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和系统应用两大类，这些作品在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支持下，不仅

注重行业实用性，更加注重人文关怀、节能环保和互联网 元素的融入，更加具

有实际转化意义，“智能+”行业应用的奇思妙想层出不穷。 

二、大赛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自动化学会 

承办单位：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理事会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气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三、赛事安排 

1、赛程安排：区域赛（初赛、决赛）、全国总决赛 

2、赛事周期：2023年 3月-7月 

3、决赛地点：7月下旬 

4、大赛网站：http://meca.meach.cn(报名平台) 

四、赛事内容 

1、本届赛事设创新设计赛项、系统应用赛项 2个大类，见附件介绍。 

2、设区域赛（初赛、决赛）、全国总决赛。 

3、 初赛将分区域进行，由各区域承办校负责区域赛事运维，自行拟定初

赛比赛作品递交、评审时间。赛区划分详见附件。 

4、参赛各校需自行指定 1名大赛负责人，便于大赛资讯对接；另外，各参

赛队自行指定 1名学生为参赛领队，

http://meca.meach.cn/


1、参赛单位：以学校或学院为基本参赛单位，统一报名和参赛。 

2、参赛要求：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包含职高、技师学院），

每支参赛队员最多 3名队员（下限 2名）。自报名至比赛期间，参赛队员不得随

意更换；如发现有参赛队伍存在顶替或更换队员的情况，将取消其参赛及评奖资

格。如有特殊情况需报请大赛组委会批准。 

3、指导教师：每支队伍不超过 2名指导教师，每位指导老师最多指导 3个

参赛队。 

4、作品要求：必须为原创。如有参赛队伍出现违反大赛规定和法律条款的

行为，将被取消其参赛和评奖资格。 

六、大赛平台及命题 

鼓励参赛作品重点围绕国家战略发展方向，特别是高端制造、智能制造与信

息技术密切结合的数字化制造，大赛关注高端自动化领域，都是国家战略急需领

域。赛道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现代农业与食

品、工业互联网、节能环保以及其他产业领域等八个专业领域进行比赛。展现新

产业、新技术、新方向特点元素。 

大赛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评审，硬件类参赛作

品鼓励在自制平台上完成。创新设计赛项采用灵活命题，参赛作品可围绕推荐赛

道自由设计。系统应用赛项为大赛组委会拟订的规定命题，需按照任务书要求，

完成任务设计。 

七、大赛奖项设置 

1. 区域决赛 

各参赛队伍和作品将按照作品类别分组比赛，每组比赛将按照专家组的综合

评分情况评选出区域决赛一等奖（20%）、二等奖（30%）、三等奖（40%），获奖

队伍和指导教师将获得由大赛组委会颁发的团体获奖电子证书，参赛选手自动成



奖金。另外由赛事品牌冠名商三菱电机评选 1~2个企业特别奖（可空缺），且额

外颁发给获奖选手由企业认证的可编程控制器系统应用中、高级技能证书。 

企业特别奖：奖金 20,000元（可空缺） 

一等奖：奖金 3,000元 

二等奖：奖金 2,000元 

三等奖：奖金 1,000元 

注：获奖比例按总决赛队伍数，小数按四舍五入准则。 

八、其他说明 

1、本次比赛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入围全国总决赛的参赛师生需自行承担

往返交通；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自制硬件参赛作品，材料及电气产品等费

用自理。 

2、赛项规程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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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大赛交流群 

注：以下是参赛师生交流群，进群前务必确认参加赛项。 

进群昵称修改：姓名+学校（否则不予通过） 

   

 

注：区域群，仅限指导老师或队长进群，每队限 1人。昵称修改：姓名+学校 

 

 

 

 

 

创新设计赛项 

钉钉群：21765024328  

 

系统应用赛项 

钉钉群：13440037005

mailto:suntao@cq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