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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服务型机器人创新产品测评比选大赛——背景

为贯彻落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总体计划和任务分工方案》，加快推进

“科技冬奥（2022）行动计划”，以“智慧奥运•智享未来——迈进智能机器人新时代”为主题，连

续2年举办北京冬奥服务型机器人创新产品测评比选大赛，面向全市范围内的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

征集有较高技术水准、有完整落地解决方案和有较好示范作用的优秀服务型机器人产品，开展测评比

选活动，并为入选的获奖单位提供资金支持，开展示范应用推广，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挖掘服务型机

器人应用的新模式，培育北京市服务型机器人的产业新生态。

主办单位：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北京市经济与信息化局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软

件评测中心）

国家机器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

国家应用软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019年9月24日-10月25日

申报

在北京市科委官网下载申报材料；

2019年11月11日

完成初步筛选

2019年11月1日

发送测评指标

2019年12月6日

完成产品送样

2019年12月16日-2020年1月15日

第一轮测评比选

依据基础技术指标开展分类测评；

2020年1月16日-4月30日

产品整改调优

参赛单位依据测评结
果进行整改调优；

2020年5月3日-5月11日

第二轮测评比选

在每类场景中遴选优秀
产品；

2020年5月15日

成果发布与落地应用

入选产品进行应用示范与
资金支持。

北京冬奥服务型机器人创新产品测评比选大赛——2019年赛程

启动仪式
2019年9月24日

开幕式
2019年12月16日

2019年北京冬奥服务型机器人创新产品测评比选大赛于2019年9月24

日正式启动，至2020年5月15日结束，完成了公寓入住、颁奖、移动售

货、社区配送、点菜送餐、客房服务、器械运送、导览翻译、安防巡检

9大类应用场景比赛，共5家企业9款机器人产品入选。北京市科委通过

科技专项经费支持入选产品在北京冬奥村、延庆冬奥村、西大庄科村、

大兴机场、绿心等5处区域实际应用，共计支持78台套进行应用示范。



北京冬奥服务型机器人创新产品测评比选大赛——2020年赛程

2020年北京冬奥服务型机器人创新产品测评比选大赛于2020年10月12日开始，至2020年10月23日结束，完成了餐

饮制售、室外零售、室内清洁清扫三个应用场景比赛，共23家企业34款产品报名，4家企业4款产品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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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服务型机器人创新产品测评比选大赛——比赛场地



方案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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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筛选指标体系

大类 比重 筛选方法 所需材料

企业实力 5% 对参赛企业的基本情况、社会信誉等方面进行评估

参赛企业营业执照、领军人才证明文件、科研

投入情况说明、真实性承诺申明、近三年科技

立项、标准、专利、奖项、成果转让等材料

参赛方案的详细说明材料

方案完整性 25%
对参赛方案可实施性、技术先进性、市场需求等进
行评估

方案创新性 25%
对参赛方案的创新点、示范效应和未来发展潜力等
方面进行评估

技术成熟度 15% 对参赛方案已有应用案例和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估

自主知识产权 10% 对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情况进行评估

推广效果 15%
对参赛方案与奥会特色和北京市城市定位符合度等
方面评估

获奖情况 5%
对企业和产品在国家、行业内的获得奖项情况进行
评估

作者观点——制定了完善的测评指标体系



1

技术先进性
（40%）

15% 场景化测评 功能
机身功能

2 业务功能
3

10% 场景化测评 性能
移动性能

4 作业性能
5 环境适应性
6

10% 场景化测评 安全性
机械电气安全

7 信息安全
8 功能安全
9

5% 场景化测评 智能化水平

机构层
10 软件层
11 感知层

12 应用层

13

应用效果
（30%）

10%

实景测评

功能
机身功能

14 业务功能
15

10% 性能
移动性能

16 作业性能
17 5% 安全性 交互安全
18

5% 可靠性
稳定性

19 抗干扰性
20 可靠性
21

技术创新性
（15%）

4%

专家评审

业务功能 可替换的工种
22 4% 应用场景 开创性应用
23 4% 关键技术 创新技术点
24

3% 自主知识产权
软硬件系统设计

25 关键零部件
26 核心技术
27

推广应用价值
（15%）

3%

专家评审

安全性评价
受侵害的客体

28 对客体的侵害程度
29

3% 实用性评价
城市应用

30 奥运应用
31

3% 先进性评价
业务功能

32 应用场景
33 关键技术
34

3% 市场需求
需求类型

35 需求规模
36

1% 技术成熟度
技术应用效果

37 国内外对比情况
38

2%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可行性

39 社会影响力

比选指标体系

序号 大类 比重 测评场景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作者观点——制定了完善的测评指标体系



作者观点——发现了多项产品共性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



作者观点——促进优秀产品应用示范，引导产品质量提升，推动产业发展

针对冬奥会应用需求，研发了室内室外2类测评指标体系，搭建

了11种场景化测评环境，完成200余项测评任务，摸清产业技术

现状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参赛产品的功能、性能、安全与可靠

性。以检测认证护航产品创新升级 ，引领产品创新研发和应用，

为服务机器人产业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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