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校园人工智能算法精英大赛·产业命题赛·AI智能体开发应用赛

全球校园人工智能算法精英大赛

AI 智能体开发应用赛

赛

事

规

程



全球校园人工智能算法精英大赛·产业命题赛·AI智能体开发应用赛

— 1 —

一、竞赛介绍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时代发展的重要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而 AI智能体因其应用场景广泛等优势成为热门的 AI应用方向之一，未来将拥有庞

大生态。AI智能体应用开发竞赛将聚焦大模型与智能体应用，以探索AI时代最有应

用价值的智能体为出发点，欢迎每一位对 AI应用充满热情、渴望探索智能体无限可

能的开发者及爱好者加入这场竞赛，让更多创意落地，让想象成为现实。

二、竞赛目的

2024年,“人工智能+”行动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多次提

及“人工智能”,要求“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建立人工智能安

全监管制度”等。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作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

未来产业”的具体部署，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本赛项专注于培养学生的 AI通识思维和动手能力。竞赛的题目和内容设置经过

充分的产业调研, 结合 AI+行业的应用场景设置了 AI+商科、AI+工科、AI+医科、

AI+农科、AI+创意创作 5个选题方向, 可充分锻炼参赛者的需求分析、智能体设计、

技术实现、模型调优、行业认可度等相关 AI通识思维和智能体应用能力。竞赛引用

蓝鹰 AI提出的 1+N+N的人工智能应用人才能力培养模型, 即培养一种完整的人工智

能通识思维、学会N种人工智能技能和N种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三、竞赛说明

本次竞赛分为 AI+商科、AI+工科、AI+医科、AI+农科、AI+创意创作 5个选题

方向, 参赛者可以自主选择相关行业的应用场景,通过采集数据、建立知识库、创建智

能体、智能体微调等步骤完成 AI行业智能体应用。

（一）AI + 商科方向

AI + 金融：借助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算法，AI 在金融领域实现智能风险评估、

精准信贷决策与量化交易。通过分析海量历史数据，预测市场走势与信用风险，助力

金融机构优化投资组合，提升风险管理能力，降低运营成本，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更科

学的决策依据。

AI + 财会：AI 技术能够自动处理财务数据，完成发票识别、账务核算、报表生

成等重复性工作，大幅提高财务工作效率与准确性。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还可对

财务报告进行智能分析，挖掘潜在风险与机遇，推动财务管理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型。

AI + 市场营销：基于大数据与用户画像，AI 实现精准营销与个性化推荐。通过

分析消费者行为与偏好，制定针对性营销策略，优化广告投放与客户关系管理，提升

客户转化率与忠诚度，助力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精准触达目标客户。

AI + 旅游：在旅游行业，AI 打造智能旅行助手，基于用户偏好、预算和时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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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个性化旅游路线，提供智能语音导览服务。同时，AI 通过分析旅游大数据，助力

景区优化游客流量管理，预测旅游需求趋势，为旅游企业的运营决策和服务升级提供

有力支持 。

（二）AI + 工科方向

AI + 智能制造：在生产制造过程中，AI 实现设备故障预测、质量检测与工艺优

化。通过传感器采集设备运行数据，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实时监测设备状态，提前预警

故障；机器视觉技术则用于产品质量检测，确保产品符合标准，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

柔性化发展。

AI + 软件设计：AI 辅助软件开发，从需求分析、代码生成到测试优化全流程赋

能。智能代码生成工具可根据自然语言描述自动生成代码框架，减少人工编写量；自

动化测试工具利用 AI 算法模拟用户行为，高效检测软件漏洞，提高软件开发效率与

质量。

（三）AI + 医科方向

AI + 健康：AI 为个人提供健康监测与管理服务，通过可穿戴设备与移动应用采

集用户健康数据，如心率、睡眠、运动等，利用数据分析模型评估健康状况，提供个

性化健康建议与干预方案，帮助用户预防疾病，提升健康水平。

AI + 诊疗：在医疗诊断与治疗环节，AI 辅助医生进行疾病诊断、影像识别与治

疗方案制定。基于大量医学影像与病例数据训练的 AI 模型，可快速准确识别疾病特

征，为医生提供诊断参考；同时，通过分析患者基因数据与临床信息，制定个性化治

疗方案，提高诊疗效果。

（四）AI + 农科方向

AI + 智慧农业：AI 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全链条，包括作物生长监测、病虫害防

