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沉浸式数字体验项目评分标准

该项目征集到两家或以上符合资格的意向合作方，由南越王博物院组织专家

开展线下评审，并根据意向合作方提交的材料进行综合评分，择优选定一家为成

交合作方。

评分总值最高为 100分，评审标准如下：

序号

评分

类别
分值 评分细则

1

单位

资质 10分

依据意向合作方提供的行业资质、行业荣誉等综合评分。

①国家认证认可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书需在有效期

内）：包括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信

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涵盖“数据处理，三

维虚拟”或“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的核心图像技术设计

及应用等领域，每提供1个符合条件的证书，得1分，最高

可得4分；

②持有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得1分；

③持有中国展览馆协会颁发的展览陈列工程设计与施工一

体化一级资质，得1分；

④具备中国多媒体工程系统集成资质一级证书或ITSS信息

技术服务标准符合性等证书，得1分；

⑤提供与本项目相关的沉浸式虚拟空间、数字影院、互动

展示、三维数字展示、数字展厅等技术的软件开发专业服

务能力的证明，每提供一项得1分，最高得2分；

⑥自2022年1月1日起，数字类产品若获得创新应用实力奖、

文博技术产品、服务奖之一，得1分。

注：必须提供有效期内的证书扫描件并加盖单位公章，以

及相关软件著作登记证书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本项

目最高得分为10分。未按上述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或证书已

过期、被撤销或暂停的，将不予计分。

2

内容

创意

设计

方案

30分

项目评分将综合考虑主题与叙事性、创意新颖性、沉浸感

与互动性、内容延展性、美术概念设计等因素。

优秀（24-30 分）：项目以南越王博物院所承载的文化核

心元素为主线，情节与历史/民俗/考古紧密融合，交互方

式具有创新性、实现多感官融合，并具备模块化扩展能力，

以支持未来主题的更新。美术概念设计基于南越王博物院



所承载的文化相关的建筑、文物、服饰等元素，涵盖场景

设计、角色设计、特效设计等，既具有可验证的学术价值，

又结合当前艺术审美进行创新。

良好（18-23 分）：项目主题明确，但缺乏细节支撑，文

化符号的应用较为表面；交互设计有一定的沉浸与互动性

但缺乏特色，感官体验较为单一；模块化扩展能力有限，

对未来主题更新的支持一般。美术概念设计基于南越王博

物院所承载的文化特色元素，涵盖场景、角色、特效等方

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艺术审美。

一般（0-17 分）：项目主题模糊或与南越文化联系不紧密，

缺乏互动体验；交互形式缺乏创新，多感官体验不足，不

具备模块化扩展能力，不支持未来主题更新。美术概念设

计基本符合南越王博物院所承载的文化特色，但缺乏创新

和亮点。

3

技

术

方

案
10分

根据项目技术方案在先进性、系统稳定性、兼容性以及扩

展性等方面的综合评分。

优秀（8-10 分）：方案采用了国际先进的技术；具备强大

的容错和抗压能力，以及出色的故障恢复和容灾能力；支

持跨平台和多终端设备；兼容性出色，适配性强，用户体

验流畅；维护和升级过程简便。

良好（6-7 分）：技术应用较为成熟，与国际先进水平相

比尚有差距；容错和抗压能力尚可，但故障恢复和容灾能

力需进一步提升；跨平台和多终端设备支持有限；兼容性

一般，可能在某些设备或场景下出现适配问题；维护和升

级过程可能较为复杂。

一般（0-5 分）：技术应用较为落后，存在明显缺陷；容

错和抗压能力弱，故障恢复和容灾能力不足；不支持跨平

台和多终端设备；兼容性差，导致在多数设备或场景下出

现适配问题；维护和升级过程困难。

4

实施

与营

销方

案

15分

根据意向合作方的团队能力、资源整合能力、风险控制、

实施方案可行性、营销手段、推广渠道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分。

优秀（12-15 分）：团队涵盖文化研究、技术开发、艺术

设计、运营管理四类核心角色，且人员配置比例均衡；能

有效整合政府文旅部门、技术供应商、学术机构、营销团

体等多方力量；具备高水平的技术、市场、文化风险识别

与应对能力；项目具有很强的可实施性。营销策略具有前

瞻性与创新性，推广渠道广泛，覆盖线上线下多个平台。

良好（9-11分）：团队基本涵盖文化研究、技术开发、艺

术设计、运营管理四类核心角色，但在某些方面或几个方

面的能力稍弱；能与部分政府文旅部门、技术供应商、学

术机构、营销团体建立合作关系；具备一定的技术、市场、

文化风险识别与应对能力，但在复杂情况下应对能力一般；

项目可实施性一般。营销策略较为传统，推广渠道较为单



一。

一般（0-8 分）：团队构成单一，缺乏跨领域合作能力；

未能有效整合各方资源；缺乏风险识别与应对机制，面对

突发情况应对能力较弱，项目可实施性较弱。推广渠道有

限，难以有效触达目标受众。

6

过往

案例 10分

根据意向合作方的案例数量、创新突破、运营效益、社会

效益等综合评分。

优秀（8-10分）：代表性案例数量 3 个及以上，类型丰富，

覆盖了多种数字技术、文化创意、展览展示项目，充分展

示了合作方在多个领域的实力和经验。案例中体现了显著

的技术创新，应用效果突出，能够引领行业发展，具有良

好的投入产出比，客户满意度高，同时兼顾社会公益，案

例荣获国家级或国际奖项。

良好（6-7 分）：代表性案例数量 1 个及以上，类型较为

单一，主要集中在某一或某几个特定领域。技术创新和应

用效果尚可，对行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显著，投入产出率

较为一般，对社会公益的考虑不够全面，案例获得省、市

级奖项。

一般（0-5 分）：缺乏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或案例质量不

高，未能充分展现合作方的技术实力、文化创意及展览展

示能力。在技术创新、应用效果、社会公益及经济效益等

方面表现平平。

7
分成

比例
10分

意向合作方准入要求：项目收益分成比例首年不得低于销

售收入的 15%，且在合同期内每年递增 2%；提供首年最高

分成比例的意向合作方得 10 分；其他意向合作方以此为评

价基准：分成比例分=（意向合作方首年分成比例/首年最

高分成比例）×权值。

8
方案

演示
15分

根据意向合作方的现场演示表现综合打分

优秀（12-15 分）：方案演示逻辑清晰，条理分明，能够

全面展现项目的核心内容和创意亮点。演示过程中，讲解

人员表达流畅，专业性强，能够准确回答评审专家的提问，

展现出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专业素养。演示材料制作精美，

视觉效果突出，有助于提升评审专家对项目的整体印象。

良好（9-11 分）：方案演示内容基本完整，但部分环节可

能稍显冗长或不够精练。讲解人员表达较为流畅，但可能

在某些专业问题上回答不够准确或深入。演示材料制作尚

可，但视觉效果一般，未能充分展现项目的亮点和特色。

一般（0-8 分）：方案演示内容混乱，条理不清，未能准

确传达项目的核心内容和创意亮点。讲解人员表达不清，

缺乏专业性，难以回答评审专家的提问。演示材料制作粗

糙，视觉效果差，影响评审专家对项目的整体评价。


