活跃度。第二届将有意向报名的师

生也拉到此群，邀请第一届有参赛/获奖经历的同学分享经验；同时保留进群同学的信息，用于后

续沟通。协助有需要的同学寻找指导老师（推荐指导教师）和队友组队，如果没有合适的老师，则

由图书馆员指导；在作品提交时，在群里分享相关文献，图书馆员积极指导和促进。

3.嵌入课程：联系相关课程老师，将课程与大赛结合。例如，某位老师将大赛作品布置为学期末作

业，效果很好。今年拟向上师大教务处提出申请，将大赛纳入学校的承认大赛库中。

4.协调组队：由于学生组队能力有限，图书馆团队会从中积极协调组队。



宣传推广—经验分享（浙江大学，Copyright © 黄晨副馆长、徐建刚技术总监）

浙江大学图书馆技术总监徐建刚介绍了去年浙大分赛区的经验。

（1）去年大赛的组织、提交作品等均由大赛组委会实施，浙

大积极开展了本地宣推工作。①前期在图书馆公众号推文、在

馆张贴海报等途径效果欠佳，后通过与院系合作密切的老师合

作，在学生中推广大赛，以及群发全校学生邮件等方式，宣传

效果显著。②去年浙大场的学术训练营由田馆长和徐总监共同

主持，模式受到了欢迎。

（2）由于经验不足，去年对校内参赛选手的组织和培训方面

重视不够，报名人数较多，但提交作品数量稍少，仅1支队伍

入围决赛。

（3）在浙大分赛区活动中，组织方对所有提交成果的浙大团

队再次组织了答辩，并为所有校内参赛的团队都颁发奖项。

（4）从去年浙大分赛区答辩情况看，学生的学术素养和工程

素养有待提高，作品在结合实际领域的业务需求上还稍有欠缺。

今年浙大将考虑组织开展校内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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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则

2
资源

3
宣推

4
其他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