治与精准灌溉。利用无人机、卫星遥感与物联网设备采集农田数据，AI 分析作物生

长状况、土壤墒情与病虫害信息，实现精准施肥、灌溉与施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降低资源消耗，保障农产品质量与产量。

（五）AI + 创意创作

AI + 创意创作：AI 打破传统创作边界，通过深度学习生成剧本、文学等创意作

品。用户可与 AI 协作，将 AI 作为创作工具，探索新的表达形式；AI 生成的作品

也能激发观众对创作与科技融合的思考，为创作领域带来全新的理念与表现手法。

四、竞赛流程

竞赛阶段 预期时间 内容提要

竞赛报名 6月 20日至 10月 10日 大赛报名系统提交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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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培训 6月-9月，共 3场

平台功能操作培训、赛事评分及答疑培训

（含录播回放）

线上 2场，线下 1场

省赛（区域赛） 10月底，各省时间分配另行通知
基于竞赛平台—“蓝鹰”智能体开发应用

平台操作提交

省赛（区域赛）成绩公

示
比赛完结后 2个工作日内 一等奖、二等奖团队入围全国总决赛

智能体优化开发及答辩

材料提交
省赛成绩公示后至总决赛前 3天

基于竞赛平台对省赛操作内容进行进一步

功能改进与优化，提交最终答辩材料

（PPT+知识库文件）

全国总决赛 11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总决赛开幕式

现场答辩

总决赛颁奖闭幕式

五、竞赛模块

竞赛模块分为“蓝鹰”智能体开发应用平台操作部分和 AI智能体设计汇报 PPT

部分。省赛（区域赛）仅涉及蓝鹰”智能体开发应用平台操作，全国总决赛涉及“蓝

鹰”智能体开发应用平台操作和AI智能体设计汇报 PPT两大部分。

（一）竞赛平台—“蓝鹰”智能体开发应用平台操作模块

模块 模块名称 竞赛任务 竞赛内容 竞赛时间

1 AI智能体架构设计

需求分析

业务流程设计

输出结果设计

应用需求分析

智能体设计

90分钟
2 AI知识库搭建

知识库搭建

知识库微调

数据处理

知识库导入

知识库微调

3 AI智能体搭建
提示词工程

AI智能体搭建

编写提示词

配置 LLM大模型

编排AI应用

4 AI应用测试 AI应用微调
设置问题测试

AI应用微调

模块 1：AI智能体架构设计

竞赛任务：根据选题方向确定选题后对智能体产品需求进行分析, 并设置业务流

程和输出结果。

模块 2: AI知识库搭建

竞赛任务：选手自行准备知识库训练数据，将数据处理后，导入平台创建知识库,

对知识库内容进行分段、向量化，为后续的 AI智能体制作准好数据基础。

模块 3: AI智能体应用搭建



全球校园人工智能算法精英大赛·产业命题赛·AI智能体开发应用赛

— 4 —

竞赛任务：编写 AI智能体提示词, 配置大语言模型, 编排 AI智能体应用, 并进

行AI智能体测试。

模块 4: AI应用测试

竞赛任务：选手需要自主设置问题, 对 AI智能体应用回复结果进行测试, 根据

测试结果对智能体微调, 优化测试结果。

（二）AI智能体设计汇报 PPT模块

在全国总决赛环节，选手除对竞赛平台进行优化操作外，另需提交 AI智能体设

计汇报 PPT和知识库文件，PPT需按照模版从 AI智能体设计思路、开发制作过程、

制作心得及创新应用点总结等内容展开。模版文件可在竞赛平台或赛项技术群中获取。

六、评分方法

（一）竞赛评分规则

1. 省赛（区域赛）

省赛（区域赛）竞赛内容仅涉及 AI智能体开发应用平台操作模块，评分将根据

选手操作平台的实际情况由系统导出成绩，系统评分规则如下：

评分维度 评分维度 分值

智能体基础搭建

智能体需求分析 5
智能体场景分析 5
数据准备程度 10

智能体技术实现度

知识库完成度 20
提示词完成度 30
智能体实现架构 20
对话内容质量 10

2. 全国总决赛

全国总决赛基于省赛（区域赛）内容进行优化开发，评分涉及 AI智能体开发应

用平台操作部分和AI智能体设计总结 PPT部分。

AI智能体开发应用平台操作部分线上优化完成，由系统导出成绩。

AI智能体设计总结 PPT采取现场答辩形式，答辩现场将邀请来自技术、产业、

高校等领域评选专家结合系统成绩和选手的答辩 PPT进行综合评估统分。

整体统分规则如下：

评分构成 评分维度 分值 统分占比

智能体开发操

作

智能体需求分析 5

70%

智能体场景分析 5
数据准备程度 10
知识库完成度 20
提示词完成度 30
智能体实现架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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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内容质量 10

智能体汇报

PPT

智能体设计思路和构架 20

30%
智能体开发制作过程 40
智能体创意创新度 15
智能体应用价值点 15
PPT整体编排美观度 10

（二）现场评分程序

决赛队伍将现场抽签分组进行答辩。每组由 3名裁判构成，每个小组包括一名经

验丰富的专家。

评分裁判依据参赛队在竞赛平台中的操作成绩并结合参赛队的作品质量、现场表

现等进行现场综合统分。统分结果由裁判员签字确认。

统分过程中出现成绩并列，则按照倒序依次比对 2个评分构成部分的各维度成绩。

成绩高者排名靠前，依次类推。

（三）参赛须知

1. 参赛者需保证参赛内容均系原创，禁止抄袭；

2. 主办方保留根据实际情况对未尽事宜进行解释、更新和处理的权利，包括比

赛规则、比赛流程、评估标准、奖项设定等。参赛者可随时通过官方网站或其他公告

以获取最新的比赛信息；

3. 参赛过程不得违反法律、法规；

4. 参赛者提交报名，即视为同意主办方发布其作品，并有权将参赛作品、作品

相关以及作者信息用于市场宣传、案例转化等行为（例如：媒体文章发布、官网作品

展示等）。

（四）竞赛环境

1. 竞赛为全体参赛队统一提供服务器硬件环境，其上运行:竞赛平台—“蓝鹰”

智能体开发应用平台，各参赛队利用计算机通过网络访问平台。

2. “蓝鹰”智能体应用开发平台

本次竞赛采用北京中云国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蓝鹰”智能体开发应用平

台，参赛团队报名后，平台免费使用账户由北京中云国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统一发送。

“蓝鹰”智能体开发应用平台是基于多模态的企业级平台，基于平台强大的数据

优势、算力优势和大模型技术优势，核心囊括 AI智能体应用完整技术链条，将大模

型推理、思考、行动的能力与丰富的插件生态有机结合，支撑用户高效、可视化、低

代码地构建 AI行业垂类应用。平台广泛应用于问答助手类、内容创作类、私人助理

类、咨询集合类、复杂任务类 AI应用构建。平台亦适用于高校开展AI通识课。

浏览器：竞赛需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

PPT 制作软件: Office 或者W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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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环境

参赛者通过公共网络访问部署在服务器上的“蓝鹰”智能体开发应用平台，并保

证竞赛环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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